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 知 从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网 络 评

选投票活动频频介入人们的工作与

生 活 。 产 品 评 比 、好 人 好 事 推 选 、

最 美 这 个 那 个 评 选 ，还 有 形 形 色 色

的 征 文 评 奖 等 等，真是让人眼花缭

乱 ，应 接 不 暇 。 我 们 的 微 信 也 因 此

常常突然收到某些加了微信但从不

联 系 的“ 好 友 ”亲 切 热 切 的“ 跪 求 ”

（事 实 上 ，这 些 人 在 你 投 完 票 之 后

依 然 从 不 联 系 你 ，甚 至 他 其 实 在加

完 微 信 之 后 就 根 本 忘 了 你 是 谁）。

起 初 几 次 ，大 家 还 能 打 起 精 神 把 它

当 回 事 ，但 这 种 事 情 泛 滥 之 后 ，很

多被求者的态度可能就越来越淡漠

了 ，若 非 关 系 很“ 铁 ”，都 懒 得 点 开

链接看一看。

其 他 内 容 的 投 票 且 不 多 说 ，作

为 平 时 也 写 点 东 西 的 人 ，不 妨 聊 聊

文章评奖推行网上拉票的做法。文

章好不好，当然是广大读者说了算，

但前提是这个“读者”的意见应当是

他 真 实 意 思 的 表 达 。 那 么 ，网 络 投

票 评 选 文 章 ，这 些 票 是 不 是 代 表 了

投 票 者（恕 我 直 言 ，在 这 里 ，“ 投 票

者”与“读者”已不是同一个概念）的

真 实 意 见 呢 ？ 不 妨 看 一 下 票 的 来

源。君不见，某些写作者，为了一个

未 必 有 多 大 含 金 量 的 奖 ，不 遗 余 力

地广泛发动认识与不认识的人为自

己 投 票 ，一 些 微 信 群 也 常 常 冒 出 这

类求助信息（虽然未必有人搭理）。

从 这 种 大 海 捞 针 式 的 做 法 ，可 以 看

出作者们有多拼。他们在这方面耗

费 的 心 血 ，我 看 已 经 远 远 超 出 了 写

作本身。更有甚至，走起“捷径”直

接“批发”票数。作为旁观者，我不

禁 暗 暗 感 叹 ：微 信 时 代 码 点 字 ——

不，应该是获个奖真不容易啊！

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得票量大

的作品是否真的算得上好作品呢？

这 事 ，你 我 他 只 怕 都 是 心 知 肚 明 。

看 看 作 者 们 为 此 付 出 的 一 大 把“ 功

夫在诗外”的汗水与“硬成本”就知

道 了 ，这 个 评 选 结 果 和 作 品 质 量 有

一毛钱关系吗？抛开某些虚假数字

来 说 ，就 说 那 些 真 实 的 得 票 数 量

吧 ，有 多 少 是 出 于 客 观 公 正 而 投 下

的 ？ 作 者 发 个 链 接 给 你 ，请 你 务 必

瞄 准 其 中 张 三 的 大 作 下 手 ，你 好 意

思去点赞或许写得更好看的李四那

篇吗？

所以，说白了，网上评选，检验的

往往不是作品本身，而是作者的运作

能力或者经济实力。在很多评选活

动当中，谁的人脉广，谁能发动最多

的人，谁有特别的路子，谁就是最终

的胜出者。这样靠拉人头拉出来的

奖，除了证明作者的关系厉害，对作

品的文本而言，能说明什么呢？与此

相类，产品评比、人物事迹评选等等，

如果按这个思维进行下去，评出的结

果最终检验的又是什么？

我 这 人 向 来 较 懒 ，而 且 进 取 心

