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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是日本餐桌上常

见的主食。在日本备受欢迎

的寿司、饭团、牛肉饭、红豆饭

等，均是以大米为原料制作而

成的。然而，今年夏天，日本大米

供应却出现短缺，日本媒体称之为

“令和大米骚动”。

从今年 7 月起，长野县的超市便

因为大米供应不足采取了“一家只能

购买一袋”的限购政策。广岛县的部分

超市由于货源不足，采取了小包装策

略，从 6 月底开始停售 10 公斤装大米，转

为售卖 5 公斤装和 4 公斤装的大米。由

于大米短缺，当地生产的“越光米”价格

也上涨至 2400 日元/5 公斤，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 300 日元左右。

8 月 份 宫 崎 县 发 生 的 地 震 进 一 步

加剧了米荒。由于日本气象厅在地震

后发布了南海海槽特大地震预警，本就

供 应 不 足 的 大 米 成 为“ 抗 灾 储 备 物

资 ”，日 本 上 下 出 现 了 全 民 大 米 抢 购

潮，多家超市的米架被“清空”。目前，

灾害警报虽已解除，但整体情况并未

好转，大米仍然一袋难求。另据媒体

报 道 ，最 近 千 叶 县 产 的 新 米 已 经 开

始逐步上市，但只要一上架就会被

抢购一空。

米荒究竟为何会出现？

日本官方给出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三

个方面。第一，2023 年天气酷热，稻穗普

遍生长得不好，导致大米产量、质量均

受到较大影响。第二，新冠疫情后，民

众外出就餐需求复苏，加上受日元贬值

刺激，外国赴日游客数量激增，导致大

米用量大幅增加。第三，地震灾害预警

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使得各界对缺

米的担忧迅速演变成“抢米潮”。

另一个被各界诟病的因素是，在应

对此次米荒的过程中，作为主责单位的

日本农林水产省却“躺平”了。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近期开会要求农林水产省“站

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努力解决大米流通

问题”，但农林水产省除了转嫁压力，要

求批发商和收货商“加油”，似乎并未采

取其他行动。

面对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大米骚

动，地方政府已经不堪重压。大阪府调

查结果表明，当地八成零售店的大米已

经断供。8 月 26 日，大阪府知事吉村洋

文要求政府投放储备大米，认为“没必要

让储备大米沉睡在仓库里”。

早 在 多 年 前 ，日 本 政 府 就 实 施 了

“大米储备 5 年制度”，即每年收购 20 万

吨 新 米 ，保 管 5 年 时 间 ，以 应 对 可 能 出

现 的 大 米 歉 收 危 机 。 储 备 5 年 仍 未 使

用的陈米会作为饲料出售。据统计，日

本 政 府 每 年 在 这 一 项 目 上 的 开 销 为

400 亿 日 元 至 500 亿 日 元 ，由 财 政 负

担。所以，日本政府的储备粮应该是比

较充足的。

不过，农林水产省却认为，

动用储备大米没有必要。农

林水产大臣坂本哲志在 8 月

27 日的记者会上表示，9 月

份新米即将上市，而投放

储 备 粮 需 要 走 招 标 程

序，等流程走完，

米 荒 问 题 可 能

已 经 缓 解 。 农

林水产省判断，

千叶县和茨城县产的新米已经上市，新

潟县和东北地区的大米也将很快收获，

因 此 ，新 米 供 应 将 在 不 久 之 后 迎 来 高

峰。此外，因为民众囤货需求正在减弱，

未来抢购现象会逐步减少，库存也将会

随之恢复。

虽 然 农 林 水 产 省 表 现 得 很 有 信

心，但民众却普遍不满。因为，日本缺

米 的 苗 头 并 不 是 最 近 才 出 现 的 ，如 果

农 林 水 产 省 能 够 早 些 采 取 行 动 ，也 许

就 不 会 有 大 米 骚 动 了 。 而 且 ，农 林 水

产省明明已经在一个多月前就发布数

据称，截至 2024 年 6 月份，主食用大米

需求同比增加 11 万吨，达到 702 万吨，

同 期 民 间 库 存 同 比 减 少 20%，仅 为 156

万吨，供需缺口扩大，却没有采取有针

对性的预防措施。

应该说，无论 是 夏 季 酷 暑 论 、游 客

“吃光”论还是灾害囤货论，都只是诱发

米荒的短期因素，真正导致日本大米短

缺的根本原因还是政策导向。

为维持大米价格，日本曾长期实施

旨在主动控制耕地规模和大米产量的

