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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

本报记者 江雪

月饼代表谁的心

享有“糕点泰斗、饼业至尊”的稻

香村月饼，200多年来，在中秋节的时

间点上，被宠爱、被钟情、被歌颂的历

史， 不知不觉在 2014 年被时尚品牌

“味多美”剥夺。

仅仅是一块月饼吗？ 仅仅是一个

中秋节吗？

或许，如作家毕淑敏小说《月饼

故事》所言：那块飘着红纸头、用纸绳

子包装的方形“月饼”，在老太太的显

摆中，如此默契。

自言自语中，又到中秋。

记忆都刻骨铭心

《莲蓉与蛋黄，始终如此默契》一

文的作者，道出了中秋节吃月饼的文

化内涵：隐隐约约，如梦如幻。 中国有

个“花石镇子”由此成为“莲子的采集

地”。 每到中秋节前两个月，烘焙企业

的老板都要带着“技术大师”到交易

地“踩点”后交易。

而寓居北京时，绍兴人鲁迅写的

《鲁迅日记》中，记载了自己十几次购

买稻香村点心的文字。 使得 1926 年

苏州第一家“店铺”翻建时墙上塑的

“只此苏城一家， 外埠并无分出”，跟

随着他的檄文岁月， 多了一抹槐花

香。

味多美品牌为中国人的中秋节

添增了西方的味道： 咖啡、 奶酪、玫

瑰。 让“团圆的意味”多了诗意和哲

学。

企业家早就想好了“对付历史品

牌”的拳术：或是加上“传统火腿”恋

上“正冬味”？ 或是让“来自龙井的表

白”登上主位？ 现今的浮躁中，抹上一

缕 1200 多年前的汉族名茶味道，使

闻到的人流连忘返，难舍故乡。

2015 年 8 月的北京。

当 80 多种新月饼摆在企业家、

行业专家们眼前时，创新、时尚、健康

的理念，可谓淋漓尽致。

《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与企业家

对话时得知：在“食物是最好的团圆”

文化基础上研制的新品种， 让 2015

年的中国中秋节，多了很多历史元素

的回归。

不言而喻的是，岁月里，从未中

断经营的稻香村月饼品牌，已经有了

跟随者、超越者。 这是中国烘焙事业

的新局，那些表现战火纷飞日子的各

类电影、电视剧，从中都可以找到这

样的镜头，“火车站台，相爱的人举着

一盒牛皮纸包装的稻香村月饼，期待

重逢”。 可以更美、情义更深厚。

在中国，小小的圆圆月饼，渐渐

成为亲情大使。

9 月 10 日，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

处超市月饼柜台上， 没有豪华的包

装，也没有大事渲染，但有写着各种

祝福话语的 10 多种品牌的月饼，就

凭着柜台上下温暖的那些话，佳节即

使还没到，但月饼已悄悄走进大家的

心里。 在这里，一句句话如同一份静

静的岁月，召唤、引导着人们思考“团

圆的幸福”。

不仅仅是店家，一位企业家在微

信上表示：“北京上万辆出租车都是

这个亲情广告。 看到月饼文化的展

示，勾引出了消费欲望。 在这个特殊

的节日，检阅这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

处的家乡情、亲人情。 ”

微妙的情感变化

“每逢中秋节前夕， 合作社柜台

上堆放成摞成摞的月饼，总是引得我

们眼巴巴去张望……记忆中的这个

中秋，是一个没有香甜诱人月饼的味

道，只有伤痛和泪水的多事之秋。 ”

