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硬刚叔” 李一能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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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新闻

人生有三分之一时间都在研究蘑菇
拍下的纪录片今年登上了业内春晚

年过六旬 为菌痴狂

最近有条新闻很火：海南海口一

位网友抱怨自己的母亲加入了一个

  元桂林 日3晚旅行团，他一听就不

靠谱，所以坚决反对，但惊动了警方都

未能劝说成功，老太太以和儿子断绝

关系为威胁最终还是成功入团，这位

网友则选择“硬刚”到底，一路举报投

诉，因此被网友们称为“硬刚叔”。

以低价吸引老年人入团，然后

一路推销“买买买”，这样的情况其

实并不稀奇，只是这家旅行社实在

做得太过分，加上遇到一位“硬刚

叔”，才闹成了热搜。旅行团暗藏

套路，消费者苦之久矣，别说低价

团体验不好，高价团也好不到哪里

去，本人对此就深有体会。

因为害怕被套路，所以之前几

次，我报团只挑贵的，就是所谓“纯

玩团”，后来发现还是成了“大冤

种”。首先是价钱，不是大家都贵，

而是只有我们贵，在多付了两三倍

的钱后，所得到的服务提升却可以

忽略不计，这就是“大数据杀熟”。

最后，还是没能逃过购物，团里几

个“  后”小朋友为此当场翻脸，坚

决不配合，连店门都不肯进，导游

很是尴尬，让我带头当个表率。差

点被气笑了，说好的“纯玩团”呢？

因为几次报团的体验都不理

想，现在我基本上已经彻底放弃旅

行团模式，改为租车自驾游。回头

想想，可能还是我的问题，是我脸

皮太薄，如果也当“硬刚叔”，遇到

不合理的地方就大声说不，就像那

些“  后”小朋友一样，是不是结果

会好一点？就是不买又能如何？

基本也不会怎么样，就是导游的脸

色不会很好看。

最新消息是，海南有关部门已

经吊销涉事旅行社的许可证。看来

要改变旅游市场存在多年的顽疾乱

象，真的需要多一些“硬刚叔”。

如何安排暑假孩子生活

是很多双职工家庭的烦恼。

去年普陀区在上海首创爱心

暑托班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子

女专班，缓解了不少家庭难

题。今年专班升级，范围从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拓展到建

筑工人、物业从业者、环卫工

人等群体，共开设6周，招生

60多人，课程内容包含音

乐、绘画、剪纸、捏面人、素质

拓展等。图为暑托班的孩子

们在学习手势舞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最近，火焰山的“祛湿

之旅”火了！不少网友在

社交平台现身说法“安利”

火焰山，称祛湿效果显著，

表示去了火焰山不长痘

了、黑头没了、不痛经了，

就连肚子都变小了。对此

专家表示，这种方式治标

不治本，当游客结束短暂

的新疆旅游，回到南方时，

湿气带来的致病因素仍然

存在。那市民朋友日常还

有哪些更科学的“祛湿”方

法呢？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龙华医院特需科副主任医

师徐佳介绍，清代赵学敏

的《本草纲目拾遗》中提到

“太阳火除湿止寒僻，舒经

络，痼冷，以体曝之，则血

和而病去”。中医认为，湿

为阴邪，易伤阳气。背部

有多条经脉循行，尤其是

督脉和足太阳膀胱经，是

阳气的主要通道。利用阳

光照射背部，补充人体的

阳气，促进气血流通。尤

其在春夏，体温的升高更

有助于排出体内湿气，通

过汗液的形式净化身体。

需要注意的是，晒背的频

率要根据个人的体质和反

应来调整。阳虚、寒湿较

重的人每天10—20分钟

即可；体质偏热、容易上火

的人每次5—10分钟，每

周2—3次即可。晒背过

程中要注意观察身体反应，如出现

头晕等不适症状，应及时停止并就

医。避免强烈的阳光直射，佩戴太

阳镜保护眼睛；晒后及时

补充水分，保持皮肤健康。

三伏季湿热熏蒸，人

们常常感觉闷热难耐。古

时，民间还有“饮伏茶”的

习俗，在乡间凉亭免费供

应路人。这种茶由中草药

熬煮而成，清热祛湿。日

常我们也可以选择金银

花、菊花、荷叶、夏枯草等

中药，用养生壶简单泡

煮。这类茶饮口感清香，

帮助清除体内湿热，预防

夏季常见的消化道疾病。

针对亚健康人群以及

秋冬时令好发的疾病，以

阳气虚损为主要病机的疾

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哮

喘、慢性心功能不全、冠心

病、中风后遗症等，应用冬

病夏治及夏季膏方补泻兼

施、治病防变，调整人体气

血阴阳，达到扶正祛邪、疗

疾延衰的目的。

日前，“中华中医药

学会膏方分会2024年学

术年会暨第十六届全国

中医膏方交流大会”在沪

举办。中华中医药学会

膏方分会主任委员陈昕

琳介绍，夏季膏方，也作

清补膏方，是指适合在夏

季服用的膏方，主要特点

是清补和防病，侧重于健

脾，药物通常更为轻盈，

以健脾利湿清热的中药

为主，有助于应对夏季人

体常出现的脾虚湿重、消化吸收

能力减退的问题。

本报记者 郜阳

爱心暑托班
快乐不简单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

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前些日子，梅雨不断，一个长出白色
蘑菇的苹果火了，“求菌若渴”的科研人员
闻讯千里求购，引来不少网友“围观”。

