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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凯

当国家层面倡导避免“内卷”，呼吁
从低水平重复竞争中突围，寻求高质量
发展新路径之际，小米YU7以一场现象
级的市场表现，为这一战略转向提供了
生动的注脚。YU7创纪录订单的背后，
清晰折射出中国经济破局“内卷”困境
的关键路径——与其把蛋糕切得更碎，
不如沉心聚力，用创新之火烘烤出更大
的“新蛋糕”。

端出“新蛋糕”，要着眼于生产切实
提升生活品质、承载美好生活预期的

“好产品”。从物质稀缺到丰盈的时代
背景下，YU7 现象并非消费者一时冲
动，当智能座舱的流畅如随身手机般自
然，当扎实的续航里程足以打消里程焦
虑，“开车变成享受”的体验价值才是根

本原因。消费者乐于为这些切实提升
生活品质、承载美好生活预期的“好产
品”掏腰包，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增
长的底气所在。

端出“新蛋糕”，要着眼于小米代表
的“平台型制造业”和生态化经营模式，
这正是国家所倡导的新质生产力。我
们可以看到，小米没有为产品定很低的
价格，YU7的定价是符合市场预期的，
也是比较理性的，是靠产品力来推动的
定价策略。小米的利润来源也是多元
化的，不是简单的打价格战卖车，而是
在做生态化经营。从小米的发布会来
看，纸巾盒、投影仪、手机、平板，还有在
全球接入超过10亿台智能设备的“人车
家全生态”，都会为经济增长提供平稳
而持续的动力。

端出“新蛋糕”，还要有面向全球的

视野与雄心。笔者看到，不少电商从业
工作者已着手研究怎样帮小米铺设海
外渠道，将优质产能和创新成果推向更
广阔的天地。好产品让全世界老百姓
都能用上，那才是真正的中国“新蛋
糕”。

说到底，YU7现象不只是卖了几十
万台车。它让我们看到：当企业愿意沉
下心搞技术，当产业链上下游拧成一股
绳，当消费者愿意为“好产品”买单，经
济就有了往上走的劲儿。经济好不好，
从来不是看几串数字，而是看楼下的饭
馆有没有排队，看我们普通人敢不敢为
自己喜欢的东西花钱。YU7 可能只是
一个开始，但至少让我们相信：只要有
好产品、好产业、好预期，咱们的日子，
就会越过越有盼头。

反内卷背景下，如何端出“新蛋糕”

□ 刘学

近期，电视剧《以法之
名》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在观
看相关犯罪案件侦办的同
时，不禁让人思考，无论何时
何地，身处何种职位，都必须
坚守法律底线。

法律体现国家意志，是
社会秩序的基石，承载着维
护公平正义、保障公民权利、
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
任。法律如同一道坚固的防
线，将正义与邪恶、合法与非
法进行清晰划分，确保社会在
既定的规则框架内有序运行。

法治的核心价值在于
维护公平正义。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不偏袒任何一
方，不纵容任何形式的特权
和腐败。当不法行为侵犯
了公民的合法权益、损害了
社会的公平正义时，法律就
是受害者的坚强后盾。只
有这样，才能让广大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增强对法治的信
心。

法律的尊严在于其普遍适用性和不可
违抗性。无论权力大小、地位高低，任何个
人或组织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不
得凌驾于法律之上。当不法行为挑战法律
权威时，不仅是对具体法律条文的违反，更
是对整个法治体系的蔑视和破坏。因此，
对于任何不法行为，法律必须亮剑，坚决予
以打击，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确保法
治精神深入人心。

真正做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就必
须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完善法律体系，提高
司法公正性和效率性。加强法治宣传教
育，提高全民法治素养和法律意识，让法治
观念深入人心。同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加强对执法、司法活动的监督制约，确保权
力在阳光下运行，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现
象的发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法治
的坚定维护者和践行者，用实际行动捍卫
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共同筑起一道坚不可
摧的法治长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设
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让
广大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幸福生活。

对个人来讲，要学法懂法，维护法律权
威，在学好宪法等根本大法的同时，主动学
习同自己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心中
高悬法律明镜，手中紧握法律戒尺，遵守法
律、执行法律，积极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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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功

甘肃省天水市褐石培心幼儿园将彩
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食品制作的恶性事
件，截至7月7日晚已造成233名幼儿血
铅异常。这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既
有对幼教行业基本准则的漠然视之，也
交织着令人心惊的认知盲区与利益算
计。

从麦积区联合工作组查获的三色
红枣发糕、玉米卷肠包来看，这些本应
充满童真的食物名称，却成了毒害幼儿
的“罪证”。彩绘颜料既不能改善口感，
也无法提升营养，其唯一作用就是改变
食物外观色泽。或许经营者确实存在认
知局限——未必清楚颜料中铅元素的具

体危害，也未曾想过一次“美化”会酿成
孩子终身健康风险。但“不可食用”的标
识赫然在目，将非食品原料混入幼儿餐
点的行为，本身就已突破了食品安全的
基本伦理。这种对警示标识的无视，即
便源于真的无知，也是对孩子生命安全
的冷漠。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无知”往
往与算计共生。用颜料快速美化食物，
既能讨好孩子、减少喂食麻烦，又能节省
采购成本——这样的利益权衡清晰可
见。即便起初对铅危害一知半解，但长
期操作中也应对幼儿出现的不良健康反
应有所察觉。这种“选择性无知”的背
后，是将幼儿健康视为可牺牲成本的冷
酷算计：在他们眼中，幼儿的潜在健康风

险是“遥远且可承受”的，远不及眼前
的运营便利与成本节约重要。

幼儿园法定代表人朱某琳与投资
人李某芳的一系列决策，更清楚地暴
露了他们在利益面前没了底线，连该
有的正确认知都抛到了脑后：从网络
平台购买彩绘颜料，到后厨稀释后用
于部分食品制作，再到端上幼儿餐桌，
全程无人质疑和阻止。这绝非偶然疏
忽，而是利益裹挟下的集体失智——
明知原料违规却懒得学习安全知识，
漠视幼儿生命却抱着“暂时无事”的侥
幸，每个环节都在功利算计中默许纵
容，成了这一恶性事件的推手。

从事件结果来看，经营者的事
业可能因这场事故毁于一旦，这是

其行为导致的必然结果，丝毫不值得同
情。但每个家庭为孩子血铅数值彻夜难
眠的煎熬，那些稚嫩生命可能承受的终
身健康风险，却在拷问着社会：当幼教从
业者既缺乏必要的安全认知，又充斥着
短视的利益算计，我们该如何守护孩子的
餐桌安全？

诚然，完善的食品安全教育能填补认
知空白，严密的监管网络能筑起制度防线，
但这些外部约束终究抵不过内心的敬畏。
真正能阻止此类悲剧的，不仅是对风险的

“知晓”，更是不为利益损害生命健康的良
知，是将“无知”转化为学习动力的责任自
觉。唯有让每个从业者明白：无知本是祸
根，算计更是祸首，才能让幼儿园真正成为
守护生命健康的港湾。

算计之下，何谈餐桌安全？

美式“斗兽棋”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