不强。以前偶有文章被媒体列入评

选 范 围 ，也 要 求 在 网 上 进 行 投 票 。

我 不 但 没 有 去 发 动 朋 友 圈 ，连 自 己

这一票都浪费了——根本没兴趣点

击 那 些 繁 琐 的 操 作 程 序 。 我 这 种

“极个别人士”的态度当然丝毫影响

不了网上投票的繁荣热闹景象。这

种“种瓜得豆”的事情，为什么有那

么 多 人 乐 此 不 疲 ，反 复 参 与 ？ 我 看

无非就是“名利”二字驱动。对主办

方而言，哪管你结果公正与否，我实

现了自己的利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就行。对广泛发动拉票的参评者而

言，先图个虚名，然后指望着它能变

现，所以甘愿拉下面子见人就求，甚

至不惜花血本直接“买票”，催生“刷

票”产业。

网上拉到了票不等于现实中获得

了 认 可 。 这 种 所 谓 的 奖 ，即 使 到 手

了，也不见得有多大的意义。它除了

让当事人聊以自慰，并不能从本质上

改变什么，生活该是怎样还是怎样。

如果自掏腰包去打造这种虚名，甚至

可能得不偿失。反正，我就没看到哪

个实力没达到而靠运作虚名能够走

得又远又久的。倒是热衷于评奖而

将本来就清贫的自己弄得一穷二白

的“文人”时有耳闻。

金杯银杯不如口碑。对作品产品

也好，人物事迹也罢，最可靠的评价

来自社会，来自时间。实至而名归，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是行不通的。所

以，最有价值的奖是不需要获奖者劳

累的，甚至连填表、申报这样的基本

程序都免了，比如诺贝尔奖，人家获

奖者事先都根本不知道自己即将鸿

运当头了。如果你想检验自己真正

的实力，最好的办法，还是沉下心来

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样

获得的评价才是货真价实的。当然，

如果你只是想检验自己的“运作”能

力，那就继续加入他们那个游戏吧，

但愿你玩得开心。

放谈相世

网上拉票检验什么
□李伟明

托育中心老师在教孩子们手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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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味生人

“南瓜干、腌菜干、萝卜干……”

11 月 14 日，于都县英楠副食店

的老板刘小英赶着晴朗的天气

忙着晾晒各种于都土特产。随

着季节变化，刘小英不断增加各

种季节性副食品，但始终不变的

是于都烧卷子，刘小英一年四季

都在生产。

2008 年 8 月，于都的刘小英

在县城开起了一家副食店，这

家以制作、销售点心为主的店

铺在亲朋好友的一声声祝福语

中开张了。“油炸烧卷子、蒸发

糕、烤面包、做蛋糕……”这家

副食店销售的商品种类繁多，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于都的土

特产“烧卷子”。

二三十年前学做烧卷子

于都烧卷子源于畲族，是一

种独特的食品。独特的传统工

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相结合

而精心制作出的烧卷子，是休闲

旅游、佐酒品茗、宴宾待客之开

胃佳品。

“碾粉、和粉、添加辅料……”

