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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线上业务
增长翻倍

“疫情期间待在家里，我思
考了很多，最大的感受是老字
号的创新迫在眉睫。”韩楚怡回
忆，今年2月初，由于长乐饼家
属于群众基本生活保障行业之
一，疫情期间仍可照常营业，但
疫情过后，韩楚怡明显感觉到
消费模式在变化。“以前长乐饼
家主要做社区生意，依托我们
三十多家直营门店，专注周边
一公里内的老顾客。疫情期
间，我们能明显感觉到社区客
户越来越多转向线上消费，这
种不出门的消费习惯一旦形成
很难改变，所以在三四月份，我
和父母商量，决定要加快推进
线上渠道的搭建。”

事实上，自 2016年接手生
日蛋糕和月饼业务以来，韩楚
怡就积极带领长乐“触网”，初
步建起了线上门店，并联合支
付宝口碑在重要节庆进行线上
推广。不过，在韩楚怡看来，这
些创新“还远远不够”。“以前，
我们并没有把重心放在线上渠
道，重点还是门店零售，疫情让
我们发现一定要多条腿走路，
要把更多精力放在建设线上渠
道。”

过去这大半年，韩楚怡的
“触网”计划效果明显，不仅在
美团、口碑等平台上开通了长
乐的在线门店，还和一家互联
网公司合作建立起长乐自己的
商城小程序，“未来希望能积累
自己的用户流量，不用依赖大
平台”。不过，韩楚怡认为“这
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关键还
在线上用户的积累。

如何让新客户熟悉长乐
饼家、让老客户习惯在线消
费，韩楚怡费了不少心思：“疫
情让行业竞争更加激烈了，同
行都在变着花样搞促销，我们
也策划了一系列营销活动来
为线上商城导流，想方设法增

加用户黏性。”
尽管长乐的转型还在起步

阶段，但效果已经立竿见影。
“今年我们拓展了线上渠道，整
体销售额和去年基本持平，而
单看线上板块，增长已经超过
100%。”韩楚怡说。

做出成绩父母才
会放心

2016 年，韩楚怡以生日蛋
糕业务为“叩门砖”正式进入长
乐工作。作为这家老字号饼屋
的第三代，既要给老字号带去
新鲜血液，又要考虑品牌延续
性，韩楚怡一直面临着协调传
统和创新的挑战。不过，经过
四年多的历练，韩楚怡感到越
来越从容：“过去三年，我有时
会处于迷茫状态，我想改变，也
知道必须求新求变，但不知道
该怎样去改变。而今年，我承
担的工作更加多元，从生产销
售和门店管理，思考更多了，创
新方向也更加清晰。”

“创新就要多条腿走路”，
韩楚怡在采访中多次谈到，长
乐的“多条腿”不仅指的是从线
下到线上的延伸，还有业务线
条的拓展和管理模式的优化。
比如，传统线下门店仍在扩张，
今年新开了四家门店，还升级

了门店管理系统，扩容至可管
理 50 家门店。而在父亲主要
掌管的长乐食品加工厂，今年
建起了新厂房，生产线升级扩
容，还开发了一些企业客户，开
始承接烘焙食品的OEM订单。

“未来我们还有一个重点
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员工培
训。”韩楚怡对记者分析，随着
就业环境越来越多元化，现在
企业招到合适的员工也不容
易，尤其是服务行业，“有的年
轻人更倾向于做电商直播或者
快递外卖，也不愿意来门店工
作，年轻员工在找工作时也更
看重技能培养和发展前景”。
因此，韩楚怡把员工培训当成
未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不仅
要通过企业培训和团建活动加
强员工凝聚力，更要通过在职
培训让员工有所收获。

父亲主抓工厂生产，母亲
主抓公司财务，韩楚怡主抓门
店管理和对外拓展，一家人各
有分工但方向一致，两代人的
传承在磨合中渐入佳境。韩楚
怡说：“和父辈的观点碰撞肯定
会有，毕竟两代人思维方式不
一样。而只有当你做出成绩
了，父母才会越来越放心，越来
越敢放手。今年往线上的改革
成果比较明显，父母对改革比
较认可，也愿意放手。”