“ 减 反 ”政 策 ，虽 然 该 政 策 已 于 2018 年

叫停，但对大米生产的抑制效应积重难

返。此外，日本政府一直

向种植饲料用大米和大豆

等 农 作 物 的 农 户 支 付 补 助

金，以“促进”种植业向专用作

物领域加快转型。在这种政策

导 向 下 ，食 用 大 米 库 存 下 降 、价

格昂贵也就不奇怪了。

关于大米骚动还将持续多久，

目前各界看法不一。东京都区最新

发 布 的 8 月 份 消 费 者 价 格 指 数 显

示，大米类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大

幅上涨了 26.3%，预计未来改种

主食用大米的农户数量会有

所增长，米荒问题有望得以

缓解。

然 而 ，

更 加 紧 迫 的

问 题 是 眼 下 。

当 前 正 值 日 本 新 米 收 割 的 关

键 当 口 ，但 台 风“ 珊 珊 ”突 袭 日

本 ，不 仅 延 误 了 农 户 的 收 割 进 程 ，

还 有 可 能 给 尚 未 收 获 的 稻 田 造 成 毁

灭性打击。如果新米无法按期上市 ，

恐 怕 这 场 米 荒 引 发 的 骚 动 还 要 持

续较长时间。

“大米骚动”考验日本

□□ 陈益彤陈益彤

近期发布的《2024 年全球数字化营

销洞察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初，全球

有 50.4 亿个活跃社交媒体用户账号。

倘若按照报告中每位用户平均每天 143

分钟的使用时间来计算，全世界每天使

用社交媒体 7200 亿分钟，整年累计时长

超过 260 万亿分钟，相当于 5 亿年的“人

类集体时间”。

这样宏大的数据令人咋舌。人类

社会业已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媒

介已经成为改善生活的重要力量。但

同时，数字技术的普及也使人类面临前

所未有的知识过载和信息海啸，很多人

在这一过程中对数字媒介产生高度依

赖，甚至“上瘾”。这使得很多人开始反

思：技术到底是在为人类赋能，还是在

“奴役”人类？当下，我们究竟该如何在

数字洪流中自处？

乔治城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副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卡尔·纽波特在其

《数 字 极 简 主 义 ：在 嘈 杂 的 世 界 中 选

择 专注的生活》一书中给出了一个选

项——“数字极简”。

作者对“数字极简”给出如下定义：

这是一种技术使用理念，将线上时间用

于少量经过谨慎挑选的、可以为你看重

的事物提供强大支持的网络活动上，然

后“欣然舍弃其他的一切”。这一过程，

将帮助你逐渐培养出一种全新的数字

生活方式。

在卡尔看来，新技术快速发展带来

了极大的信息过载问题，人们在分配注

意力这件事上逐渐放弃自主权。抢夺

注意力是许多科技公司的“基础脚本”，

人们之所以难以从数字产品中逃脱，很

大程度上是因为科技巨头精心设计了

“注意力陷阱”。要实现数字极简，需要

重新以志向和价值观来指导自己的日

常生活，同时打破自己的原始冲动和硅

谷商业模式对生活的控制，让长远的人

生意义优于短期的满足感。

在书中，卡尔·纽波特写道：“新技

术将服务于你珍视的价值，而不是未经

你允许就颠覆那些价值。正是在谨慎

地重新选择技术的过程中，你才会有目

的地作出决定，让自己成长为一个数字

极简主义者。”

本质上说，数字极简更类似于一种

生活哲学，它强调审慎地使用一切数字

工具并将自身所参与的数字活动最优

化，让数字媒介与数字实践的效用与功

能最大化，同时尽可能少地侵蚀使用者

的现实生活，恢复对生活本身的掌控。

那么，该如何实践数字极简呢？卡

尔·纽波特策划了为期 30 天的“断舍离”

实验，这种独特而快速的转变过程被称

为“数字清理”。在这 30 天时间内，实验

者需要暂停使用那些可有可无的技术，

重新发现能给自己带来满足和意义的

行为与活动。就如何判断一项技术是

否可有可无，作者给出的“鉴定标准”

是：除非放弃这种技术会严重扰乱你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否则这种技术就是可

有可无的。

具体而言，首先，你不需要真的“戒

掉手机”，但得与自己进行深度沟通，达

成“内心确认”。你要问问自己，对你来

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决定如何让

科技产品融入你的生活来服务这些目

标。就好像锤子是一种工具，但你不会

一有空就去拿锤子。用锤子是为了特

定的目的，用手机也是如此。其次，你

可以不带手机地进行一次长时间漫步，

使自己置于“不听”“不读”

