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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纵横

■ 李 芷

有一种乡愁叫回家过年，有一种幸

福叫过年回家。

他 乡 纵 有 当 头 月 、不 抵 家 乡 一 盏

灯，无论家有多远 、路有多难 、天有多

冷，都挡不住游子回家的脚步。

今年春运，有关部门预计，全国跨

区域人员流动达 90 亿人次，其中自驾出

行的客流 72亿人次。

在这场向着未来的蓄力中，人们流

动的方向有牵挂的家乡，更有向往的光

明前景。

从“农民工输出基地”安徽阜阳看，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除夕前外地返乡车

近 30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近 50%。 这 些 车

辆，有很多留在家乡，不再驶回远方。

还有很多“天之骄子”奔“阜”而来、

向“阳”而行，选择到阜阳择业创业。

随着回归农村的人越来越多，那些

曾经空置寂静的老宅又重新焕发人气。

比如，全国第一人口大县临泉，高

峰 时 在 外 务 工 人 员 超 100 万 ，如 今 近

30%回到家乡。

目 前 阜 阳 全 市 务 工 人 员 约 360 万

人，其中外出 260 万人、下降 8.7%，本地

近 100 万人、增长 10.2%。整体上看，本

地就业人员新增比例逐年上升，“凤还

巢”的态势越来越显现。

阜阳是安徽的一个生动缩影。

一直顶着“人口流出大省”标签的

安徽，自 2013 年首次出现外出人口回流

现象，今年已连续第十年持续回流。

据统计，2022 年，安徽省常住人口

增量位居全国第二，总量达到 6127 万

人，同比增加了 14万人。

其 中 ，不 仅 有 众 多 在 省 外 的 安 徽

人，还有不少外省人员来安徽工作、安

家。2022 年，安徽净流入 24 万名大学

生、农民工回流 120万人。

从去年起，安徽省及各市出台相关

政策，人员人才回流加速。

2023 年 ，仅 新 返 乡 入 乡 创 业 就 达

10.9 万 人 ，各 类 人 才 增 长 80 余 万 ，创

办 各 类 经 济 实 体 6.3 万 个 ，呈 现 出 老

板 、人才 、技工群体式 、组团式返乡入

乡态势。

2013 年至 2023 年 6 月，在产业结构

层次相对较高的电子信息业、汽车业、

家 电 业 ，安 徽 从 业 人 员 分 别 增 长

138.5%、51%和 28.8%。高端制造业快速

发展，吸引着安徽本地及省外就业人口

加速集聚。

从 近 千 万 名 农 民 工 省 外 务 工 ，到

24 万名高校毕业生流入、120 万名农民

工回流 ，曾经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现

如今成为人口净流入省份 、人才净流

入省份。

过 去 兴 起 打 工 潮 ，如 今 涌 动 回 流

潮；昔日“孔雀东南飞”，今朝“春暖燕

回巢”。

更多在外皖籍人特别是务工人员

离开“诗和远方”，选择“家和田野”，这

背后有产业转移的“大势”，但更多是有

能让人融入的家乡建设“大事”。许多

年轻人说：“安徽上来了，北上广我就不

去挤了。”

人口的变动是城市经济兴衰的晴

雨表。如果一个地方有大量人口流入，

说明这个地方有更多就业机会，有更好

创业机遇，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如 今 ，“ 归 雁 经 济 ”在 安 徽 已 渐 入