11 月开始，大盘已进入上升
通道，12 月 2 日突破过去几个月
振荡区间上缘 3458 点，周线红三
兵预示为后市打开快速上升通
道，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恐高心理。

行情至此，各项利多指示俱
备，只等牛市爆发。过去五年的
大周期熊市及振荡行情，或已形
成人们的思维习惯，面对当前技
术上良好的运行势头，或许还未
意识到质的变化正在悄悄发生。
这两年最主要的特征不在行情上
涨了多少，而是一个低点与两个
高点，市场交易活跃令万亿元级
交易额在相对低位成了常态，是
资金积极进场的明确信号。

均线系统显示，目前是月线进

入全面多头状态的第六个月，比历
史上两次大牛市起步阶段的形态
更佳，这种格局预示后市大概率会
出现第三轮大牛市。而且，由于我
国投资者多为散户，真正牛市来临
时，市场很难以慢牛形态深入，这
次牛市若出现将不亚于过去任何
一次。在行情出现突破信号且极
为敏感的关键时刻，我们应充分把
握当前面临的新机遇。

过去近五个月的横盘整理，
不应看做是久盘必跌，而应理解
为横有多长竖有多高的上涨中继
形态。本栏认为，未来两个月的
行情应是一波主升浪行情，预计
大盘涨幅或与今年 6 月-7 月行情
相近。也就是说，大盘会再上新

台阶，不排除挑战 4000 点一线的
机 会 ，只 要 坚 守 3316 点 不 被 击
穿，预期的牛市行情值得坚守。

相对过去两年低位而言，现
在虽然不是最佳进场时机，但也
不是应该看空的时候。相反，是
面对大趋势可靠的进场时机。相
对过去两年的波动空间，更大的
上升空间更值得期待，只要理解
当前的大势所趋，可在高点买入
在更高的点上卖出。

行情处于高位时，恐高心理是
影响当前操作的主要因素，如果只
盯着3316点向下看，将难以顺势操
作。但是在大趋势面前我们应该
向上看，力求克服恐高心理，抓住
大趋势带来的新机遇。（赵穗川）

接棒科技，食品饮料正在成
为A股新的风口。华夏基金近日
公告，旗下华夏中证细分食品饮
料产业主题ETF将于 12月 14日
开售，基金认购代码为 515173，

网上现金认购时间为 12月 21日
至 12 月 23 日，投资者可以通过
各大券商平台认购。

之前，华夏基金旗下已有5G
ETF、芯片ETF、新能源车ETF、人

工智能AI ETF等多只行业主题
ETF，食品饮料ETF的推出，将进
一步丰富华夏基金的行业主题
ETF产品线，为投资者提供多元化
的ETF配置工具。 （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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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二代来啦！

广州老字号长乐饼家“创三代”韩楚怡：

老字号“创新就要多条腿走路”

“老字号需要传承，更
需要创新。希望父母能给
我更多的试错空间，更大
胆地放手让我去尝试。”去
年9月，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了广州老字号长乐饼家的
“创三代”韩楚怡。有着留
学背景、喜好歌舞、渴望突
破，韩楚怡在 2016 年接管
生日蛋糕和中秋月饼业务
以来，就大力推进长乐在
产品结构、营销模式和门
店管理上的创新，希望为
这家三十多年的老字号带
来更多新鲜血液。

一年后，经历疫情带来
的种种挑战，再次面对记
者的采访，韩楚怡坦言，
“这一年变化挺大的”。感
受到行业竞争日益激烈，
社区客户纷纷转战线上，
在父母的支持下，韩楚怡
对长乐饼家进行了一次深
度“触网”改革，不仅在多
个线上平台开通了线上门
店，还建立起长乐自己的
小程序商城。“现在是全民
互联网化的时代，连老人
家都用互联网了，我们老
字号还能不创新吗？”韩楚
怡感慨道。

