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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熊丙奇

好的高考作文题
应有更大思辨与表达空间 刚刚进入 7 月 ， 中国股市就

突然大涨 ，引得股民奔走相告 ：牛
市来了 ！ 或者加个问号 ： 牛市来
了 ？！

中国股市 “望牛 ”可谓望眼欲
穿 。 如果将沪深交易所 1990 年末
的 成 立 作 为 中 国 股 市 的 正 式 开
端 ，那么 ，将近 30 年的时间里 ，真
正称得上牛市的大行情也就四五
次 ，总时长大约超过十年 ，牛熊时
间之比大概 1:2，常被诟病 “牛短
熊长 ”。 正因为这样 ，一旦有 “牛
市来了 ”的迹象 ，都会让股民莫名
兴奋激动 。

7 月 1 日以来 ， 中国股市的
确有 “牛市来了 ”的迹象 ，主要是
成交量猛增 ， 中国股市再次迎来
日 成 交 超 1 万 亿 元 人 民 币 的 盛
况 ：9073、10801、11716、15661 和
17398。 这是 7 月 1 日以来至 7 月
7 日共 5 个交易日沪深两市的日

成交总量 ，单位为 “亿元 ”。 表面
看起来这些数字挺枯燥 ， 但它量
化了 “人气 ”的跳级而上 ，没有人
气 ，便没有牛市可言 。

6 月 30 日前 ，两市比较大的
一天总交易量也不过刚超过 7000
亿 元 ，6 月 30 日 为 7467 亿 元 ，7
月 1 日 后 的 每 日 环 比 则 日 日 跳
级 ：21% 、19% 、8.5% 、33.7% 和
11%，本周的两个交易日更是 “撑
杆跳 ”状态 。 拿昨天和 6 月 30 日
相比 ， 增幅达到 133% ， 增加了
1.33 倍 。

回顾此前中国股市曾经的日
成交超万亿元的日子 ， 有过三个
时段 。 第一个时段是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的 6 月 ，它造就了那
个阶段的所谓 “杠杆牛 ”；第二个
时 段 是 2019 年 的 2 月 下 旬 至 4
月中旬 ，它完成了当年的 “春季行
情 ”；第三个时段是今年 2 月下旬
至 3 月上旬 ， 它成就了疫情下的
一波大反弹 。

上述三个时段 ， 真正可以称

得上牛市的则只有 2014-2015 年
的 “杠杆牛 ”，后两个时段则只是
一个阶段行情 （波段行情 ）的头部
过程而已 ， 人气高涨刚好便利了
主力高位出货 ，行情见顶 。

由此可见 ， 单纯从成交量也
就是人气的激增来看 ， 最近 5 个
交 易 日 是 否 就 意 味 着 牛 市 的 到
来 ，还需要后面一段时间的验证 ，
是真是假尚未可定论 。

不过 ， 如果配合当前市场所
处位置的形势来观察 ， 今年二三
月间的第 三 个 时 段 ， 明 显 高 于
2019 年 春 季 时 的 第 二 个 时 段 ，
而 7 月初的当下这个时段 ，又明
显高于前面的两个时段 ，无论上
证指数还是深成指 ，都已经超越
前 两 个 时 段 的 高 点 ， 市 场 相 比
2019 年 元 旦 前 后 时 的 历 史 性 底
部 ， 呈 现 出 一 浪 高 于 一 浪 的 态
势 ，的确符合长期视野下的牛市
定义 。

以上分析算是股市上的所谓
技术分析 ，它起码说明了一点 ，在

这个 7 月中国股市牛起来了至少
是眼见为实的 ，至于它能走多高 、
走多长 ，就另当别论 。

昨日上证指数收报 3345 点 ，
比 3 月的年内低点 2646 点已经
上涨 26%。 现在已经看到不少乐
观的预测 ， 例如年内上证指数要
上 3800 点 ，也有说这次牛市的历
史任务就是要创历史新高 ， 也就
是要超越 6124 点 。 这两天 ，一篇
由周勇 、周金涛写作发表于 2006
年 7 月 5 日的长江证券研报 《繁
荣的起点并非沸腾的年代 》 被人
翻了出来 ，被誉为 “周期天王 ”的
周金涛居然在 14 年前就精准预
测了 A 股将在 2020 年实现证券
市场大繁荣 。