经历过“万人嫌弃”的过程后，再

念此文，很多消费者的情感变化是跟

着企业家的变化而变化的。

责任、义务，在“月是故乡明”的

文化氛围中，通过“月饼”给效益一个

正确的思路， 让月饼文化回归本源：

团圆的寓意，不在金钱的多少，不在

包装的豪华，不在礼盒里是否拼装红

酒、洋酒等等，是找寻回乾隆三十八

年，皇帝下江南，赞叹稻香村月饼为

“食中隽品，美味不可多得”并御题匾

额，名扬天下的“正题”，以及金陵人

郭玉生在北京前门观音寺，打出“稻

香村南货店” 字号的商业智慧与勇

气。

2015 年 8 月，“海上生明月”的日

子。

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大型超市，一

位中国留学生特意购买了一盒稻香村

西式月饼。她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十多年来，当理不清情绪时，就吃稻

香村月饼。国际化的今天，即使人在国

外，还是找中国古往今来的品牌。 ”

在“仿佛回到了童年”的美好记

忆中，杭州时印科技公司的创业者，9

月 7 日首次推出“3D 打印定制月饼”。

当网上晒出“4 种不同颜色、不同造型

月饼”时，一个结论性的数字也让很

多人笑了：“3D 打印定制月饼，已完成

了销售额一半目标”。

个性化“梦痴”般的消费，也是醉

了这个节日。

月饼承载着什么？ 一言难尽。

200 年后， 中国有一种声音是，

“再高级的月饼， 我也品尝不出记忆

中那种香甜诱人的味道”， 让企业家

们感到悲哀。 他们心知肚明的是，伴

随 21 年“中国月饼节”的话题，几乎

绕不开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之类

的话题。

一块圆圆、方方的月饼折射出了

一个时代的悲哀？

那么，一块圆圆、方方的月饼，何

以重新回归希望？

在文化中坚守

“反腐”后的节日，显出了沉重一

面，也给予文化节日一个“反省”，更

是给烘焙企业管理者、 投资人一次

“觉醒的启示”：摒弃各类不着调的豪

华包装，不随波逐流，还月饼以中秋

节的团圆意义。

9 月，记者看到，参展“21 届月饼

文化节”企业品牌，各自魅力尽显。 台

湾商人在绿色的冰月饼上画出思念；

香港商人在大大的榴莲上揣摩百年

情愫；广东商人、浙江商人，则细细描

画一枚枚家庭幸福的故事。 企业家通

过一块块月饼，表达各自企业品牌的

文化向往。

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是对企业家

的唤醒。

读完毕淑敏的作品《月饼的故

事》后，杭州余杭一位从事 8 年烘焙

事业的老板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

说：“烘焙时代的文化，要抛弃‘黑色

料理’的‘怨念’，吃到嘴里的感觉，

应该是‘新鲜的、美好的、温暖的’。 ”

让作家笔下做月饼、 卖月饼与买月

饼人的恩怨纠葛， 让政府官员眼中

的尴尬词汇，最后都成为“故事”，而

定格的永远是“月饼被红纸包着，飘

啊飘的”。

而对于一个家庭、 一个单位、一

个团体，哪一块月饼肩负哪些责任？

8 月 29日的杭州，“月饼锅”已经

摆上超市，同时，带有“诗歌包装”的

月饼快速走上餐桌，超市经理对《中

国企业报》 记者说，9 月 3 号以后，大

家都可以品尝到“阅兵饼”了。

不一样的年份， 不一样的记忆，

不一样的品味，就有不一样的生产和

销售。

“21届月饼文化节”正值新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即将实

施。

国家食药总局领导和专家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解读新食品安全法时

表示：金九银十、 黄金假期，食糖等原

材料涨价，都传递出“中秋节日的消

费信号”。 这里，行业骨干企业依旧是

最大的力量，也是引发各级市场美好

预期的中坚力量。 只是，今天的人们

只要亲情，厌倦了炒作。

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

理事长朱念琳表示：“天价月饼”似乎

成为往事。“放心月饼”以文化亲近百

姓，以月饼传递爱心。 除了月饼，没有

哪一种产品能承载这么多的情感。

以“美丽中国 ,清风明月”为主题

的 2015中国月饼文化节， 即将收官，

在“以月饼言中秋”的征文活动中，有

近千件稿件托物言志，从中读到了国

人对月饼寄托的情感和信仰，对传统

文化的眷恋和痴迷，对合家团圆的希

冀和想念。

张海鹏“开学日”已经上任

日前，中信资本的一则任命

公告，宣布作家“冯唐”变身“张

海鹏” 出任中信资本 PE 部门高

级董事总经理， 主管医疗投资。

这意味着这位曾经的华润医疗

“带头大哥”重回医疗行业，成为

事实。

解读：

当天，赋闲了将近一年的作

家冯唐，还是在朋友圈写下“假期过去了，又该开学了。 ”

