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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3·15晚会上被曝光使用隔夜柠檬片的

蜜雪冰城，第二天全国门店却迎来爆单潮，

上演了“翻车却翻红”的奇观。

昨天，此事又有了延续——“蜜雪冰城

改为24小时营业”上了热搜。有人将此视

为成功的借势营销，因为蜜雪冰城被央视曝

光后，大量网友曾以调侃口吻为其开脱：“它

但凡24小时营业，那就没有隔夜的鲜果片，

只有熬夜的柠檬水。”

同样是在3·15翻车，为何翻新卫生

巾、增重虾仁、发霉纸尿裤等被愤怒声讨，

蜜雪冰城却被选择性宽容？正如有网友

点评：“跟真正的蟑螂臭虫比起来，它还算

眉清目秀。”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对风险感知的差

异：当商品质量与生存安全直接挂钩时，愤

怒是本能；而当问题仅停留在体验层面，尤

其是柠檬水仅4元一杯，消费者很容易默认

其与高价饮品处于不同的“卫生坐标系”，再

加上隔夜柠檬片本身并未被证明存在毒性，

不少消费者通过“如果自己切柠檬也会隔

夜”的共情，完成了对企业的道德赦免。

除此之外，“隔夜柠檬”也触动了都市打

工人另一重共情神经——社交媒体上“谁没

吃过隔夜外卖”的感叹，当加班文化迫使打

工人接受隔夜餐食时，对一杯隔夜柠檬水的

宽容，何尝不是对自身处境的自我解嘲。

蜜雪冰城能在危机中实现“舆情反转”，

还得益于其长期积累的“信任储蓄”：从河南

水灾时的捐款驰援，再到招股书中披露的助

农采购，都在公众中构筑起“亲民”“爱国”的

道德光环。当危机来临时，这些“储蓄”便转

化为信用的缓冲地带。

此次蜜雪冰城宣布“24小时营业”，回应

了网友“让柠檬片不过夜”的戏谑建议，堪称

危机公关的行为艺术。但仔细思考，此举实

则暴露了中国消费企业危机应对的共性问

题：善于用战术化解舆论危机，却疏于构建

预防性的制度防火墙。网友的选择性宽容

背后，其实潜藏着巨大风险，若企业将“低价

豁免”“信任储蓄”视为护身符，产品质量和

食品安全的下滑将不可避免，终将陷入下一

次不被原谅的危机。

必须认识到的是，蜜雪冰城在“比烂逻

辑”下的相对优势，某种程度上是消费者对

监管无力的变相抗议——当那些关乎民生

根本的商品质量问题悬而未决时，对“隔夜

柠檬”的敲打，极易被解读为“选择性监

督”。事实上，3·15晚会本身也常因此陷入

舆论旋涡，尽管其曝光力度逐年加强，但“晚

会后突击查处”的模式暴露出日常监管的惰

性：为何问题非要等到3·15才被曝光？当

地监管部门此前是否失职？

要打破这种矛盾状态，一个老生常谈的

话题不得不谈：在晚会之外，还需构建起更

加立体的维权生态，让监管从“晚会驱动”转

向“日常治理”。

蜜雪冰城不能迷失于选择性宽容
潘高峰

新民眼

黄色小花
150年前在松江被发现
上海毛茛是一种春季会开小黄花的植

物，一般作为伴生草本长在花境中，很容易
被当作杂草清除，也较容易与猫爪草混淆。
这些“黄色小精灵”喜欢长在水边、湿地，植
株低矮铺散，花朵直径仅1—2cm。

1875年，法国学者H.dePoli首次在松
江凤凰山采得这种植物，《中国植物志》
（FloraofChina）将其记载为上海特有物种，
并命名为上海毛茛。根据《华东维管植物模
式标本汇编》（1701—2020）记载，上海毛茛是
模式标本采自上海的102种植物之一。何为
“模式标本”？上海辰山植物标本馆馆长葛斌
杰解释道，在分类学者发表物种新名称时，需
指定某一份标本作为这个物种的凭证，这就
是模式标本。“它相当于一种标尺，好比国际
千克原器，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他说。

失踪已久
上海滩30多年未见“黄精灵”
自从1875年首次被采集到之后，上海

毛茛在本市的“现身”非常罕见。中国数字

标本馆CVH的检索结果显示，最近一次在
上海记录到是在1991年2月，由上海自然博
物馆翁若芬采自徐汇区宜山路。再往前追
溯，本市分别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三十
年代采集到上海毛茛，其平均三十年才被采
到一次，可谓非常珍贵。“采集记录较少，一
方面是因为上海毛茛植株矮小，不太容易被
发现，另一方面可能也和早春的采集活动较
少有关。”葛斌杰表示。
那么这一次，上海毛茛又是如何被发现