上述研报有四个核心观点 ：
2020 年代中国或将爆发一波新的
虚拟经济大繁荣 ； 证券市场大繁
荣的出现有一个重要基础 ， 那就
是一国实体经济的大发展 ； 中国
本土出现的新的技术革命或者能
源革命或将是主导下一次证券市

场大繁荣的核心因素 ； 对于一个
新兴市场来说 ， 扩容是培育财富
效应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

对照一下目前的基本面 ，例
如技术革命 、能源革命 ，不是正如
火如荼吗 ？还有一国经济的崛起 ，
别的先不说 ，就是疫情的防控 ，中
国就是世界范围内做得最好的 ，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预期也是最好
的 。再有就是市场扩容 ，随着科创
板 、创业板注册制的实施 ，新三板
精选层的发行 ， 还有上证指数的
改革 ，似乎也一应俱全 。

这么看来 ，2020 年果然是有
危也有机 ， 甚至很可能是一个特
大机会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千万
不要白白浪费一次严重的危机 。

不过 ， 世界股神巴菲特也说
过 ：别人恐 慌 我 贪 婪 ，别 人 贪 婪
我恐慌 。 人气的高涨 ，潜台词不
外乎贪婪者一日多过一日 ，哪里
是极限 ，将是下一个不可回避的
最 大 问 题 ，在 极 限 之 内 ，则理应
尽情舞蹈 。

每日买卖又过万亿，牛市果真来了？

2020 年高考开考 ， 与往年
一样 ， 语文作文题备受舆论关
注。 据报道，2020 年高考语文试
卷作文题共 11 道 ，其中 5 道由
教育部考试中心命制 ，天津 、上
海 、江苏 、浙江等省市各命制 1
道，北京命制 2 道。 试题以材料
作文为主 ，命题把握时代脉搏 ，
紧贴时代精神 ， 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 ， 加强应用写作能力
考查 ， 引导当代青年坚定理想
信念 、厚植家国情怀 、拓宽国际
视野、培养奋斗精神。

自 2013 年高考开始 ， 我国
高考作文命题 ， 就一直坚持出
材料作文题 。 出材料作文题的
用意是 ， 考察学生的思辨能力
与表达能力 。 即考生可以针对
材料自主命题 ， 发表自己的观
点。 评价材料作文命题质量，主
要看给考生多大的思辨空间和
表达空间。

谈及高考作文 ， 不少人认
为 ，作文要和社会 、时代紧密结
合 ，才能引导学生观察社会 、了
解社会。 而其实，从考察思辨能
力和表达能力看 ， 材料作文不
能出成科技题 、时政题 ，考察对
科技 、时政的了解 ，可以通过其
他学科的考试实现 。 好的材料
作文 ， 不是以材料是否结合社
会热点为评价标准 ， 而是要看
材料是否让考生有话可说 ，可
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

以 此 分 析 今 年 的 材 料 作
文 ，有的是和时代 、社会紧密结
合的材料作文 ， 如全国卷Ⅱ在
“世界青年与社会发展论坛 ”演
讲 ，新高考全国卷Ⅰ“疫情中的
距离与联系 ”，都和今年发生的
疫情有关 。 也有不和社会热点
结合的 ，如全国卷Ⅰ “齐桓公 、
管仲和鲍叔三人 ， 你对哪个感
触最深 ？ 请结合你的感受和思
考写一篇发言稿。 ”从给考生思
辨与表达空间看 ， 全国卷Ⅰ也
是不错的材料作文。

