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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室闲谈

邵阳日报讯（记者 李洪夜）近期，黄

金价格波动频繁。黄金首饰作为高档耐

用品，其市场价格的波动牵动着消费者的

购买决策。6 月 14 日，记者走访邵阳黄金

市场发现，在金价波动的大背景下，我市

黄金消费正悄然呈现出两大特点：小克重

饰品成为消费主力，以旧换新与回收业务

持续火热。

当日下午，邵阳步步高新天地人头攒

动，某金店内电子屏实时跳动着金价数

字，柜台前挑选金饰的顾客络绎不绝。该

店销售顾问张琴穿梭在人群中，一边给顾

客展示金饰，一边向记者介绍：“最近金价

一直在波动，顾客都不敢大手笔购入，纷

纷转向小克重饰品。”

正在挑选金饰的周女士深有同感：

“金价涨得快，小件饰品投入成本低，而且

搭配夏装也不显得厚重。我就想买个吊

坠搭配连衣裙。”

张琴表示，尽管金价波动导致整体客

流量有所回落，但小克重饰品销售额同比

还在增长。“这类产品单价亲民，且设计更

贴合年轻化审美。比如镶嵌彩宝的珐琅

金饰、可叠戴的细链手链，夏季搭配亮色

服饰时销量尤其突出。”

与此同时，大克重网红款也表现亮眼。

造型美丽的黄金吊饰、古法金手串等，凭借

社交媒体传播效应成为年轻消费者的“打

卡单品”，部分门店单款日销量持续增长。

在金价波动周期中，黄金的“金融属

性”被进一步放大。记者观察到，多家金

店内，办理“以旧换新”业务的顾客较平日

增加了不少，许多消费者将闲置的老款金

饰按实时金价折算，补差价更换为新款。

“旧金饰戴腻了，趁着金价高换个新

款，还能赶个潮流。”正在办理换购业务的

程女士，将戴了多年的素圈戒指折算后，

补差价换了一条时下流行的项链。

不仅以旧换新业务火爆，在近期金价

高位时，店内的回收业务量也大幅增长。

一些投资者瞅准时机，选择在高点将手中

的黄金变现获利。以旧换新与回收业务

的双重驱动，有效激活了黄金市场的存量

资源，释放出更大的消费潜力。

当前黄金消费正从“单一保值”向“消

费+投资”双轨模式转变。小克重饰品满

足日常佩戴需求，而以旧换新和回收业务

则盘活了存量市场，两者共同推动黄金消

费在波动中实现结构性增长。随着暑期、

国庆消费旺季临近，市场有望迎来新一轮

需求释放。

金价波动下的消费新图景：

小克重黄金走俏 换新回收齐升温

邵阳日报讯（记者 曾彥

菲 通讯员 唐鸿菲 向鹏）

“经常接到陌生电话，该怎么区

分是不是电诈？”6 月 19 日晚，在

洞口县文昌街道金武村的院落

会上，面对村民向先生的提问，

街道办工作人员详细讲解了识

别诈骗电话的技巧，并现场指导

村民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6 月 18 日上午，该街道组织

全体机关干部、17 个村（社区）

的党员群众集中观看《全民反诈

公开课》。该普法宣传节目通过

生动展示刷单返利、网络贷款等

真实案例，直观揭露了新型电诈

手法及其危害。“当前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

显著上升，反诈形势严峻。”文昌

街道办主要负责人表示，反诈工

作需要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

筑牢反诈防线。

18 日至今，文昌街道在 17

个村（社区）及辖区内机关单位

逐步开展反诈专题宣传。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围绕常见诈骗类型、

典型案例剖析及后续宣传规划展

开宣讲，呼吁大家及时下载国家

反诈中心 App，提升识别诈骗的

能力，并要求党员干部和网格员

压实责任，守护好群众财产安全。

近年来，文昌街道将反诈宣

传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抓。在

线上，通过微信群及时推送最新的

反诈资讯和案例分析，方便群众随

时学习；在线下，组织工作人员在

人员密集场所广泛张贴反诈海报，

发放精心制作的宣传册，并扎实推

进反诈宣传“六进”活动，精准覆盖

易受骗群体，为群众营造安全稳

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打好反诈组合拳
护好群众钱袋子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于蒋

西）为深入践行“金融为民”理

念，切实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

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近期，中

国农业银行邵阳分行组织辖内

支行多点发力，开展形式多样的

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农行双清区支行在湘运市

场主入口设立宣传台，采取“阵

地+流动”模式，主动向商户和

居民普及反诈、反假币、存款保

险、理性投资等知识，着重强调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的“三

不”原则，同时详细讲解金融消

费者“八大权益”及维权途径。

农行邵东市支行在百富广

场设立咨询点开展专项活动，针

对广场人流密集、需求多样的特

点，通过发放反诈宣传折页、开

设“宣讲小课堂”、进行案例模拟

演习等方式，生动传递“强化风

险意识，保护财产安全”理念，及

时解答群众疑惑。

在武冈市湾头桥镇芭蕉村，

农行武冈市支行宣传小分队针

对乡村老年群体金融知识薄弱

的特点，结合养老诈骗、电信诈

骗、非法集资等真实案例，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向老年人揭露诈

骗陷阱，传授守护“养老钱袋子”

的实用技巧。活动中，宣传小分

队结合入户调研，发放宣传资料

200 余份，精准服务乡村群众，

助力乡村金融生态建设。

此次系列活动将实用金融

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充分彰

显了国有银行服务民生、守护群

众财产安全的责任担当，是擦亮

普惠金融为民底色、打通金融服

务“最后一公里”的生动实践。

多点开花齐发力
金融知识润民心

近来，越来越多的村干部通

过“魔性舞蹈”、变装视频、直播

带货等形式闯入大众视野，其中

不乏迅速“出圈 ”成为“网红 ”