佳境，但“雁阵高飞”仍需多方协力，可

以在“家乡牌”“政策牌”“发展牌”上下

功夫，推动更多的人回乡 、钱回流 、企

回迁。

用亲情留人。当下，很多人都有回

报 桑 梓 的 愿 望 ，要 恰 到 好 处 地 用“ 情

怀”暖人心、聚人气，以“乡情亲情”为

纽带，内搭平台 、外联老乡，常态化对

接本籍人士 ，积极推介家乡相关政策

和信息。通过实施“接您回家”“候鸟

回 迁 ”等 行 动 ，鼓 励 外 出 人 员“ 凤 还

巢”，培强“还巢凤”，招引“外来凤”，激

活“乡土凤”，进一步形成群凤起舞、百

凤争鸣的生动局面。

用环境留人。现在的安徽是养人

的天地、创新的高地、人才的福地。要

放大“投资安徽行”“人才安徽行”品牌

效应，精心组织“徽动全球”出海行动、

创建“海客圆桌会”新型引资平台等系

列举措，让“回安徽去”“到安徽去”成为

一种趋势。

引 人 更 要 留 人 ，对 于 那 些 在 皖 工

作的高精尖人才，要真心实意对待、真

招实策服务、真金白银惠及，解决好他

们的落户安居 、医疗保健 、子女教育 、

配偶就业等现实问题，让人才安心“播

撒种子”、放心“浇灌汗水”、真心“投入

兴皖”。

用产业留人。对回流人员分析显

示，驱动因素中经济牵引占比最高，达

41.67%。这说明产业是吸引人口回流

的关键，以产聚人、以人兴产。比如，汽

车产业是安徽的首位产业，有 7 家整车

企业，规上零部件生产企业超 1200 家。

去年安徽省出口汽车 72.92 万辆，增长

89.8%，居全国第二。这样完整的产业

链，就是留人的“大宝库”。

从省到市县都要大力培育特色产

业，打造全产业链的运作模式，持续促

进就业扩容提质，确保“回流”人员有

业就、有钱挣、有舒适感。

让更多人“回安徽不走了”
热
点
评
谭

“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的话题最近引起热议。

2 月 16 日下午，在全网拥有 4000 万粉丝的短视频

博主“Thurman 猫一杯”发布了一段 1 分 37 秒的视频，

称在巴黎街头，一个法国人递给她两本寒假作业，说是

在“厕所”捡到的，请其帮忙物归原主——还给中国小

学生“秦朗”。

此后，事件走向扑朔迷离。“秦朗”是不是真在巴黎

丢了寒假作业，甚至“秦朗”是否确有其人都成了谜。然

而，此事无论真假，这名短视频博主都已赚足了流量。

近年来，自媒体成为网民交流信息、沟通互动的一

个重要平台。由于门槛低、易操作、交互强、传播快，自

媒体很快就成为网民分享信息的一个便捷途径。在自

媒体上，网民们可以“零距离”地传递自己的所见所闻，

高效地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

让社会大众通过自媒体与外部世界进行连接，这是

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的重要成果之一，当然是一桩好

事。但令人有些尴尬的是，传统媒体时代须臾不可离开

的“把关人”却似乎隐身了。

所谓“把关人”，是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一个基本的概

念，最早由美国传播学者库尔特·卢因于 1947 年提出。

卢因认为，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一定存在着一些“把关

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

能够最终进入传播渠道。

1950 年，传播学者怀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把

关人”对于继续传播或是中止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多年来，“把关人”理论一直在新闻实践中发挥着重

要影响。

但随着传播环境的开放性、传播主体的多元性以及

传播形式的多样性，自媒体的创作者们对于信息发布的

“把关”过程正变得越来越简化，很多时候甚至完全敞开

了“大门”。

这就导致他们发布的信息鱼龙混杂，虚假新闻泛滥

成灾，尤其是少数自媒体还故意歪曲事实，恶意引导舆

论，裹挟和利用网民成为其牟取一己之私的工具。

这些自媒体编造的虚假信息为何引起热议？在于

其精准拿捏了受众的喜好。去年 6 月，成都太古里一对

男女亲密牵手逛街的街拍视频火遍全网。网友发现，男

方是中石油某下属公司的总经理胡某，而女方董某则是

其下属，并且两人并非夫妻关系。相关话题很快便冲上

热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一些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

涉事女主所穿的那件粉红的棉绸连衣裙竟意外出圈

了。这件裙子被冠以“小三裙”“免职裙”的名号，立即成

为电商平台的“爆款”。在不少直播 App 和电商平台上，

多名女主播穿着同款的裙子带货，同款裙子甚至还出现

了“一裙难求”的现象。

三观尽毁，以丑为美，一些自媒体的庸俗化突破

了底线。不久前，网络博主“丁胖子金牌讲师”在网络

上掀起了一场巨大风波。这个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

净地方的小伙子，通过在网络平台上向网民展现自己在美国讨饭的流浪生活而一夜

爆红。在人们的传统认知里，讨饭通常是因自身陷入困境而做出的无奈之举，但“丁

胖子金牌讲师”却并非如此。他住在街头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脏乱不堪，但别人给他

介绍工作时，他却拒绝了。据说，其月收入竟高达 20 多万元！一些自媒体的闹剧实

在是匪夷所思。

这些自媒体的底层逻辑，说来说去还是应了一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

攘攘，皆为利往。”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将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进行情绪化、娱乐化的渲染，