值得注意的是 ， 今年的多
篇材料作文 ， 可能与高中正在
开展的生涯规划教育有关 ，结

合学生对自我的认识 、 对人生
发展的看法考察思辨能力 、表
达能力 。 这类考题在大学面试
招生中也经常提及 ， 主要考察
学生的人生价值观 。 如全国卷
Ⅲ “如何为自己画好像 ”；浙江
卷谈对人生坐标与人生发展变
化的看法等等 。 这类作文要写
出彩 ，关键在写出个性理解 ，不
能人云亦云 。 生涯规划教育的
核心就在于发展学生的个性 、
兴趣 ，培养学生的认知能力 、识
别能力。

出材料作文题 ， 主要是为
了克服应试作文弊端 。 但从现
实看 ， 还是有不少学生以 “套
题 ”“宿构 ”的方式 ，去应对材料
作文。 而“押题”思路，是材料作
文旗帜鲜明反对的思路 。 要避
免这一倾向 ， 需要材料作文选
择 给 学 生 更 大 思 辨 空 间 的 材
料。 目前看来，有的材料作文还
存在 “主题先行 ”的问题 ，另外 ，
经过多年的材料作文命题后 ，
有 的 命 题 形 式 和 往 年 也 差 不
多 ，如发表演讲 ，介绍 “中国面
孔”“带你走近———”等。

关于材料作文 ， 网上曾流
传法国的高考作文题 ， 如文科
题目 （三选一），分别为 “有可能
逃脱时间吗 ？ ”“解释一件艺术
品有什么用？ ”“对德国思想家、
哲学家黑格尔的著作 《法哲学
原理 》 的一段节选进行思考并
做出解读 。 ” 理科题目 （三选
一 ），分别为 “文化多元阻碍了
人类团结 ？ ”“承认义务就是放
弃自由吗 ？ ”“对奥地利哲学家
弗洛伊德的著作 《幻象之未来 》
的一段节选进行思考并做出解
读。 ”这些题目就给学生更大的
思辨空间 ， 而且三选一也可让
学生选择自己更擅长表达的题
目。 今年的高考作文，上海卷的
“世上许多重要的转折是在意
想不到时发生的 ， 这是否意味
着 人 对 事 物 发 展 进 程 无 能 为
力”，就有这样的意味。（作者是
教育学者、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

7 月 7 日， 安徽歙县遭遇
特大洪涝灾害，导致 2020 年高
考未能如期开考。 经教育部同
意，歙县考区语文、数学科目将
于 9 日启用备用试卷进行补
考。 而为保障今日的综合、外语
科目考试正常举行， 歙县昨晚
连夜搭起两座通向两处考场的
应急浮桥，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今年全国高考， 不仅受疫
情影响延期一个月举行， 而且
多地还受到极端天气影响。 气
象预报显示， 高考期间超 6 省
区市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比
如 7 日，湖北近 40 万学子在风
雨中赶赴高考考场。 由于各地
事先准备工作比较充分， 极端
天气对高考影响总体有限，受
影响地区仍能正常开考。

但是对歙县高考组织部门
和考生来说， 受持续暴雨影响
和上游洪峰影响， 城区多地积
水严重，7 日上午的高考语文

考试无法进行， 因为截至上午
10 点，该县 2000 多名考生，只
有 500 多名抵达考场。 在大部
分考生及老师无法准时到达考
场的情况下， 今年该县高考语
文考试时间只能延迟。

这种因灾延迟考试时间是
无奈的决策，也是明智的决策，
彰显生命至上。 因为高考固然
很重要， 但广大考生和老师的
生命安全更重要。

事实上，部分地区因灾延迟
高考时间已有先例。 比如 2008
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四川、甘肃
部分地区教学设施损坏严重，不
具备组织考试的基本条件。 所
以，这些地区考生高考推迟到 7
月 3 日至 5 日举行， 全国其他
地方高考则如期举行。