升势来临克服恐高心理

近日，在“建行·中证报金牛
基金巡讲”线上直播活动中，景顺
长城股票投资部研究副总监、基
金经理刘苏做客直播间，围绕“把
准宏观新思路，寻找‘三好’投

资”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结合多年的市场分析研究，

刘苏认为，近期成长股回调、周期
股表现较好，更多是一种再平衡
的表现。从长期视角来看，我国

经济正处在转型期，科技进步、消
费升级依然是主线，投资还需顺
应时代发展趋势，关注科技进步、
消费升级的相关领域。

（杨广）

景顺长城刘苏：紧抓科技消费主线

对于稳健风格的投资者来说，
“固收+”产品具有攻防兼备的优
势，有效平衡组合风险。由新华基
金“五星固收名将”姚秋拟任基金
经理的“固收+”策略新产品——新

华安康多元收益一年期混合基金
正在火热发行中。该产品以固收
筑底，权益增厚，特设的“一年最短
持有期”能有效避免投资者频繁操
作，投资者可适当关注。

展望后市，拟任基金经理姚
秋指出，目前国内经济已基本复
苏，虽然疫情改变了短期经济运
行特征，但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趋
势不可逆转。 （杨广）

新华安康多元收益重磅发售

展望2021年，A股市场将如
何表现？哪些行业投资机会值得
关注？本期国投瑞银基金会客室
邀请申万宏源证券王胜、国投瑞
银基金经理桑俊分享了自己的观

点。王胜认为市场仍存在结构性
机会，优质公司会给出较高的溢
价。桑俊则看多人民币资产和A
股市场。

据了解，王胜是申万宏源研

究所副所长、首席策略分析师，曾
经九次荣获《新财富》最佳分析
师。桑俊是国投瑞银基金权益研
究部负责人，目前管理着多只权
益基金，业绩表现较优。 （杨广）

国投瑞银基金会客室：

A股市场行业机会值得关注

食品饮料ETF在12月14日开售

韩楚怡把员工培训当成未来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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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伴着山村、田野、小
溪度过的。

春耕的时候，看着大人一手牵着
牛绳，一手扶着铁犁，嘴里吆喝着，黑
油油的泥土就像浪花一样一排排翻
卷着，心里跃跃欲试，及至自己牵起
牛绳扶着铁犁时，才知道不管是水牛
还是铁犁，根本不听使唤，寸步难行，
只能跟在驾驭着大水牛犁田、耙田的
大人后头，踩着滋滋冒泡的烂泥，捉
土狗、捕田鸡。也曾插过秧，只是不
要说倒行着插，就是直行，插下的秧
苗的行距间距也不成样。最熟练把
控的要算脱粒机了，随大人一起有节
奏地上下踩踏着踏板，抱一捆金闪闪
的稻穗放在翻飞的滚轴上，金灿灿的
谷粒便飞花溅玉般洒落在斗箱里。

大人们总是嫌我们碍事，让我
们去捡拾田间的稻穗，往往，捡着捡

着，小伙伴们就在夕阳下开始游戏，
不是在田野间追逐嬉闹，就是在稻
穗垛上翻筋斗，或者用稻穗垛围成
两个堡垒，用泥团把稻穗连秆拔起
做炸弹，双方就炮弹纷飞打起仗
来。直至暮色四合，炊烟袅袅，我们
才吹着用稻穗秆做成的响笛，满嘴
清香地走在田埂上……

居住的公社大院里有一口古井，
是大院住户生活饮用水源。上小学
前，我就学会了用竹竿或绳子绑着水
桶从水井里打水。皎洁的月光下，妈
妈与邻居常在水井旁边搓洗衣服谈
论家常，旁边不远，一棵茁壮的白兰
树在夜风中沙沙摇曳，树下一张水泥
乒乓球桌，我们或站在桌上摘那些触
手可及的白兰花，或躺在凉凉的石板
上，嗅着幽幽的兰花香，在哗哗的水
声伴奏下，听母亲讲故事，在灿烂的

星河里找寻着北斗星、启明星、牵牛
星和织女星；或是玩萤火虫和蝗虫，
有时也帮爸妈打水、拧扭衣服，井台
的围墙外就是田野，蛙鸣虫声唱和着
我们的欢声笑语。

古井的附近有一块芭蕉园，其中
有一棵高约两米的无花果树。发现
圆圆的青青的无花果挂在枝头时，我
们就用“石头、剪刀、布”决定果子的
归属，然后天天守候着、等待着瓜熟
蒂落。捉迷藏时，芭蕉园是一个躲藏
的好地方。芭蕉园里的飞蛾，芭蕉的
花蕾、宽大的蕉叶和一簇簇的香蕉都
曾带给我们无比的快乐。