的安静状态，与自己的思想

独处。此外，你需要安排一

些高质量的休闲放松活动，

做一些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

事情来填补不使用社交网络

之后空闲下来的时间。最后，

你还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到现

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中，和朋友一

起安排一些高质量集体活动，甚

至可以给自己写一封信。

想要从繁复的数字世界回归

简单的生活，需要实践，不仅要意

识到自己得到或失去了什么，还要

决定舍弃和拿回什么，这就是“数

字清理”的过程。在 30 天的“断舍

离”实验结束时，你可以选择性地把

技术产品重新引入生活。卡尔·纽波

特鼓励人们改变过去那种凡事都拍

拍脑袋认为“有个 APP 可以解决这个

问题”的思维模式，而要把自己从虚拟

的网络世界中抽离出来，转而投入真

实的世界。简而言之，就是掌控数字生

活，告别漫无目的地使用互联网和沉浸

在无穷无尽信息流中的状态。

当前，一个名为“后数字化生活”的

概念渐趋流行。该概念强调，要通过减

少数字化干扰，帮助人们恢复专注力、

培养深度思考的能力、提高注意力的质

量，从“被锁定”的感觉中挣脱出来，自

主控制所见、所闻，自主采取行动。这

与中国古人推崇的“大道至简”，以及卡

尔·纽波特提出的“逃离数字牢笼”不谋

而合。

正所谓“大隐隐于市”，或许在当下

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巨隐隐于网”。

数字洪流中如何自处？

□ 叶子鹏

在刚刚过去的暑期中，日韩作为中国游客出

境游传统热门目的地依然热度不减，东南亚等旅

游线路加速回暖。在选择旅游线路时，中国游客

更加注重个性化和深度体验，自由行越来越受到

欢迎，反季节旅游、边境游等也逐渐兴起。

韩国知名旅游平台“韩游网”负责人姜书斌介

绍，今年来自中国游客的业务量较往年显著增加，

特别是选择自由行、家庭亲子游的客人占据了很

大比例。中国人在旅行方式上出现了明显变化，

有更多人开始注重个性化和深度体验，追求更为

独特的旅游体验。

在日本，中国成为今年暑期旅游市场外国游

客第一大客源地。日本政府观光局最新数据显

示，2024 年 7 月赴日的中国游客超过 77 万人次，

是去年同期的 1.5 倍。日本国土交通省观光厅长

官高桥一郎介绍，除购物之外，如今中国游客更加

注重体验式旅游，对日本文化、主题游乐园、美术

馆和博物馆的兴趣日渐高涨。

随着中国与东盟地区各国合作深化，在中国

与一些国家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等利好政策

助力下，东南亚旅游再度走热。据携程网发布的

最新数据，传统“新马泰”短线出境游产品的订单

量今年暑期同比增长近五成。

记者从新加坡旅游局了解到，中新互免签证

政策落地成为助推 2024 年度新加坡旅游及相关

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如今，中国已成为新加坡

国际游客最大来源地。

同样，签证便利化政策也带动了中国游客赴

马来西亚和泰国旅游的热情。在吉隆坡双子塔、

茨厂街等热门景点，经常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中

国游客。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入境马来西亚的

中国游客多达 180 万人次。泰国旅游市场也同样

感受到中国游客回归的热度。泰国旅游与体育部

部长顾问吉拉瓦·阿廊亚卡侬说，进入“免签时

代”，泰中民众互访更便捷、交流更密切。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国与周边

国家铁路、公路互联互通也更加便捷高效，中国游

客出境旅游有了更多选择。通过陆路口岸出境的

边境游受到青睐。据初步统计，今年 6 月 15 日至

8 月 26 日，中国与老挝接壤的磨憨公路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约 32.8 万

人次，同比上升 33.42%；磨憨铁路口岸查验出入境旅客约 5.5 万人次，

同比上升 60.72%。

在炎炎夏日中，去南半球体验反季节旅行也成为很多游客的选

择。新西兰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瑞秦说，7 月至 8 月很多中国

游客选择到新西兰反季节旅游。这个时段原本是新西兰旅游淡季，但

大量中国游客的到来改变了这种局面。来自广州的大学生王凯文说，

他今年暑期来新西兰南岛的滑雪场旅行，以躲避炎炎夏日。

携程网公关总监汪怡明介绍，2024 年上半年中国赴澳大利亚旅游

订单量同比增长约 1 倍，暑期订单量同比增长约三成。这个暑期，生态

旅游成为热门，比如热带雨林自然公园、蓝山山脉国家公园等都成为热

门目的地。 （据新华社电）

暑期出境游呈现新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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