说起烧卷子的制作方法，刘小

英聊起了当时学艺的情景。烧

卷子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

需要制作人能吃苦、有耐心、善

琢磨，要迎合当代人的生活习

惯和口味。问到师从何处时，

则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刘小英

从她爱人的外婆那学来的。那

时候的烧卷子辅料相对简单：把米碾成粉，加水把

粉和成团，将腌菜、大叶菜切细和在粉团里，做成圆

柱形状后分切成厚度为 1 毫米至 2 毫米的薄片晒

干，放在油锅里炸熟即可。

“因销路问题，刚开始几年的产量还比较小。”刘小

英介绍说，附近的居民都会到店铺来购买，有的则是需

要送货上门，半斤、一斤、两斤……只要顾客下了单，无

论多少，都会送货上门。

从手工作坊到生产车间

“手工制作、手工切、手工晾晒……”刘小英介绍

说，因为是纯手工生产，她制作的烧卷子口感好，

香、脆、酥。随着刘小英的烧卷子名气越来越大，顾

客的需求量也不断加大。随着需求量和员工的不

断增加，200 余平方米的店铺明显不够用了，因此，

2016 年 8 月，刘小英又在贡江镇古田村租下了一个

生产车间，并且添置了蒸汽机、切割机等机械化生

产设备。

“统一服装，佩戴口罩、手套……”在古田村生产车

间开始了大规模的生产烧卷子，又聘请了 8 名员工，生

产规模不断在发展。

2016 年 10 月，于都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建

议刘小英给烧卷子注册商标，从而提高烧卷子的知名

度，树立品牌意识，保护知识产权。刘小英一家人思来

想去，最终，刘小英用自己及女儿名字当中的一个字合

起来“英楠”作为名称，并以刘小英自己的头像作图案，

于 2018年 8月将商标注册成功。

如今，刘小英以“英楠食品店”又开了一个门店，以

销售于都烧卷子、多味瓜子、花生等客家果子为主，品

种有二十多种。

“互联网+”为销售添翼

如何传承、发扬好烧卷子这一非遗传统技艺，充分

利用这一特色美食，培育壮大烧卷子产业，使之成为促

农增收、乡村振兴、大众创业的品牌？

目前，于都正致力保护、传承和发展于都烧卷子这

一传统技艺县级非遗项目，准备申请市级非遗项目资

料。该县还充分利用各种旅游节、美食节、农产品推销

会、“一村一品”展销会等，让烧卷子在这些舞台上亮相

展示。此外，该县利用“互联网+”，给英楠副食店的烧

卷子销售插上腾飞的翅膀。

“老板，给我来十斤烧卷子；给我来二十斤……”如

今，刘小英制作的烧卷子越传越远，每天生产的烧卷子

达到 300 余斤，通过线上线下销售，销往周边县、市及

南昌、广东等地。

“我们会一如既往做好于都烧卷子，不断去尝

试、去创新，生产出更多适合大众口味的烧卷子。”

刘小英谈到自己今后的打算时说，希望“英楠食品”

这个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让于都烧卷子销往全国

各地乃至世界各国，不断推动于都烧卷子的传承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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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爱点亮每一颗童心
——留美硕士刘韵意回乡创办托育中心故事

□刘会菁 赖天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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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她辞去公办中