因故离开华润时，张海鹏“只做小说家冯唐”的决心很大，

大到“正儿八经地在北京闹市区的一座寺院里租了书房专心

写作小说《圆觉经》”。

这意味着一个博士、职业经理人的正式“修行”。

张海鹏毕竟不是一般人，前年离开的“没那么甘心”。 所

以，行业人都明白，是他意图筹建中国最大的健康产业基金，

通过资本杠杆，创建一个甚至几个大型的医疗集团，颠覆中国

医疗产业。哪个学生一开学，不犯“恐惧症”？但好学生，终归要

优秀的。

李嘉诚旗下两公司“重组”

长江和记实业刚于 6 月结束

世纪大重组之后，其主席李嘉诚又

将旗下两大上市公司进行重组。 9

月 8 日，长和、长江基建及电能实

业联合发布公告，拟将长江基建及

电能实业合并， 合并后的名称为

“长江基建实业”。

解读：

李嘉诚的商业智慧，永远值得

企业家学习，

李嘉诚一边“退”，一边以大“实业”亮相，“拳法”有些让一

般人看不明白。 但对于电能实业而言，行家认为“该方案将使

股东交换具有良好收益和股息增长。 双方现有的规模有大幅

提升”。

多年来，李嘉诚不仅仅地产“兴隆”，能源基建、交通基建、

水处理基建、 废物管理及其他基建相关业务领域控制的多元

化业务，才是最有分量的投资。

事实上，如此“重组”，市场中已有传闻，但是动作的“快

速”还是令人惊讶。此次，长江基建和电能实业的合并，也进一

步证明了李嘉诚要明确其上市公司分工的决心， 进一步发挥

其“1+1=3”的协同效应。

柳青决心“寻找共同语言”