从而让众多网友盲目跟风、追随，目的就是为了快速涨粉和变现。

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电视的出现促使社会进入娱

乐时代，沉迷电子内容的结果，就是让人类的思想变得浅显化，最终将会使我们成为一个

“娱乐至死”的物种。

当前，我们早已从电子时代迈入互联网时代，“娱乐至死”的方式和途径相比电子时

代要丰富得多。一些自媒体的庸俗化、闹剧化、幼稚化，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肤浅，也越来

越缺乏有深度的思考，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作为受众，我们该沉下心来明辨是非，不要再寻求逃避现实的短暂快乐，而要认真思

考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努力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判断，避免成为被收割了流量的“韭菜”。

这一切，为时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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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谈

■ 吴江海

600 多年，生生不息；4 天灯会，又是

一年。

从农历正月十三开始，大山深处的

歙县溪头镇汪满田村迎来了一年一度

的元宵嬉鱼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

一夜鱼龙舞。”夜幕下，绚烂的烟花点亮

天空，铿锵的锣鼓响彻山谷，或长达数

米、或短仅尺余的大小鱼灯，仿佛聚集

在一起向同一个方向游动的鱼群，浮现

在街巷之间 、人群之中，用“徽州式浪

漫”绽放着最美的年景。

一

嬉鱼灯是一种徽州年俗，也是徽州

人的一种生活态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视为财富

的象征。徽州山多地少，许多村落依山

而建、房屋密集，建筑多为砖木结构，最

怕火患。

汪 满 田 嬉 鱼 灯 ，是 徽 州 传 承 最 悠

久、保存最完好的传统年俗之一。相传

这里嬉鱼灯的起源是取水克火之意，希

望村子远离火灾。另外，若村中有鱼，

则意味着有水庇佑，象征着财源滚滚；

而“鱼”与“余”谐音，寄托了人们的美好

愿望。

据汪满田村的老者讲述，以前最长

的鱼灯长约 10 米，鱼灯骨架用竹篾编

扎，外部糊上棉纸，再画上红鳞、祥云等

彩色图案，鱼腹内插着上百支红蜡烛。

巡游时，灯笼引路 、火把开道，鞭炮助

威、锣鼓压阵，大大小小的鱼灯、花灯一

字排开，在众人的簇拥下游动在街头巷

尾，场面蔚为壮观。

与其他地方鱼灯不同的是，汪满田

鱼灯的鱼身主体多个关节都可以自由

活动，更加灵动多姿，仿佛鱼跃水中，尽

显悠游之美，演绎出藏在大山深处的浪

漫与震撼。2022 年，汪满田鱼灯被列入

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在几乎没有娱乐活动的古时，元宵

嬉鱼灯给偏远山乡带来了欢乐和喜庆，

成为一代代汪满田人的集体记忆。

在徽州方言中，“嬉”是一种无拘无

束的玩耍形态，多为充满乡野气息的热

闹场景。在物资匮乏、生产力低下的古

代，“嬉”字反映了徽州人一种乐观豁达

的生活心态，平日里心境平和、苦中作

乐，一有机会则敢闯敢试 、不畏挫折。

有学者认为，古徽州之所以学成派、术

成流、商成帮，与徽州人这种处世哲理

不无关系。

花好月圆、鱼跃龙门、年年有余……

有游客认为，汪满田元宵嬉鱼灯这项非

遗活动，几乎集成了古时人们所有对美

好生活的祝福和愿景。细细一想，汪满

田嬉鱼灯绵延数百年传承至今，家国情

怀无疑是最耀眼的光环。

嬉鱼灯不仅给山里人平淡的生活

增添了乐趣，也让安宁的山乡久久回荡

着美妙和谐的乐符。汪满田村党总支

书记汪军华说，从扎鱼灯到游鱼灯，都

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至少需要上百名村

民直接参与，共同撑起这台年俗大戏。

有意思的是，一扎一游中、相视一

笑间，一些村民曾经的是非恩怨，随风

飘散。有人戏称 ，嬉鱼灯这项集体活

动 ，蕴藏着徽州先人对乡村社会治理

的智慧。

二

汪满田村沿袭祖制，以村民传统聚

落为单元，设有 6 个鱼会。每年的元宵

嬉鱼灯，都是各个鱼会自发扎制鱼灯共

同参与。各个鱼会都有传统名称，但没

有固定成员，每年都是通过个人自荐、

村 民 推 选 、竞 争 上 岗 等 方 式 竞 选“ 鱼

头”，由“鱼头”招募团队成员。

“鱼头”相当于鱼会的召集人和主

事者，负责各自鱼会的资金筹集、材料

采购、制灯游灯等具体事宜。22 岁的汪

文泉，在屯溪一家理发店做理发师，今

年是第 4 次当“鱼头”。他小时候就耳濡

目染，从递纸跑腿到学着上色，一年年

在嬉鱼灯中长大，总觉得嬉了鱼灯才算

真正过年。

灯燃家在，鱼灯亦是心灯。

在 汪 满 田 人 心 中 ，鱼 灯 是 家 的 味

道，也是过年的印记。每年元宵节，汪

满田村在外打拼的人，无论老老少少、

不管路途多远，都会克服一切困难赶回

家，只为心中那盏不熄的鱼灯。

从年轻力壮到白发苍颜，鱼灯伴随

着一辈辈父老乡亲的成长，从未停止。

当鱼灯亮起，光芒万丈，仿佛回到了过

去，让人流连忘返。“95 后”的汪丽君今

年是第 2 次当“鱼头”，她特别开心这些

年村里的“鱼头”平均只有 20来岁。

年复一年，汪满田鱼灯从明代“游”

