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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新经济”打造新消费闭环 “三次元社区”引领新生活方式

小红书：线上“种草”线下“拔草”
    在这次疫情中，定位“生活方式

社区”的小红书，践行着“线上种草、
线下拔草”的新消费闭环模式。

4月 8日，华为 P40系列手机
举办新品发布会，在疫情影响下第

一次全程通过纯线上直播的方式
进行，小红书成为华为的合作伙伴

之一。不同于其他平台的直播，华

为与小红书深度合作，不仅通过华
为企业号进行发布会直播，小红书

科技官方账号“数码薯”还邀请小

红书科技博主蔡汶川，在另一个直
播间直接以科技达人的视角同步

解读发布会内容并与用户互动。
华为之所以看重小红书，很大

程度上是因为小红书“线上种草、
线下拔草”的新消费闭环模式。通

过“线上分享”消费体验，引发“社

区互动”，并推动其他用户“线下消
费”，反过来又推动更多“线上分

享”，最终形成一个正循环———这

就是小红书正在做的事情。这家总
部位于上海的互联网企业，员工

2000 多人，用户数却已突破 1 个
亿，其中 70%用户是 90后，并持续

快速增长。

小红书精准有效地打通了线上
线下的消费循环，所释放出的“在线

新经济”潜力不容小觑。小红书联合
创始人瞿芳更喜欢把小红书生活方

式社区称为“三次元社区”，“小红书

用户发布的内容都来自于真实生
活，用户在平台上不论是找到了适

合自己的口红，还是发现了想去的
景点或餐厅，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才

能完成，这种新模式也帮助小红书
成为爆款和品牌的孵化器。”

瞿芳表示，“小红书是一家创
立于上海的公司，也是一家只能诞

生在上海的公司。”因为小红书的

定位是生活方式社区，而上海就是

中国生活方式最多元、创新意识最
强烈的城市，也是中国正在发生的

新消费浪潮的策源地。小红书希望
创造一个新的场景，让品牌和消费

者在这里建立起有温度的关系，像
上海一样，做中国“新消费”浪潮的

驱动力。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全文见新民网 www.xinmin.cn

今日《人民日报》头版聚焦上海———

“一网通办”迈向“一网好办”

危中寻机 化危为机

    疫情期间，上海“一网通办”于 3

月 9日上线 13个 “零跑动”“零材料”

提交事项， 包括新版社保卡申请及开

通、 个人住房公积金查询等与群众生
活紧密相关的服务事宜， 为市民居家

抗疫和办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找政府办事，像网购一样便利”，

这是上海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追求
的目标。 把用户满意度作为改革成效

的重要标准，不断优化和再造业务流
程，“一网通办”正不断向“一网好办”

提升。

    越来越多的

创客正投身上海

的乡村振兴，疫
情中他们想方设

法带领周边的农
民共克时艰。位

于浦东新场镇祝
桥村的新场彩豆

画工坊，选用各

种色彩的天然豆
子作画，很受市

场欢迎。创客们
通过“文创新场”

微信公众号推出
了“创艺不停学”

“居家悦生活”板
块，推出了“彩豆画”线

上课程，丰富“宅家”生
活。
图为彩豆画工坊运

用不同豆子的色差，活
灵活现地描绘出新场古

镇的经典地标

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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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不是
摘口罩的时候

钟南山关于疫情
12个最新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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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前，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

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在中华艺
术宫邂逅了自己的“肖像”。两位

“张文宏”在《召唤———上海市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美术、摄影主题展》

上同框，成为经典一瞬。
当日在参观之前，就有热心人

“传话”，展出作品里头有一张大的

张文宏肖像。在数十位拥趸的热情
“引路”下，张文宏医生被“推”到了

这张色粉画《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
旁，遇到了正在做导赏的上海画家

吴正恭。画作的主人公张文宏仿佛
和自己打了照面：肖像中的自己穿

着白大褂、戴着口罩，二八分头，挂
着黑眼圈，眼神略疲惫但是坚定，正

向人们传递着抗击疫情的信心。
张文宏和画家吴正恭开个玩

笑：“侬画得比我本人的样子好。我
一开始认不出来，这帅哥是谁啦？”

现场参观者们被逗得大笑。而将这

位上海的“抗疫英雄”入画的吴正

恭，他的构思和立意也赢得了喝
彩，有观众在旁边说，这个画让人

感到亲切，好像听到“张爸”正要说
出一连串的“金句”。

画家吴正恭此前与张文宏医生
素不相识，出现在媒体上的张文宏

凭借专业水平、敬业精神和人格魅

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非常钦佩，
这是想到要给张文宏画像的初衷。

当疫情袭来时，市美协、市教委号召
美术工作者用擅长的方式参与这场

战“疫”，吴正恭深感自己责无旁贷。
画家介绍，这幅肖像画高 59

厘米、宽 47厘米，画面原型来自张
文宏出现在媒体上的一张照

片———1月 2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张文宏医生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

出现在镜头前，指导民众在疫情期
间如何自我防控；由于这段视频像

素不高，画家又借鉴了另一张新闻

照片，更精确传神地刻画他的面部

特征。张文宏胸前的白大褂上，除
了华山医院的标志和张文宏名字

外，中国共产党党徽以及中国红十
字会标志格外引人注目，这些细节

被精确地提炼到了画作中。吴正恭
最擅长的是古典风格的写实油画，

但创作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为

传递同心战疫的迫切激情，他选择
了相对快速的色粉画进行创作。

现场的围观群众用掌声再一次
向张文宏医生致敬。张文宏谦恭地

表示：“感谢艺术家为我们医护人员
画像，画中人看起来比我更智慧和

坚毅。在这场抗疫之战中，并不只有
医护团队，还有很多英雄，包括清洁

工、外卖小哥等，他们都是这场战斗
的参与者。”画家吴正恭宣布，在展

览后将会把这张画赠予张文宏医
生，表达对医护工作者辛勤付出的

敬意。 本报记者 乐梦融

色粉 47cm×59cm

吴正恭 作

张文宏遇见“张文宏”的幕后

《华山医院张文宏医生》

● 现在还不是摘口罩的时候

● 武汉过关了，但还有下一关
● 境外输入造成中国疫情二次暴发

可能性小
● 谈全球疫情拐点为时尚早

● 中国无症状感染者比例不会很大
● 复阳患者大多不传染

● 新冠肺炎流感化尚无充足证据

● 动物间传播现在下结论太早
● 还没有特效药，但发现一些有效药

● 疫苗不会很快上市
● 群体免疫是最消极的做法

● 中国抗疫最值得分享的经验是执
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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