因灾延迟高考可以理解，
生命至上的决策也值得赞赏，
但延迟考试如何确保公平，对
有关部门也是一种考验。 因为
在其他地区完成高考语文考
试， 且试卷及答案已公开情况

下， 歙县延期考试只能单独命
题或使用试卷副卷。

据媒体报道，2006 年福建
建瓯市 4681 名考生因洪涝灾
害影响延期高考， 当时使用的
就是试卷副卷。 考前，不少考生
和家长就担心“不同的考卷”难
度不一， 考后这种担忧变成事
实。 最后，国家考试中心组织命
题专家对两套试题进行科学评
估， 并综合建瓯地区多年平均
分和福建省高考平均分等因
素，进行“考后的分数调整”，成
功化解了考生和家长关于考试
公平的质疑。

此次歙县语文数学考试延
期举行， 应该汲取建瓯市不同
考卷试题难度不一的教训，尽
量让歙县考生与其他地区考生
公平应考， 因为高考公平与否
是公众的最大关切， 也是有关
部门高度重视的问题。 无论单
独命题还是使用备用卷， 试卷
难度须与全国卷Ⅰ相当， 才能
确保歙县高考语文考试公平。

7 月 5 日，在辽宁丹东，一位高三
的男班主任老师豁出去了！ 为了孩子
们穿上了大红的旗袍。 这位老师在黑
板上写下 “预祝我的学生们旗开得
胜”，随后还拿出剪子，让孩子们把旗
袍的分叉剪得更高一些，因为“据说叉
开得越高，考得越好”。 （7 月 8 日中国
新闻网）

近年来， 高考期间家长和老师送
考的方式五花八门， 为博一个好 “彩
头”，很多考生妈妈和女老师，纷纷穿
上中国传统服装旗袍， 寓意旗开得胜
考出好成绩。 今年高考，辽宁这位男老
师也有样学样穿上旗袍送考。

高考对大部分考生来说， 是人生

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面对如此重
要的人生大考， 广大考生或多或少都
有一定的心理压力。 最后一课，男老师
突然一反常态穿旗袍送祝福， 必定会
让同学们哈哈大笑， 在与学生互动开
玩笑的轻松环境下， 男老师比女老师
穿旗袍甚至更有优势， 可以将旗袍的
分叉剪得更高，寓意“考得越好”，孩子
们开怀大笑之际，心理压力当有缓解。
相信这样的最后一课，男老师“疯狂一
把”的暖心举动，和女老师一样送出了
“旗开得胜”的美好祝福，能让孩子们
终生难忘。

辣眼睛的男老师穿旗袍送考，另
类之中透着满满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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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灾延迟的高考考试要确保试题公平
热点快评 □冯海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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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记的蚝油、东古的古劳面豉、广合的腐乳
……在江门五邑地区，分布着不少粤菜调味品“老
字号”。 这些企业大都从一口锅、一口缸的街头小铺
起家，历经百年发展，如今变成生产各类调味品的
大品牌。 记者走访发现，这些企业既保留着传统的
配方或流程， 又使用了先进的工程实验室进行研
发；既保留着招牌产品，又不断丰富产品线，兼
传统与现代之长处，让“百年老店”焕发新生
机。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数据，以这些“老字
号”为支柱的江门调味品行业，其总销
售额最近两年已占全国市场接近 5%，
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从广东味道起家 到南北厨房通吃
兼顾传统与创新，江门老字号调味品企业“老树枝头发新芽”带动行业发展

文 / 图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彭纪宁 马勇 陈强
通讯员 谭耀广 张曼君 王磊

在东古调味公司的其中一个酱
油晒场，记者看到上千个长方形、带
透明顶盖的“屋子”整齐地排列着。
林礼钊告诉记者，这是黄豆的晒池。
“经过发酵后的黄豆灌进晒池里摊
好， 每个晒池只能放 6 吨豆， 不能
放多。黄豆在晒池里晒 90 天到 120
天不等，就能达到标准。 ”