65岁的范凡（见图）也是一个蘑菇研
究者，“我的人生有三分之一时间都在研
究蘑菇”。不过，她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蘑
菇。今年2月，她创作编导的《蘑菇的荣
耀》亮相2024年中国食用菌行业首届春节
联欢晚会，成为中国食用菌行业新春佳节
的一份“大餐”。台前幕后，少不了范凡独
有的蘑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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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上海
“我是个不安分的人，否则这一

生不会如此‘滑稽’。”忆起千回百转

的过往，范凡有些感慨。她来自河

南，就读于一所师范学校的数学专

业，1980年毕业后当了数学老师。

第一次来到上海，是 1983

年。小时候，范凡的母亲总让同事

从上海给她买各种各样的新奇玩

意儿——花布、油布雨伞、香皂、丁

字皮鞋、瘦腿裤等，“那时，我便对

上海充满好奇与向往。”第一次踏

足上海，独属于大都市的气息扑面

而来——南京路人流熙攘、尽显繁

华，刨冰、生煎等小吃花样繁多，商

铺里的各式花布色彩鲜艳，街上的

人们穿着时尚、打扮精致。虽然一

句上海话都听不懂，但范凡想的却

是：“我应该在这里生活。”

在那个热气腾腾的年代，范凡

先是办起了私立幼儿园，又开了童

装店、服装厂，和朋友合伙出国试水

外贸业务。不幸的是，一次意外的

变故，让她几乎一无所有。

1998年，时光的年轮已转过

几圈。似是命运使然，范凡回国

的第一站选择了她曾无限向往的

上海。

嗅到商机
初来乍到，一切都要重新开

始。范凡并不害怕，她在笔记本上

写下了一句话：“太阳还会重新升

起。”她先去上海交大进修英语和刚

刚兴起的电脑应用课程，为此，在附

近裁缝铺租了一间月租300元的阁

楼，破旧的沙发看得见棉花和弹

簧。范凡将床单撕成几片，盖住沙

发，买了条被子，就有了一个简陋的

“床”。为了省钱，她精打细算，每天

只花5元，“那时候，我年龄、学历都

不占优势，家里还有个儿子要养，做

家政、家教都想过。”

几年时间，范凡憋着一股劲儿，

先是在一家金融公司做市场调研，

又服务了两家投资机构。在一场工

作宴席上，范凡第一次吃到了松

茸。“松茸是一种名贵的野生蘑菇，

在日本很受欢迎，出口量逐年攀

升。”一句简单的介绍，让范凡嗅到

了商机：“日本吃饭那么讲究，松茸

肯定大有来历。”

不安分的心再次蠢蠢欲动，范

凡辞去了待遇还不错的工作，一头

扎进云南买货，再到上海卖货。一

开始，她去批发市场摆摊，走了一段

弯路，却也摸索出了合适的定位：

“高贵的蘑菇，应该卖到高端的地

方。”于是，范凡开了一家公司，一斤

一斤卖野生蘑菇。她通过举办各种

创意科普活动，让松茸、松露等高端

“菌子”作为中国特色食品登上“奥

运会”“世博会”等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大型宴会现场，并在北京、上海的

高端酒店、连锁店推广，日益提升公

司影响力。

逐梦未来
20多年深耕蘑菇行业，范凡成

了蘑菇专家，还当上了上海市农业

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的客座研究

员。在世界食用菌生物学与产品学

会上，她以“松茸的产业文化”为题

发表演讲，收获了众多好评。同时，

她看到了野生蘑菇之外，人工蘑菇

的巨大发展前景。

自此，范凡的研究领域再次拓

展，开始关注蘑菇产业文化。如何

讲好蘑菇的故事？“不如搬上舞台、

拍成电影，让更多人看到。”她有了

新的想法。

范凡从小就颇具艺术天赋，酷

爱音乐、声乐、舞蹈、戏剧和各种

乐器。一颗为“菌”痴狂的心让她

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把自己的

家变成了一个私人创作空间，“我

每天看书、写剧本，还跑到村子里

和农民同吃同住，亲身体验菇农

的人生。”

2023年，凝结着范凡心血的6

集纪录片《蘑菇的荣耀》问世，从香

菇、灵芝、金针菇、白蘑菇到银耳、黑

木耳，带领观众从一朵朵小蘑菇展

望中国食用菌产业的快速发展，了

解几代科学家、实业家和广大菇农

的人生经历和艰苦奋斗的岁月。今

年，由《蘑菇的荣耀》剧组精心创作

录制的节目还登上了“蘑菇春晚”，

将蘑菇人、蘑菇村与蘑菇工厂的故

事娓娓道来。

范凡没有停下脚步。最近，她

正在研究如何运用新媒体手段讲述

蘑菇的故事与文化。为此，她经常

沉浸在书堆里，常常一看就是几小

时，甚至连吃饭时都在构思着主题。

“古今中外的美食家都视蘑菇

为珍馐美馔，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物。蘑菇，虽

然微小，却蕴含着无穷的生命力。”

来到上海，范凡找到了热爱；从蘑菇

中，她看到了新的世界。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