夏日的午后，我们常到芭蕉园
里挖蚯蚓，然后到小河里钓鱼。小
河边有几棵石榴树，树身探临河面，
我们常攀折石榴树的枝条，做成树
叶帽，戴着钓鱼或玩打仗的游戏。

玩累了，便跳进小河里游泳嬉戏，从
水里鱼跃比赛着摘石榴。

小河边还生长着不少的蓖麻，八
角形的叶子，布满针刺的外壳，光滑
圆润的内核，都成为我们坐在河边石
坝上把玩和讨论的内容，蓖麻子榨出
来的油怎么会成为飞机的润滑油？
要是恰好有一架飞机在蓝天掠过，我
们的争论会更激烈，更浮想联翩。

在雨后初涨的河边看渔人撒网
捕鱼，看他们把活蹦乱跳的鱼儿放
进系在腰际的鱼篓。有时候，我们
还会跑到小伙伴家里的菜地挖番
薯、摘黄瓜，把番薯叶茎一小截一小
截地折断，每截之间会有一条条的
丝线连接着，像一串串的手链、项
链，我们耳朵上、脖子上挂着这些

“项链”，捧着番薯、青瓜来到小河
边，清洗后生嚼，清脆、爽甜……

哪怕你坐七望八而脑筋一
点不糊涂，能写洋洋万言的救
世宏论，可敢回答一个问题：了
解自己吗？不可能一点也不了
解；但是，透彻吗？可预测自己
的思想和感情走向吗？姑且拿
以下一个例子作检测：一件最
近不知怎么喜欢得不得了的东
西，或人，或书，或风景，或游
戏，这“喜欢”可延续多久，何
时兴味索然，何时掉头不顾？
我承认，无时无刻不与之周旋
的“我”，亲密无间的“我”，我
依然看不透，难以完全把握。

我常常被“习惯”钳制。一
些极细微的内心反应，使我警觉
这一偏差。在家里，有许多年，
都是老妻替我盛饭、舀汤，我坐
在扶手椅上当大爷，没感觉有什
么不对。直到一天，她不理我空
下来的碗。我一惊，有什么不对
呢？生气了？抗议了？心里冒
起极微妙的“耿耿”。加以检讨，
遂为自己的岂有此理吃惊。

推想下去，一位素来豪爽
的朋友，每次上茶楼和咖啡
馆，埋单非他莫属，谁去抢都
自讨没趣。久了，单子放在桌
上，所有朋友都不碰，有他
呢。许多年过去，现代信陵君
突然不请客了，要 AA 制，一
众老友表面唯唯，背后骂他，
哼，翻脸不认人，从前我们捧他
的场，都忘记了。还有，你 20
年来资助一位亲戚，直到他的
孩子自立，你停止了，怨言随
之。原来，“升米养恩，斗米养
仇”一古谚，不是揭示表面的世

态炎凉，而是指向普遍的人性
——一旦成为习惯，就变为理
所当然，若它突遇阻碍，被骤然
改变，梗在人心那点“叽咕”，
即鲁迅所说的“皮袍下面藏着
的‘小’”就膨胀，若不及早省
察，纠正，它迟早会吃掉理性。

我常常被“一眼看到”所
误导。有一次，坐巴士经过陡
坡，单线车道上停着一辆厢型
车，连紧急停车灯也没打开。
巴士过不去，停在它后面。司
机不急，乘客们开始抗议。我
的座位靠近司机，我火气越来
越大，对司机嚷：等什么，报警
嘛！后头的乘客说：对对，没
一点公德心，派拖车来拖走。
司机摇摇头，只按了几下喇
叭。我转而责备司机：你上班
按小时算，当然不在乎，我们
都要赶路呢！司机对我解释，
一般情况下，人家是有十分紧
急的事，见多了。果然，一个
年轻人背着老人从屋内出来，
放进车里，对巴士司机打了一
个抱歉的手势，说：“对不起，
我爸摔了。”年轻人把车开走，
乘客们都没说话，我也是，但
在心里对司机说：错怪了。