据悉， 这是东古调味公司沿用
了几十年的小晒池晒制工序， 也是
一项比较传统的工序。 据悉， 在小
晒池内日晒， 黄豆能够更加均匀地
接收到阳光， 而且日晒后沉淀物更
薄，做出来的酱油氨基酸指标更高。
记者尝了一下用这种方法制作的东
古一品鲜酱油，相比其他品牌，东古
产品色泽带着些许红润， 而且味道
更甜、更鲜。 林礼钊解释，这是因为
用小晒池日晒， 酱油的氨基酸指标
更高，所以口味更鲜甜。

但小晒池日晒由于要保证质
量，灌入池内的黄豆量受限制，而且
小晒池占地方， 在单位面积内制作
的酱油产量较低。林礼钊透露，东古
调味公司也曾考虑改用其他更便捷
的方式酿制酱油， 但出品没有那么
香， 因此公司董事长任权泮还是坚
持采用小晒池日晒， 宁愿牺牲产量
上的提升，也要保证酱油的质量。

调味品行业，应该是江门众多行
业里面百年老店最多的一个行当。

从 19 世纪末开始 ， 众多江门
“老字号”调味品通过五邑乡亲的走
南闯北带到了世界各地。至今，这些
江门 “味道 ”在海外仍有不少粉丝 。
今年 1 至 5 月 ， 江门海关江门关区
就出口酱油 29329.4 吨 ， 同比上升
0.64%。

火红了一百多年 ，这些江门 “老
字号”仍有旺盛的生命力。根据记者
观察 ， 其奥秘就是把握住 “老 ”与
“新”二字的精髓。

“老 ”字精髓在于老方法 、老味
道。在东古调味公司，至今仍坚持用
日晒的传统方式制作面豉酱和酱
油。 尤其是面豉酱 ，在室外逾 40 摄
氏度的高温下工人仍用手搅拌 。 保

证了产品的原汁原味 。 一百多年过
去了，味道仍然如故，让海外的老华
侨一口就能品尝到来自家乡的那份
熟悉味道。

而“新 ”字则在于坚持创新 。 市
场在变，顾客的口味在变 ，就连一向
固守传统技法的广东厨师 ， 在腌制
食物时也渐渐开始尝试加入属于北
方菜系的料酒等调料。江门的“老字
号”们难能可贵地不墨守成规 ，投入
数百甚至数千万元去建设研发 体
系，在产品线上不断推陈出新 ，让江
门“味道”进入了全国数以亿计的家
庭厨房中。

展望下个百年 ，记者希望 ，江门
的 “老字号 ”们能够继续坚持传统 、
敢于创新，让江门“味道”沉淀更厚、
风味更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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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牺牲产量
也要保证质量

江门“味道”历久弥新
记
者
手
记

位于江门鹤山市的鹤山市
东古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下简称
“东古调味公司 ”）， 其展览厅中
还陈列着“东古酱园”牌匾。 该公
司人士介绍，公司的前身是 1850
年在古劳镇东宁街创办的一家酱
园。 这家酱园卖的古劳面豉、酱
油有口皆碑， 随后几经变迁，发
展成了如今的东古调味公司。

虽然历经百年，但公司做酱
的老手艺并没“丢掉”。在公司的
生产车间楼顶，数百个老酱缸盖
上斗笠整齐地排列，接受盛夏阳
光的炙烤。 掀开斗笠，混合了面
粉的豆豉装满酱缸，工人们戴上
手套，适时地翻动原料。 经过混
合、发酵、晒制等多道工序，传统
的东古古劳面豉酱才制作完成。
公司副总经理林礼钊说：“我们
的面豉酱仍然坚持传统的日光
晒制方法，所以这么多年来产品
还是老味道。 ”