来，历久弥新，是山里人持之以恒的坚

守，也与当地独特的传承方式密不可分。

一般来说，许多地方的非遗类民俗

活动大多是有经验的年长者“挑大梁”，

但汪满田村一直给年轻人搭建平台，鼓

励和引导“小鬼当家”。

在汪满田村，年轻的“鱼头”主事，

有经验的老一辈甘当“传帮带”的配角，

小孩子打下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

力，不经意间实现了鱼灯非遗技艺的代

际传承，也锻炼了年轻人的组织能力、

动手能力和团队意识。

三

在汪满田村中一座祠堂旁，有一间

仅几平方米的小店，密密麻麻摆放着各

种鱼灯造型的冰箱贴、布艺袋、小挂件

等文创商品。

小店的老板是浙江衢州人吴凌基，

一位 19 岁的大三学生。去年 3 月，吴凌

基从自媒体平台上刷到汪满田鱼灯的

视频，一下子被拨动了心弦。去年 9 月，

他注册成立了公司，开始半工半读，专

注于鱼灯文化传播和文创产品开发。

大家对汪满田鱼灯感兴趣，一个重

要因素就是这项非遗的年轻化 、生活

化、场景化，能引发年轻人的共鸣。

汪满田鱼灯最早“出圈”在 2010 年

前后，当时上海一位大学生来村里拍摄

了纪录片《不嬉不行》，首次为汪满田鱼

灯留下了完整影像，该片后获搜狐视频

全球华人纪录片互联网盛典“最佳文化

传承纪录片”。近 3 年，以汪满田鱼灯为

原型的《年年有余之鱼灯》年俗贺岁片

上线、安徽师范大学校园运动会开幕式

非遗鱼灯表演亮相央视、植入鱼灯元素

的多款热门游戏推向市场，更让汪满田

鱼灯名气更大、人气更旺。

一个“遗”字，足见珍贵。纵观汪满

田鱼灯之类非遗“出圈记”，其“流量密

码”都是互联网、生活、创意。

抖音发布的《2023 非遗数据报告》

显示，截至 2023 年 5 月，抖音上平均每

天有 1.9 万场非遗直播，平均每分钟就

有 13 场非遗内容开播。报告显示，过

去一年，“90 后”最爱在抖音上购买非

遗产品，“00 后”购买非遗好物总成交

额同比增长近 2 倍。

互 联 网 的 传 播 ，拉 近 了 人 们 与 非

遗的历史距离感，一切变得可视可感；

非遗与生活接轨 ，在活态传承中重构

体验场景 ，也让历史上曾经的流行再

流行；年轻人的参与，特别是创意的加

持，让非遗“老古董”变身可亲可萌的

时尚新潮形象。

汪满田鱼灯就这样“火”了。一些

村民从中嗅到商机，开始扎鱼灯、做直

播，开民宿、办餐饮，目前有 20 多人专门

从事鱼灯制作，年销售额约 100 万元，还

有 村 民 在 屯 溪 等 地 开 起 了 创 意 鱼 灯

店。去年元宵节期间，汪满田村接待游

客 1.8 万人，民宿、餐饮、鱼灯销售等综

合收入达 100 万元。截至 2 月 22 日，今

年仅线上预约参加汪满田元宵嬉鱼灯

的外地游客达 7870 人。

今 年 元 旦 期 间 ，汪 满 田 鱼 灯 受 邀

前往成都、衢州、张家港等地参加跨年

巡游和民俗展演活动，嘉兴 、海口 、温

州 、重 庆 等 地 订 单 也 在 陆 续 洽 谈 中 。

从 2021 年起，汪满田强村公司成立了

鱼灯巡游队，开发鱼灯文创产品 20 余

款，探索市场化演艺服务，仅去年受邀

到外地参加演出 20 多次，增加了轮演

村民的劳务收入 ，也为村集体经济增

收 30 余万元。

快乐都是年味，开心就是过年。愿

汪满田这盏鱼灯，点亮游子回家的路，

也照亮更多人前行的路。

这盏鱼灯何以长明

青年说

■ 陈卫华

近日，知识付费网红李一舟的 AI 课程

下架，视频号“李一舟”被禁止关注。

清华博士李一舟是知识付费的“网红

代表”，光他的《每个人的人工智能课》一年

就能卖到半个“小目标”——5000 万元。

在文生视频大模型 Sora 面世后，有网

友把 OpenAI 公司首席执行官奥特曼与李