我常常被“激情”所蒙蔽。
把壮观的涨潮视作天长地久，
而忽略退潮以后的荒芜。或者
轻看余烬的能量，没有想到它
有一天在风里复活，哪怕为时
不久。我常常被记忆所欺骗。
不晓得出于视角和见识的局
限，铭刻于心的映像未必是真
实的。我曾咬定，50多年前一
次万人集会上实现最具戏剧性
的翻转，将斗人者变为被斗者
的主角是A。事过30年，我邂
逅A，向他求证，他否认。我暗
里讥笑他逃避历史责任。再过
20年，才辨别清楚是另一位。

尼采说：“人对自己了解
到什么程度，他对世界也就了
解到什么程度。”他的意思，该
不是指了解自己等于了解世
界。而是指：审视自我，解剖
自己的能力越高，认识外部世
界的把握越大。自恋、自我中
心、自我膨胀的人物，和自省
恰是南辕北辙。

原来，孔夫子的从心所欲，
不逾矩，是以“了解自己”为前
提的。连“欲”的边界也懵然，
诸如喝酒，几杯为度，几杯会烂
醉，“不越界”从何谈起？

皓月当空，银白的月光洒在
地上，站在阳台上，望着遥远天
穹又圆又亮的月亮，我想起了很
多年前的一个故事。

那时我还在湘西南的一座城
市里生活，也是一个月明星稀的
夜晚，天空像洗刷过一样，没有
一丝云雾，蓝晶晶的，月光如银，
又新鲜，又明亮。

应朋友邀请，来到他在城里
的一座清雅的小院。院子整洁、
简朴而不奢华，整个院落给人一
种幽美、恬静的感觉。我和朋友
在小院里天南地北地海聊起来，
后来聊到朋友的父亲，他给我讲
了他父亲的故事，给我放了一段
他录下的他父亲的鼾声。

朋友说他是听父亲的鼾声长
大的，习惯了听父亲的鼾声，于
是录了一段他父亲的鼾声自己悄
悄带在身边，经常拿出来放给自
己听。他说每次听，仿佛父亲就
在身边。他说世间好听的声音有
很多很多，但他总觉得在这千千
万的声音里，却没有一种声音听
起来能有这段录下的父亲的鼾声
让自己更温暖。

与朋友月下听鼾声的故事，
也使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是
一个地道的农民，鼾声也很大。
记忆中父亲就是干农活回来，中
午坐在板凳上打个盹，也是电闪
雷鸣般的鼾声，那鼾声一阵接着
一阵，仿佛是在尽情地释放他劳
累后留下的所有疲劳和压力。特
别是夜深人静，家人睡后，除了
微风轻轻地吹过，偶尔有一两声

狗叫，这时候的大山里万籁无
声，父亲雷鸣般的鼾声时缓时
急，持续的时间长，响彻整个屋
子。

我小时候常跟父亲睡，也常
会被父亲的鼾声吵醒。惊醒后，
我会捏住父亲的鼻子将他憋醒，
要他小点声，父亲常常是猛然惊
醒，然后看了看我，带着睡腔说
几声“好……好……好”后，翻个
身，不到几分钟，鼾声依旧……

父亲的鼾声伴随了我整个儿
时的岁月。

大学毕业后，留在城里工作
生活。在城里生活久了，再回乡
下看望父母时，听到父亲雷鸣般
的鼾声，也许是因为没有常听，
已不再习惯，每次回去，晚上都
很难入睡。

那是一个冬日，我们兄妹回
乡下老家看望父母。冬天的山村
特别冷，夜也特别长，因为父亲
的鼾声实在太大，妹妹于是用手
机把父亲的鼾声录了下来。

第二天早上，妹妹把录下的
这段鼾声放给家里人听，家里人
都在抱怨父亲的鼾声太大，太
吵，说父亲的鼾声把整个房子都
震动了。听了录音，听了大家的
抱怨后，父亲满脸通红，很不好
意思地说：“今晚，我好好睡，尽
量不打鼾，让你们睡个舒服觉。”

