
□ 赵立

在消费升级与数字化转型的浪潮
中，一股源自小镇的商业力量正悄然崛
起，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显著的优势，成为
市场的新宠。11月19日《聊城晚报》05版
刊登的《咱聊城产的棉袄秀起来》，便是对
这一趋势的生动注解——侯营镇的棉服
产业已经成为“小镇品牌”的佼佼者。

侯营镇的棉服产业，凭借其精准的
市场定位、过硬的产品质量和亲民的价
格，成功打造了一系列备受消费者喜爱
的棉服产品。这些棉服不仅满足了消费
者对保暖的基本需求，更融入了时尚元
素，成为潮流的代名词。首届棉服模特

大赛的举办，更是将侯营棉服的品牌形
象推向了新的高度，吸引了众多投资者
的目光，为侯营棉服产业的持续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

侯营棉服产业的崛起，并非偶然。
它是“小镇品牌”逆袭的缩影，展现了“小
镇品牌”在市场中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潜
力。与大城市品牌相比，“小镇品牌”通
常位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它们能够利用
当地的资源和成本优势，生产出性价比
更高的产品。这些优势使得“小镇品牌”
在互联网的助推下，能够轻松触及全国
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打破地域限制，实现
快速扩张。

但“小镇品牌”逆袭的背后，不只是

便宜。“小镇品牌”更懂得如何精准锁定
消费者的需求，它们往往诞生于小镇，契
合大多数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节奏。
小镇居民看重性价比，不愿为高价买单，
但对品质也有着不低的要求。诞生于这
片土壤上的品牌，往往对消费者的心理
把握得更加精准，能把产品打磨得既有
品质，又有价格优势。这种天然的优势，
使得“小镇品牌”能够迅速适应市场变
化，一旦把商业模式走通，就能迅速扩
张，覆盖全国的大街小巷。

互联网拉近了小镇与城市的距离。
如今，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媒体以及各
大购物平台上，“小镇品牌”俨然成为一
个集聚流量及销量的超级符号，山东曹

县的汉服、辽宁葫芦岛兴城的泳装、浙江
诸暨山下湖镇的珍珠、河南焦作桑坡村
的雪地靴……这些“小镇品牌”通过社交
媒体、电商平台等新兴渠道，与消费者建
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它们不仅利用这
些平台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更通过与
消费者的互动和沟通，收集反馈意见，不
断优化产品和服务，提升了品牌知名度
和美誉度。

我们相信，随着消费升级和数字化
转型的深入推进，只要能够精准把握市
场需求、注重品质提升，越来越多的“小
镇品牌”将在大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
力量。

“小镇品牌”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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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贠秀军

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
法》出台，引发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教
育内卷现象的不断加剧，很多幼儿园出
现了“小学化”的倾向。不久前有一位上
海家长发帖称自家孩子所在的幼儿园
开设了理科班以及周末班，教授竞赛数
学、雅思、托福等内容，让不少网友大为
震惊。本该在游戏中度过快乐童年的
孩子，却提前学习拼音、识字、数学运
算、英文等内容，过早地背负上了学业压
力。

学前教育法的出台，为防止和纠正
这一倾向提供了法律依据。学前教育法
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教
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校外
培训机构等其他任何机构不得对学前儿
童开展半日制或者全日制培训，不得教
授学前儿童小学阶段的课程。教育部还

表示，下一步将深入治理幼儿园、小学超
前超纲教学的不规范办学行为，坚决防
止和纠正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

在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抢跑”的孩
子，或许能够领先一时，但未必能在未来
的道路上跑得更远。现实中诸多案例表
明，接受超前教育的孩子到了高年级，不
仅学习成绩下滑，而且人际交往、情感表
达等各方面的能力均落后于同龄人。这
是因为“揠苗助长”式的教育行为违背了
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知识的强行灌输
固化了孩子的思维，扼杀了他们探索世
界的好奇心和创造力，使其过早产生厌
学心理。

当然，幼儿园去“小学化”并非禁止
儿童提前学习相关知识，而是强调转变
与更新教育观念与教学方式。3—6岁的
儿童正处于大脑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
需要通过游戏、活动等方式来促进感官
发展，构建基本认知。学前教育阶段应

当侧重于让儿童通过体验和感知，建立
起对世界的认知，培养良好的专注力、交
往合作能力以及生活自理能力。

每一个儿童都是一颗小小的种子，
需要经过播种、浇水、施肥等阶段才能开
花结果，这一过程需要用细心、耐心来呵
护。儿童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和学校形
成合力，家长应该摆脱教育焦虑，尊重孩
子的成长规律，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孩
子成长，幼儿园也应更新教学内容，采用
适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方式，尊
重儿童个性的多样化。应当谨记，学习
是终身的事业，培养孩子终身的学习能力
与学习习惯是比学习知识更重要的事
情。“抢跑”不是捷径而是弯路，人生不是
轨道而是旷野，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一
个自由而完整的人。学前教育法的出台，
无疑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规范化、优质
化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让我们把快乐
童年还给孩子，用爱点亮孩子的未来。

莫让“抢跑”抢走孩子快乐童年

□ 张丽

近来，互联网视频
博主多了一个赛道——
精致自律。这些视频在
竞争激烈的短视频市
场中，动辄拥有几千乃
至上万的点赞量，但据
北京青年报记者调查，
部分视频是经过精心剪
辑与拼凑的“表演式自
律”。这些博主背后往
往有专业的运营团队，
目的就是推广短视频中
带来“精致感”的相关商
品。

由于有团队运营，
有明确的带货目的，所
以此类博主的视频也高
度雷同：标题多为“高能
量女生一天能做多少
事、00 后如何拥有高质
量的一天”之类，内容离
不开精致早餐、瑜伽健
身、高品位阅读和时髦
道具。不少人被他们贩
卖的焦虑压倒——人家
能这么云淡风轻地精致
优雅，为什么我就这么
蓬头垢面地疲于奔命？
他们能同时做到高质量高密度高效
率，为什么我还在犯拖延症？这些问
号像重锤一样，反复敲打着被惑乱心
智的网友，以致内心充满自责、焦虑和
无力感。

殊不知，在网友焦虑的时候，这些
博主已经通过点击量赚到了带货的
钱。报道中提到，这些博主无意间会
露出许多“精致好物”，小到面膜、香
水，大到家具、家电等，似乎离开这些
玩意儿，精致高效的生活就不会到
来。为了拥有视频中的生活，立场不
坚定的网友很容易就会被蛊惑，脑子
一热就下单。须知，真正自律的人不
需要展现给别人看，真正想自律的人
也不会用外力去强迫自己。这些视频
博主的表演式自律，不是原原本本的
人生，而是披着伪装的生意经。

流量短视频的剧本多是雷同的，
互联网带货套路层出不穷，网友们需
要一双看透把戏的眼睛，并把生活节
奏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视频平台也
要加强内容细分，为这种所谓的精致
祛魅。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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