学英语教师的工作，远赴海外

就业、留学。如今，她回到家

乡，自筹 400 多万元，创办托育

中心，希望为 0 至 3 岁的孩子，

打造一个自由发挥灵性和天赋

的乐园。

她，就是 85 后留学美国硕

士刘韵意。让我们走近这位阳

光、自信、独立的女性，聆听她

创业路上的精彩故事。

辞去教师公职 出国留学就业

“您来啦，请进！”近日上午，在赣

州中心城区红都大道一家婴幼儿托育

中心，刘韵意温暖的笑容让人印象深

刻，说起创业之前在国外的经历，她侃

侃而谈。

2009 年，从赣南师范学院英语本

科专业毕业后，刘韵意通过努力备考，

以当年总分第一的成绩考上了瑞金市

某中学，成为一名英语教师。

一份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的生

活，生活的轨迹似乎就会这样忙碌而

平淡地走下去。但是，谁也没想到的

是，2010 年，刘韵意毅然辞去工作，前

往澳大利亚，应聘到澳大利亚国立技

术与继续教育学院，成为一名双语教

师，一待就是三年。

“我想出去走走，开阔眼界，学习

新知，增长技能，等学成归来，定会有

另外一番新天地！”用刘韵意自己的话

说，就是要努力成为一名勇于前行，探

索新知的乐观者。

在澳大利亚的工作经历，让刘韵

意的个人能力得到快速提升，英语水

平全面提高，同时通过接触，对幼儿托

育有了初步的涉略和了解。在朋友的

帮助下，2015 年，刘韵意只身前往美

国，在一所公立小学教书。利用课余

时间，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功夫不

负有心人。刘韵意如愿考取了美国斯

泰森大学教育领导学专业，通过两年

的辛苦求学，她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

业，获得了硕士文凭。

不平凡的心，铸就不平凡的人

生。2019 年 8 月，刘韵意又一次让大

家感到意外，她放弃美国一家私立学

校副校长的职位，毅然回到让她心心

念念的家乡，选择了创业之路。

“多年来，孤身在国外漂泊，说实

话，挺不容易的。作为家中独女，时常

想念家乡，想念双亲。这么多年，在国

外从事教育行业，也想将国外先进的

教育理念带回中国，传授给国内的孩

子们。”刘韵意笑着说。

儿时痛苦经历 促其回乡创业

选择回国，创办幼儿托育中心，

还与刘韵意幼时的一段经历密切

相关。

刘韵意父母是赣州市一家国企

的职工，母亲原本从事地质工作，常

年在外奔波。刘韵意出生后仅 10 个

月大时，母亲就不得不返回工作岗

位，父亲只能将年幼的孩子送进托

儿所。在刘韵意 3 岁时，母亲申请调

回了赣州城区工作。父母虽然在同

一家工厂上班，但由于岗位不同，经

常需要同时值夜班，不得不将刘韵

意单独留在家中。

有一天凌晨，刘韵意从温暖的被

窝醒来，发现父母都不在家中，胆大

的 她 走 出 家 门 ，在 漆 黑 的 夜 里 行

走。凭着记忆，从家属区走到工厂

车间，找到了妈妈的值班室。这时，

刘韵意不小心打翻了一壶热水，滚

烫的水浇在她稚嫩的身体上，哇哇

的哭声响彻夜空。这次事故，造成

她 40%的烧伤面，大半年躺在医院。

不能动弹的痛苦经历，让刘韵意记

忆犹新，也坚定了她从事幼儿托育

的决心。

“随着‘三孩’生育政策落地，‘幼

有所育’问题亟待解决，国务院已出台

政策，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

发展。可以预见，随着国民育儿观念

的转变和国家政策的支持，托育中心

未来发展可期。”

多年留学海外的经历，刘韵意发

现，在国外发达国家，托育中心已非

常普及，且拥有完善的体系。在我国

上海、杭州、成都等大城市，幼儿托育

中心蓬勃发展，然而托育机构，在赣

州还处在起步发展阶段。“0 至 3 岁，

是人一生思维开发和成长的关键时

期，我接受过中西方的教育，希望结

合两者教育优势，将好的教育理念和

模式带回国内。”刘韵意坚定地说。

创业想法萌生之后，实际行动紧

随其后。

考察学习、市场调查、筹集资金、

注册选址……她日夜忙碌，跑部门、精

设计、看施工、买家具……每一个环

节，她都亲力亲为。努力终有回报，经

过一年多的筹建，2020 年 12 月，一家

投资 400 多万元，总面积达 1448 平方

米的婴幼儿托育中心正式开园。

面对市场困境 依然坚定前行

这家婴幼儿托育中心每个细节，

都倾注着刘韵意的心血。“装修过程

中，我邀请了曾参与国家行业标准

《托 儿 所、幼 儿 园 建 筑 设 计 规 范》

（JGJ39-2016）2019 年版修订工作的

一位设计师朋友参与装修设计，中

心的设计完全符合国家行业标准。”

刘韵意介绍说，中心入门大厅设有

换鞋消毒区，活动室根据不同幼儿

空间，设有午睡区、整理台、泡奶活

动区、爬行区、学步区等，甚至楼梯

的设置也考虑了幼儿自身尺寸高度

的台阶。可以说，托育中心的每一

个拐角、每一扇窗户、每一滴油漆，

都经过刘韵意精心挑选，细心调整

和布置，力求做到最安全，让孩子舒

心成长，家长放心送托。

刘韵意深耕幼儿托育，努力加强

自身充电学习，她不仅获得了婴幼儿

照护指导师、江西省生活照料服务人

员高级育婴师等资质，还抽空前往成

都、杭州等城市知名连锁托育中心，实

践学习取经。虽然十分用心投入创办

托育中心，但在创业路上，刘韵意还是

遇到了不少困难。

“创业的过程非常难，赣州大多数

家长的观念还未转变，同时也不了解

0 至 3 岁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市场潜力

有待进一步挖掘。还有目前，专业人

才太难招，初期我们自己培训的育婴

师，不到一年，仅留下一人在岗。”但

是，比起投资回报率，刘韵意更在意的

是这份事业的社会意义。

“在国外，80%的婴幼儿选择托育

机构，年轻夫妻可以不需要长辈帮助

的情况下，轻松科学育儿。但在我国，

人们通常会选择隔代抚养，‘三孩’时

代到来了，这对行业是很大的机遇，需

要多个主体、资本、政策、人才等各方

面力量来共同助推。”

刘韵意表示，“我愿所有出生婴

儿，被海洋般宽广的温柔所承载，迈

出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步；愿用爱和责

任，科学育养生命最重要的前三年，

点亮每一个孩子的童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