当天晚上父亲真没打鼾，我
也睡得很香甜、很踏实。早上起
床后，我看到父亲一双通红的眼
睛，问了母亲才知道父亲为了不
影响我们睡觉，一晚上在床上辗
转反侧没有睡着。

听了母亲的解释，我感到无
比内疚。

父亲已经 70 多岁了，我多次
要他来城里与我们一起生活，但
父亲却始终不肯，说在乡下生活
习惯了，并说母亲也习惯了他的
鼾声，说来城里怕影响我们生
活。我反复对父亲说，我喜欢听
他的鼾声，觉得很好听，要父亲
不要担心，但无论怎么劝，父亲
就是不肯来城里。

月下听鼾声也使我想起父亲
看我写给他书信的故事。

我的老家在一座大山的深
处，记忆中的老家交通很不方便，
没有通公路，对外的通道是一条
印满牛蹄印的歪歪扭扭的山间小
路，那时整个村子里只有一部手
摇电话，并且还要通过乡里转。

因为通讯不方便，记得我离
开老家在外求学时，常给家里写
信。特别是读高中那会儿，我总
不忘在信里写上“我会努力学
习，将来有出息了，好好报答父
母”这样感恩的句子。

父亲虽然只读了三年书，但

也常会给我回几封信。信往往只
有几百字，大多是“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吃得苦中苦，方
为人上人”、“做人要正派老实”
之类的劝勉。

我写给父亲的信，他一封不差
都收在他那个宝贝牛皮纸袋里。

听母亲说，我上高中时，家里
经济特别困难，为了多赚点钱给
我们兄妹上学，父亲拼命地干
活，有时他在田里干活，还带着
一封我写的信 ，累了就拿出来看
看，看完后他似乎又有了使不完
的劲。

去年我回乡下老家过年时，
母亲说父亲现在还时不时打开他
的牛皮纸袋，拿出我写给他的信
来看一看，有时还看得泪流满
面。听母亲说这些时，我的眼睛
湿润了。

或许在很多年以前，在年少
之时，我可能想象不到，朋友为
什么要录下他父亲的一段鼾声时
常放给自己听，我父亲为什么为
了让我们睡个舒服觉竟一夜未
睡，父亲为什么会把我曾写给他
的书信常拿出来看，但随着年岁
的增长，经历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后，体会过人生的一些酸甜苦辣
后，我现在越来越懂他们。

深夜，整个城市已静静安睡。
皎洁的月光，像水似的倾洒下来，
阳台上的月光比外面更加明朗，我
走进书房，坐在书桌前，拿起笔给
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准备像上
学那会儿一样，通过邮局寄给还在
大山里生活的父亲。

我是田边的一个稻草人，衣衫褴
褛，满面尘土，面对着远山，成天笑呵
呵。那只叫做兰兰的飞鸟落在我肩
上，它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我心
里暗恋着一个人，她住在山边的小
房子，她喜欢穿着黄色连衣裙，静静
坐在小湖边，娴静的美丽，仿佛是童
话里的女主角。

我的嘴巴说不了话，我的腿走
不出一步，我只能这样，只能这样偷
偷地望着她。

有一天夜里，满天都是星光，我
做了一个梦，我变成了一个英俊的青
年，捧着一束玫瑰，敲开她的门——

梦里朦胧的光影里，她是那么
的，那么的美……

雨中亭
雨，淅淅沥沥地下。我坐在庭

院中的小亭子里，左边是一片田园，
右边是我随手写的一首田园诗。

石桌上留着哪两位老人家未下
完的一盘棋。风雨过后，这棋盘上
的帝王将相，保持沉默，按兵不动。

浓密油绿的藤蔓上，每一串紫
色闪亮的葡萄，都蒙上了一层清
霜。一株株盆栽，保持着沉思冥想
的姿态。

这样的场景，从我小时候，直到
现在，似乎从未变过。

盛夏的雨季里，好像没有太多
离愁爱恨的故事，只是这凉凉的雨
丝啊——

点点滴滴，在心头。

父亲的鼾声 □王继怀

人心那点“叽咕” □刘荒田[美国]

童年漫记 □朱东锷

稻草人(外一篇) □牛涛 ZZ ZZ ZZ ZZ

幸福的歌（布面油画） □罗文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