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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商身上存在的独特精神气质，就是“强毅力行、通达天下”的通商精神。他

们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 陈莹莹 薛海燕

为了让都市消费者更好地

了解和体验传统手工艺的独特

魅力，由依文·中国手工坊发起

的“深山集市”日前在北京侨福

芳草地商场开集。近百条少数

民族百褶裙、上千款难得一见的

手工产品、10余种非遗手艺体验

项目、远道而来的手工匠人、盛

装展示技法的深山绣娘，吸引了

许多人关注和参与。

许红洲图/文

眼下，北京持续高温，可比气温更高
的，是身边三五好友的旅游热情。虽然在
目的地上各有各的向往，有人想去感受网
红重庆的火热，有人想去体验上海迪士尼
的欢畅，有人想去触碰云南大理的清凉，但
关于住宿问题却出奇地一致——民宿，必
须民宿。没办法，谁让我们都是民宿的忠
实拥趸呢？就连之前难得的几次集体出境
游，首选的也是民宿！

于是，各自拿出手机，在网络上翻找着
心中目的地的民宿，想用“情怀和浪漫”“诗
和远方”给自己拉拉票，却又同时很扫兴地
发现，最近关于民宿的消息都不太给力。

《小区一年冒出300 多家“网红”民宿 居
民不堪其扰》《小区居民的烦恼：我家旁边
有间民宿》《12345 诉求热点：小区民宿扰
民怎么破？》……在居民小区肆意生长的民
宿，成了“民诉”的众矢之的。

怎么会变成这样？答案恐怕要从一个
大前提是否成立和双方是否满意来探寻。
这个大前提就是，小区里开民宿合不合
法。有观点认为，这本质上是住宅改商用，
需要获得相关法律法规的认可、经过相关
部门的审批，甚至要有全体业主的同意。
如若从这样的层面来看，开在小区里的民
宿大多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基本上处于
灰色地带。

至于双方是否满意，小区住户肯定是
不满意的。每天天不亮就能听到拉杆箱的
声音，半夜还能听到各种嘈杂声，他们的日
常生活平添了许多烦恼；外地牌照的车辆
将小区塞得满满当当，陌生人进进出出，也
带来了许多安全隐患。作为游客的很多人
估计也是不满意的，包括深爱着民宿的我
和我的好友。我们爱它，是因为民宿是个
性的、“千店千面”的，是能体验当地自然、
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开在小区里的民宿哪
里还有我们爱上它时的模样？更何况，因
为游走在灰色地带，一旦发生问题必定维
权艰难，既然如此，又怎会欢喜？

日前发布的相关调查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主要共享住宿平台的国内房源数量
约300万套；参与者人数约为7800万人，其
中房客约7600万人；共享住宿市场交易规
模约145亿元，比上年增长70.6%。多么火
爆的市场！一个不成立的大前提和双方未
必都满意的现实，却在提醒这个市场需要
冷静，这个行业需要标准。

正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尽快为
民宿行业制定“盟约规范”，才能保障其扬
帆远航。好在，业内人士已经开始行动。
近日，共享住宿专业委员会宣布，正在起草
中的共享民宿行业标准有望率先在海南试
点。无独有偶，在此之前，途家已经发布了

《民宿分级标准》，对民宿进行了豪华、精
品、舒适、经济等级划分。这些领头的民宿
企业相继自拟标准，虽然意在争夺市场话
语权，却也必然带来旗下民宿服务品质的
提升，是件好事。只是，放大到整个民宿行
业，还是需要一套国家标准的，无论参考意
义上还是执行意义上，这都至关重要。

当然，除了标准，关于民宿，还有些话
必须要说。未来民宿发展所面临的最核心
难题，可能是如何突破游客的审美疲劳。
民宿的火爆源于消费升级的大背景，消费
升级意味着游客对民宿的内涵和体验等