7 日， 杭州“2015 新网商峰

会”期间，滴滴快的老板柳青“澄

清”：滴滴快车、专车等原有业务

会一直做下去。但是，滴滴打车的

品牌已经无法承载公司现在的业

务，将进行升级。

解读：

因为“滴滴打车” 柳青成为

“敏感人物”。 从最早的打车业务

开始，别说“重大更新”，就是小小的动作，都会让无数投资人

“兴师动众”。

有趣的是，滴滴与快的合并后，涵盖了专车、快车、顺风

车、代驾和巴士等众多业务。

跟父亲柳传志相似的是，柳青一发言，必有“重话”。本月，

柳青不甘心、“快车”还要“下线”流传。

“并不属实”是她的回答。“全面的升级”也是她的回答。

“原来的业务和新的业务我们会一直做下去”更是柳青的

回答。

大家期待柳青坚定地在“出行这条路上”走下去，有对一

个新品牌文化价值的期许，也是对这位女企业家的期待。

（本报记者江雪整理 、点评）

刘晓庆已入股知名 P2P企业

互联网金融行业再度引来

明星投资人。记者从工商注册登

记部门查询获悉，日前著名影视

明星刘晓庆已入股知名 P2P 企

业———深圳市前海理想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 沉寂多年后，她投

向实业的第一笔钱是互联网金

融企业。

解读：

虽说是小钱，才 500 万投资，但是因为是刘晓庆，显出不

一样的寓意。

前海理想金融是互联网金融业内一家知名的“上市公司

系”P2P 平台，是以互联网金融和财富管理为核心业务的大型

综合服务机构。 有点复杂的投资关系，加上“明星刘晓庆”，显

得更加“味道复杂”。

8 月 27 日，前海理想金融完成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才有

“明眼人”看到，同时出现在前海理想金融股东名单里刘晓庆

的名字。而上海市刘晓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资 500 万后，成

为前海理想金融的第六大股东。

名人刘晓庆分享“证券化盛宴”，是对“互联网名人”的一

种仰视吗？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的来临，

旅游的话题又成为公众热点。 中国旅

游景区协会日前向全国旅游景区发

起倡议，呼吁全国各类旅游景区共同

抑制门票上涨势头，倡导 5A、4A 级景

区带头不上涨门票价格。 倡议发出

后，各地旅游景区积极支持响应。

近年来，景区门票“逢节必涨”几

乎成了一种“统一动作”，许多旅游者

直呼“大好河山游不起”。 为维护旅游

市场秩序， 国家相关部门三令五申，

要求抑制门票价格攀比上涨，甚至立

下了“3年禁涨价”的“硬杠杠”。然而，

解禁年“到期就涨”也因此成为了景

区的一种奇特现象。 由此而言，中国

旅游景区协会从自律的角度发出倡

议，呼吁 5A、4A 级景区带头不上涨门

票价格，这是好事，值得点赞。

景区资源的公共属性不言而喻，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景区门票降价乃

至免费、回归应有的公益领地，既是公

众共同的愿望， 更是地方政府部门应

该秉持的民生取向。然而，由于经营方

式、 服务项目、 管理方式等关系的调

整，多数景区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以景

养景”的门票经济问题，这也是每到旅

游季， 公共自然景区都会沦为揽金重

地的重要原因。 此种把旅游景区看作

财政收入摇钱树的地方政策， 恐怕还

是源于地方财政念歪了旅游的“经”。

旅游经济是典型的“眼球”经济

和人气经济， 旅游业应包括吃、 住、

行、娱乐、购物、交通等多个要素，但

随着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的只涨不降，

却折射出部分景区急功近利的心态，

把旅游带来的直接门票收入看得太

重，却对间接经济的带动，对生态环

境、 文明素养的整体提升重视不够。

当然， 如果从合理分流游客流量，疏

导游客流向，减轻景区环境承载和接

待压力，解决主要景区节假日人满为

患的问题和角度来看，采取提高景区

门票价格的方式，也无可厚非。 但如

果是单纯奉行高价“策略”，以此增加

利润，从长远看，是很难构建“大旅

游”体系的，也必然会影响景区乃至

景区所在地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要想提高旅游

业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最好办法

就是低票价或免费策略。 西湖免费开

放十多年， 旅游总收入增长 ４ 倍，就

是很好的例证。 而要实现这一点，就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行业协会的倡议

上，应从顶层设计入手，不断深挖游

客的多元化需求， 在游客的吃、 住、

行、游、购、娱等要素上下工夫。 同时，

加大政策的落实力度，营造有利于旅

游业产业链打造的外部环境， 如此，

才能更好地满足旅游产业的健康大

发展、游客尽情游玩的需要和自然资

源的保护。

“门票经济”是对景区的另类伤害

祝建波

（上接第十一版）

中小房企大都集中在国内

三、四线中小城市，因业绩下滑必

然会促使大量中小房企选择离

开， 中小城市政府用地压力会减

轻，不仅能有效保护耕地资源，守

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而且更利于

地方政府科学规划土地资源，堵

塞过去房地产业突飞猛进造成土

地资源闲置及浪费现象再次发

生， 进一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

率。

更为重要的是， 中小房企因

行业整体利润下滑， 会退而求其

次，选择从事其他产业或服务业，

对中国产业经济结构调整将产生

深远影响。

因此，中小房企业绩下滑，绝

非坏事， 各级地方政府不要过分

留恋土地出让收入， 更不要再采

取不切实际的“救市”措施，让市

场发挥自我调节作用， 实现房地

产业规范化、规模化、生态化，确

保房地产业与人口增长、 消费需

求及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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