的呢？葛斌杰表示，3月11日，上海辰山植物
标本馆馆员李晓晨和陈彬在参与环城绿带
维管植物多样性调查过程中，在闵行体育公
园某处意外地发现了一丛毛茛属植物。“因
为上海毛茛和猫爪草长得很像，当时我们无
法确定，便采集了少量标本带回了实验室。
第二天经过解剖、鉴定，又与国内的毛茛属
专家沟通交流，最终确定这丛开着小黄花的
植物就是上海毛茛。”他回忆道。

守护行动
给城市“原住民”一个家
这次意外发现，令科研团队非常欣喜。

葛斌杰表示，最近几十年来，因城市用地建设

开发、人口增长、外来植物不断占据本土植物
的生态位等原因，上海本土植物种群逐步萎
缩，种类已呈现下降趋势。而这一“原住民”
的再次出现，说明只要用心观察，本土植物仍
然可以被发现，这也给了科研工作者们信心。

记者获悉，此次针对环城生态公园的植
物多样性调查始于今年。团队结合“环上公
园”的建成时间、区域位置、公园类型和大小
等要素，与上海市公共绿地建设事务中心一
同选择了22个“环上公园”进行调查，闵行
体育公园是首个调查的公园。
“第一个调查的公园就给了我们惊喜。

因为这种植物不可能是建公园时人为种植
的，说明在环城生态公园带的建设发展过程
中，保留了一定的原生生境、本土物种和乡
间野趣。虽然上海毛茛并非珍稀濒危植物，
但因为是仅有的两种有‘上海’两字的有花
植物之一，蕴含着上海人的情感与乡愁情
结。”葛斌杰认为。

目前，部分上海毛茛已经由辰山植物
园采取了保育措施。今后若能扩繁成功，可
以寻找合适的生境让这些“原住民”回归户
外，再一次成为市民看得见的“植物邻居”。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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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鼓楼起身，村民们纷纷簇拥过来，热烈

鼓掌，高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高兴地回
应说，侗族人民朴实、勤劳、有文化、有智慧，
希望大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把乡村振兴
搞得更好，祝愿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离
开侗寨时，侗族群众深情地唱起《侗歌声声唱
给党》，表达对总书记的热爱和依依不舍。
习近平频频挥手，同乡亲们道别。

18日上午，习近平听取贵州省委和省政
府工作汇报，对贵州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
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

化的必然要求。贵州要下定决心、勇于探索，
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根基，强化创新驱动，统筹
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强做优数字经济、新
能源等产业。要保持定力和耐心，科学决策，
精准施策，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实现质
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保护好生态
环境，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习近平强调，一个地方的发展活力同营

商环境密切相关。贵州要积极融入全国统一
大市场建设，坚决破除地方保护、市场分割、
“内卷式”竞争，为全社会创业创新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优化营商环境要
一手抓改革，打通制约高质量发展的堵点卡
点；一手抓干部教育管理，引导干部增强大局
意识、服务意识、诚信意识、廉洁意识。开放
也是重要的营商环境。贵州要用好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机遇，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主动融入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
习近平指出，贵州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扎

实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
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要立足县域产
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
链。要因地制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培育具有持久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主导产
业。要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在产业发展中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对农村低收入人口要建立
统一监测、分类帮扶机制，把民生底线兜牢。
习近平强调，贵州历史底蕴深厚，红色文

化丰富，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要利用这一优
势，增强文化自信、化风育人，助推经济社会
发展。对民族特色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
化名村名镇，对革命战争时期留下的红色旧
址，要加强系统性保护。要坚持移风易俗，积

极培育文明新风。要深化文旅体融合，丰富
旅游业态，打造“多彩贵州”文旅新品牌。

习近平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毫不
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党中央
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学习教育，这是今年党建工作的重点任务。
各级党组织要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党员、干部
增强定力、养成习惯，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
干事创业。要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正
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在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
和条件上常抓不懈。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
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
蔡奇陪同考察。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
同志陪同考察。

“失踪”的上海小黄花回家啦！
它是全球仅有的两种以“上海”命名的有花植物之一

“上海毛茛（g?n）”重现申
城！记者昨天获悉，辰山植物园
科研团队在进行环城绿带植物多
样性调查时，意外地在闵行体育
公园发现了这种消失已久的“原
住民”植物。这也是全球仅有的
两种以“上海”命名的有花植物之
一，另一种是目前已在辰山植物
园进行保育的“上海薹（t?i）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