“软件”提出了更高的个性化要求。相比于
硬件设施，软件要求需要从业者投入更多
智慧与心力去满足。

大海和长江孕育了南通，农耕文化与海
洋文化在这里交织融合，催生了南通人勤奋、
低调、包容的江海性格。

近代，南通人的商业意识逐渐觉醒，出
现了一批以张謇为代表的爱国实业家，形
成了传统又开放的江海文化。这群“言商
仍向儒”的南通商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通商。

通江达海的南通城，跻身中国首批对外
开放的14个沿海城市之一，是长三角北翼的
经济中心、现代化港口城市和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追江赶海的南通人，汲取先辈的养分，
用强毅力行、包容会通的特质延续着城市的
精神脉络。

中国近代第一城

在中国近代文化科教史上，第一座国人
自办的博物馆、第一所师范学校、第一所纺织
学校、第一所刺绣学校、第一所戏剧学校、第
一所中国人办的盲哑学校和第一所气象站等
多个“第一”，都诞生在江苏南通，南通也因此
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城”。

走进我国第一座民间博物馆——南通博
物苑，临水而建的建筑物外立面上镌刻着张
謇的诗作《营博物苑》：“濠南苑囿郁璘彬，风
物骈骈与岁新。证史匪今三代古，尊华是重
五洲宾。能容草木差池味，亦注虫鱼磊落
人。但得诸生勤讨论，征收莫惜老夫频。”

“张謇先生创办博物苑，其直接目的在于
辅助学校教育，普及科学知识，启迪民智，其
最终目的是探索一条强国富民之路。”南通博
物苑苑长杜嘉乐说，1905年张謇在设博物苑

之初，就期待它能满足学校多学科、多层面教
学的需要，并且服务于其殖产兴业的理念。

2013 年，以南通博物苑为龙头的“环濠
河博物馆群”成功创建第一批“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张謇与南通，是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经典
故事。把城市当做自己的生意来经营，无人
能出其右。

1853年，张謇出生在江苏海门常乐镇一
个富裕的农民兼小商人家庭。1886年，张謇
第一次会试失败。此后 7 年，张謇 4 次参加
会试都名落孙山。直至 1894 年，41 岁的张
謇才荣登状元。

没多久，北洋水师战败，丧权辱国的《马
关条约》签订。为抵制外国资本的侵入，张謇
以“总理通海一带商务”的名义，在南通创办
了大生纱厂。

“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
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新科状
元张謇毅然下海。所谓“大生”，就是劳苦大
众能得以生存。

以大生纱厂为母体的企业多达34家，共
同组成了我国第一个规模较大的实业集团
——大生集团。大生系统的四个纱厂，是当
时全国最大纺织企业系统。大生先后投资或
参股设立了榨油厂、肥皂厂、冶铁厂、造纸厂、
印刷厂等工厂，构建了以棉纺织业为核心的
产业链条，并进一步发展了运输、仓储、电力、
通讯、食品、金融、地产等企业，在南通建立了
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
的发展进程。

“状元下海”的抱负不止于此。
以实业为后盾，张謇的触角伸向了文化、

教育、慈善、福利：他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师范

学校，写下校训“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创办女
子示范学校；创办中国第一所培养戏剧的伶
人学社；兴建了更俗剧场作为欧阳予倩戏剧
改革实验地；收留孤儿的育婴堂是中国人创
办的第一所新式托儿所；养老院、贫民工厂、
栖流所、新兴旅社、公园、医院、气象台、钟楼
等一一布局南通城。

爱国实业家张謇，解决了一个最基本的
问题：做生意是为什么？

实业强国，反哺民生。他用一生作答。

强毅力行海子牛

在南通东部沿海，生长着一种久负盛名
的大水牛，当地人称之为“海子牛”。“海子牛”
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开疆拓荒、甘愿奉献。
带着“海子牛”倔劲儿的通商们，正是改革开
放大潮里的弄潮儿。