者。有人叫好：“只要是为老百

姓办事，就不怕丢面子。”有人则

质疑：“不务正业，这就是博眼球

的作秀！”面对争议，被困在流量

中的村干部们该何去何从？

村干部“出圈”，改变了人们

对党员干部的固有印象，拉近了

党员干部与广大网民的距离。

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村干

部个人成了“热搜名人”，拥有了

“网红光环”，同时也把当地的特

色产业、风土人情展示在大众面

前，能够让家乡赢得更多“知名

度”，带来流量红利，带动文旅业

及相关产业发展，可谓一举多

得。为了“争夺”流量，村干部们

绞尽脑汁、花式整活，上演“十八

般武艺”，水下憋气、骤然摔倒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不可否认，村干部出镜是基

层治理的一种创新，但任何事情

都有两面性，流量同样是把双刃

剑。世界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娱乐至

死》中提及的“当政治、宗教、教

育、体育、商业和任何其他公共

领域的内容，都日渐以娱乐的方

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

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

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

的物种”，虽暂未成现实，但不免

引人深思。

村干部“出圈”的背后，难免

会有人不理解、看不惯，甚至为他

们贴上“高调”“炒作”等标签。也

有一些夸大宣传，却因实际配套、

资源、服务等要素的缺失让人产

生落差，差评随之而来，很容易造

成“翻车”事件，影响地方形象和

长远发展。因此，村干部们应谨

慎追求“出圈”，广大网友也应客

观看待村干部“出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不

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

执政这一关。”面对互联网时代的

机遇和挑战，在认识层面上，村干

部们应保持“冷”思考，明白流量

只是工具，不是目的，不要被流量

绑架。在内容创作上，应避免泛

娱乐化，与其一味地跳网红舞蹈，

不如把镜头分一些给村务公开、

村民议事、村庄建设。在价值观

层面，应注重公信力，一言一行须

符合干部身份，传播正能量。

流量终会退潮，口碑永立潮

头。村干部们身处其中，既要勇

于拥抱新技术、新渠道，为乡村

打开一扇窗，更要时刻保持清

醒，坚守服务乡村的初心。真正

的“破局”，是让流量服务于泥土

的厚重，而非让泥土迷失于流量

的浮华。

流量终会退潮 口碑永立潮头
黄云

6 月 23 日，城步苗族自治县沉江渡电站开启闸孔泄洪。连日来，为应对持续强降雨，该县防汛部门密切监测雨情变化，加

强对域内各级电站的科学调度，切实保障河流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严钦龙 摄

“眼下是中熟黄桃生长的关键期，肥

料、水分的供应一定要充足……”6 月 13

日一早，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科研人

员、省“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

区和革命老区）科技人才特派员肖国中便

已出现在新邵县中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黄桃种植基地，向公司负责人李恒春细

致讲解当前黄桃管理的技术要点。

作为新时代的农技工作者，肖国中深

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面对农业现代

化进程中的诸多挑战，他频繁深入田间地

头，手把手地向种植户传授先进技术，致

力于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改善生产条

件、增加农民收入。

在李恒春的果园建设遇到瓶颈时，肖

国中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培育和果农技术

培训等核心工作，积极推动构建起“政府

扶持、科研院校支撑、企业主体”的服务体

系。在这一体系的有力支撑下，新邵县中

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湖南省水果产业

技术体系、邵阳学院、邵阳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邵阳职业技术学院、邵阳市农学会

等科研院所、高校及学术团体达成深度合

作，签署了 3 份正式合作协议。产学研的

强强联合，使科研试验、成果推广与生产

实践紧密衔接，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劲新

动能。

“肖老师技术过硬，讲得通俗易懂，我

们一听就明白。”李恒春言语间满是感激，

“黄桃是我们潭府乡的富农产业，过去因

为缺乏现代农业技术员，种植技术落后，

品质参差不齐。自从肖老师担任我们公

司的科技指导员，他总是不辞辛劳奔波在

乡间，只要我们有需要，他就会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耐心细致地为我们解答生产中

的疑惑。如今，我们的黄桃品质显著提

升，成了抢手的‘黄金果’，优质果的价格

更是翻了一番。”

黄桃变为“黄金果”的背后，是一场科

技赋能农业的生动实践。

在推广黄桃高效栽培技术的过程中，肖

国中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技术资料、提供

实物图片等多种形式，引导种植户科学选

种、精准施肥、有效防治病虫害、实施精细化

管理，从而提升他们的种植技术和科技意

识。尤其在修剪季节，他组织周边农户到企

业桃园实地观摩，进行手把手指导与实操训

练，累计培养技术能手50人次，为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储备了坚实的科技力量。

在肖国中服务的两年多时间里，除了

提供技术上的指导，他还积极协助新邵县

中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申报国家、省、市

级科技创新项目。其中，“黄桃高效栽培

与初加工技术的研究与示范”项目成功获

得湖南省科技厅立项。这些项目的申报

与落地，成为构建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

带动村民增收、提升县域经济实力和推动

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

“三区”科技人才是我国缩小区域差

距、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纽带。据

悉，目前共有 132 名省级“三区”科技人才

在邵开展服务。他们深入基层一线，直面

农业生产痛点、精准破解技术瓶颈，将前

沿科技与地方实践深度融合，生动践行着

“让技术长在泥土里”“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的理念，为区域协调发展书写着新时

代的答卷。

省“三区”科技人才特派员肖国中扎根新邵桃园，产学研融合赋能富农产业

脚下沾泥巴，心中怀科技，育得“黄金”满枝丫
邵阳日报记者 黄云

肖国中在黄桃基地开展技术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