一舟的照片拼在一起，并戏谑配文“中美两

大 AI 巨头”，似乎在验证知识付费市场“AI

的尽头是卖课”的调侃。

我没买过李一舟的课，无法评判他的

课程质量，但是显然“李一舟”并非独家，媒

体相关报道更令我瞠目结舌：Sora 仍在内

部测试阶段，尚未推出正式访问，打着 Sora

旗号卖教程的就蜂拥而至，有人已经赚得

盆满钵满。

也就是说，发令枪还没响，Sora 还没正

式开跑，无所顾忌的投机者甚至骗子就远

远跑在了前头。

内容与时俱进，“底层逻辑”未变。媒

体调查发现，这些“教程”主要分三种：

第一种教程集合了媒体对 Sora 的介

绍 、相 关 人 士 对 Sora 的 解 读 等 ，基 本 是

网 上 的 公 开 资 料 。 这 哪 是 教 程 ，应 该 叫

“集程”。

第 二 种 教 程 是 语 重 心 长 地 告 诉 你 ，

Sora 将带来哪些赚钱机会，还有讲师大言

不惭地说，“用 AI 赚钱不需要懂 AI”。不

知道买教程的人能不能抓住这些拍脑袋

想出来的机会，但卖教程的人肯定已经抓

住了。

第三种教程是教用户如何捏造虚假信

息申请 Sora 的内测名额，但他们也承认通

过与否“全看缘份”。这不是在教知识，而

是在教作弊，而且教得特别草率。

看来，不管 AI 是文生文、文生图片还

是文生视频，到了某些人的手里，都是打

着知识付费的旗号，实则“搞钱”。

Sora 卖课乱象，正是这几年知识付费

乱象的典型表现。

知识付费本来是件好事，有知识的人

凭知识挣钱，需要知识的人花钱买知识，各

取所需，皆大欢喜。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

庞大的市场。

数据显示，2022 年中国知识付费市场

规模已经达到 1126.5 亿元，2023 年中国知

识付费用户规模已突破 5.7 亿人，而且这些

数据都是趋势看涨。

但是行业门槛低、从业人员素质良莠

不齐、收费套路多、退款难等也是被诟病

已久的问题。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知

识 付 费 ”为 关 键 词 搜 到 的 投 诉 就 有 1200

多条。

如今，李一舟的 AI 课程被下架，虽然

有些突然，但并非毫无前兆。我把这件事

理解为知识付费市场乱象的反噬，因为乱

得太深太久，所以反噬既重且快。

随 着 李 一 舟 翻 车 ，同 样 卖 AI 课 程 的

“鹤老师说经济”“李老师说 AI”等自媒体

也下架了相关课程。

但是，知识付费的市场规模能以千亿

计，就证明了需求的旺盛，尽管有的需求是

真实的，有的需要是被制造出来的。Sora

所展示的科技的巨大魅力与无限前景，确

实制造了一种“世界面临巨变”的氛围，有

人为之欢呼，有人则陷入焦虑之中。无论

是迎合欢呼者的学习需求，还是抚慰焦虑

者的担忧情绪，都让跟风炒作的 AI 课程有

了“割韭菜”的空间。

如此投机赚快钱，吃相委实难看，但也

得承认，对此类知识付费课程一封了之不

是长久之计，也不可能全面封禁。大家渴

望的不是关闭这个市场，而是建立一个规

范有序的健康市场。

所以，最终还是要在发展中去形成规

范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包括平台、用户、监

管部门等在内的全社会去思考，去探索，去

实践。

既然我们有办法规范有形的物质产品

市场，就一定有办法规范无形的精神产品

市场。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问题多，

但是要抓紧，不能再拖下去了。

AI课程爆火，警惕被“割韭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