2016 年第一届“张謇杯”南通杰出企业
家得主，中天科技集团创始人薛济萍，就是这
样一头海子牛。

这家从砖瓦厂起步的乡镇企业，在1992
年拥有了近 1000 万元存款，并在寻找新项
目时，因上海专家的建议果断进入光缆行业。

1998年3月3日，《人民邮电报》通报，中天
科技的层绞式通信光缆渗水试验不合格，这一
天自此被中天科技定为每年的“厂耻日”。

砸掉砖瓦厂大烟囱，严把质量关，用“精
细制造”苦练内功；改制厘清股权，定制特种
光缆，用差异化竞争打开市场局面。

电网建设提速让市场对电力系统专用的
特种光缆的需求日益提升，不少跨国公司都
盯上了这块“大蛋糕”。薛济萍带着专家潜心

研制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复合架空
地线，改变了该产品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为
我国电力系统通信网络建设每年减少数百亿
元支出，还带动了国内制造厂商的发展。

“南通千亿级企业不少，颁给我父亲与支
持实业有关，也与我们的经营理念有关。”中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薛驰举了一个例
子：锂电池防爆阀要用到一种合金板材，曾经
只有日本公司能做，但中天科技愣是和上海
工程技术大学合作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因为
市场只有二三十亿元的规模，对手一降价，公
司几乎就是微利。但依然要做，因为这关于
初心和情怀，更符合公司的“生意经”：解决实
际问题、解决卡脖子问题。

“低调、务实、不争第一。”薛驰这样总结
通商的特质。

真的不争第一么？
“想争，但争了也不说，做到市场占有率

第一也不说。”他这样回答。
“作为著名的爱国主义者、社会活动家，

张謇以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并举，在家乡南
通实施实业振兴、实业报国，创建了中国近代
第一城，给世人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丰
富的精神财富，他无疑是南通乃至更大范围
内的精神标杆和文化标识。”南通市委书记陆
志鹏说，他那一代人在创办企业、经营企业中
的情感和情怀，用经济力量推动社会变革和
进步中的思考与作为，观察世界、认知中国中
的态度与走向，是后人的精神营养和文化
力量。

江海儿女弄潮来

通商依托家纺产品、建筑劳务输出起步
发展。

家纺服装衣被天下，“建筑铁军”名扬国
内外，海工船舶遍布全球……实实在在干实
业的通商，是推动南通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是
南通弥足珍贵的“金字招牌”。这支“南通铁
军”，不仅有一定文化基础，且“言商仍向儒”。

钟情实业、包容儒雅、低调谦逊，是通商
的群体性格；吐故纳新、准确定位、趁势而上，
是通商的奋斗路径。

南通人李金华是凯璞庭资本管理（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坚持公司推出的每一项
服务，都要紧紧围绕地方政府和实体产业的
需求。2006 年，他在事业上升期，选择用整
整一年的时间来读书。国家级非遗蓝印花布
第三代传承人吴灵姝从中国艺术研究院毕业
后回到南通，帮助父亲经营起蓝印花布博物
馆。她说自己不仅接过经营的担子，更传承
起背后的情感、精神和责任。

“我们拥有100多万人的通商群体，他们
不畏艰辛，或立足本土、或走出南通甚至国
门，成为我国工商队伍中的一支劲旅。”《大情
怀 大世界——张謇的企业家精神》一书的
主编黄正平说，在通商身上存在的独特精神
气质，就是“强毅力行、通达天下”的通商精
神。他们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
造了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上世纪 90 年代初，南通人开始走出国
门。目前，有10万通商遍布海外120多个国
家和地区，江苏省侨务办公室命名的全省仅
有的两个“华侨村”就是南通海门的林西村和
通州的界北村。

“侨商发展到哪里，友好城市就结交到哪
里，南通在国际上有 22 座友好城市，三分之
二都由侨商牵线搭桥而成。”南通外事侨务办
公室副主任吴遐说，南通侨商的民间外交成
绩斐然。

走出封闭的小农意识，拥有“通达天下”
的眼光，才有了今天通商遍布全球的局面。
通商精神，既是近代以来通商群体的历史经
验和人文财富，更是当代南通工商界执着前
行、再闯世界的文化情怀和精神内核。

右图 南通博物苑外景。

陈莹莹摄

下图 大生集团公司总

经理助理张启祥正在介绍集

团历史。 陈莹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