而在距离生产车间不足百
米的工程实验室内，研发人员正
操作着气质联用仪，检测产品样
本的农药残留指标。 公司实验室
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套设备是
东古调味公司耗资近 70 万元从
美国引进的，“没有这套设备之
前，我们每年采两次样给第三方
做检测。 有了这套设备，我们可
以更频繁地抽样检测，产品的质
量更有保证”。据悉，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 该公司已经设立研发

中心，专门研究新产品、改良旧
产品和优化制作工艺。 林礼钊
说，最近几年公司投入了 300 多
万元打造新的工程中心和实验
室，设置了气质联用仪室、液相
色谱室、原子吸收仪室、无机前
处理室等，还和华南理工大学联
合开展产学研项目，招聘研究生
团队进行薄盐酱料等方面的课
题研究。

传统的做酱手法与现代的
研究手段并存于一家调味品公
司内，其鲜明对比已令记者印象
深刻。 更令记者惊喜的是，东古
调味公司目前拥有数十项专利，
早在 2017 年已成为江门市高新
技术企业。林礼钊告诉记者：“将
来公司会申请更高级别的高新
技术企业。 ”

不少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江
门调味品企业在保留了不少传
统手艺的同时，也注重提高科技
研发水平，“调味品制作已经从
以往的经验为王进入了科学研
发阶段， 以前讲究的是用舌头
尝、用经验判断，现在讲究的是
用数据来做判断，不少‘老字号’
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展了产品、工
艺的技术研发工作”。 记者了解
到，江门不少调味品企业在发酵
技术、生产工艺、外包装设计等
方面都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这
也成为“百年老店”闯荡现代商
场的“秘密武器”。

老酱缸有老味道 研究室做新课题

在东古调味公司的展示厅
内，记者除了看到面豉、生抽、
老抽等产品外， 还发现了蚝
油、鸡粉、黄豆酱、陈醋、番茄
酱、辣椒酱等各式调料。“厨房
里能用到的调味料，我们东古
现在基本都有生产！ ”林礼钊
说，东古调味公司目前拥有七
大类过百款调味品产品，行销
全国各地，而且每年还会推出
2 到 3 款新品，“有的是全新研
发的产品，有的则是从传统产
品上加以调整”。 如最近几年
推出的薄盐酱油，就是在传统
酱油的基础上迎合年轻群体
的健康饮食需求，在保持原有
鲜味的基础上降低盐度，使口

味变得清淡。
记者了解到， 包括东古、

李锦记、广合等企业都是粤菜
调味品“老字号”，其招牌产品
此前多适用于粤菜烹调，比如
李锦记的蚝油， 东古的面豉、
生抽、头抽，广合的腐乳等，都
是广东厨师的“老友记”。 但
林礼钊说， 全国调味品市场
包 含 着 非 常 庞 大 的 产 品 类
别，其中以酱油销售额最大，
其他如调味汁、调味粉、调味
酱、醋、料酒等这几年的销售
额度也逐年上升 。 而且随着
各地餐饮业交流、融合，厨师
之间的调料使用也会相互借
鉴，“像北方的厨师现在都习

惯用蚝油 ， 而南方的厨师也
开始使用料酒”。 在这种市场
变化和口味变化背景下，进
一步丰富调味品生产线 ，迎
合 不 同 市 场 需 求 和 口 味 需
求，才能让企业在激烈的竞争
中生存下来。

记者了解到， 目前江门的
“老字号”调味品生产企业，其
产品种类从数十种到两百种
不等，涵盖了酱料、调味粉、调
味汁等不同类别，业内人士形
容，江门出产的调味品不仅可
以进入南方的厨房，也可以进
入北方的厨房，“普通家庭使
用的调味品，在江门基本都有
生产！ ”

B 粤菜的“老友记” 走进北方家庭

江门一调味品企业的酱油生产线

东古调味公司工人顶着烈日搅拌面豉酱原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