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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漫 步 也 有 边 际 效 用
王晨溪

随着春天到来，北京路边的树木换上

绿装，天气也让出游穿搭有了更多可能。

“来趟 City Walk（城市漫步）吧！”白塔寺边

看桃花，大栅栏探店老北京小吃，五道营走

走顺路去趟雍和宫⋯⋯春日周末老城“压

马路”，对上班族来说，已成为兼具松弛感

与时尚的选择。

与打卡式观光旅游不同，City Walk 更

强调放慢节奏和随兴所至，以更具有探索

性和主动性的方式，来体验城市的历史、人

文和景观。

“雍和宫—五道营—国子监”是北京当

下热门 City Walk 路线之一，在这条长度

不超过 2 公里的路线上，以雍和宫为起点

向 西 北 方 向 沿 着 五 道 营 胡 同 漫 步 ，不 到

100 米就能邂逅两个酒吧、一家日料店、一

家越南餐厅，以及一家开了近十年、以“上

房揭瓦”为景观特色的私房小火锅；在国子

监街对面马路牙子边喝杯咖啡小憩后，往

前走不到 20 米，就能遇到透着浓厚传统美

学意境的特色小店。在这条路线的不远

处，则是一年四季人山人海的“顶流”线路

南锣鼓巷。

如何选择 City Walk 路线？在社交平

台上，受欢迎的路线通常都具备“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街景层次丰富、沿途业态多样”

这三大特征，这样的城市空间可以最大化

减少因为选择一条路线而放弃其他目的地

的机会成本。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选择路线背后与

“机会成本”和“边际效用”息息相关。机会

成本指的是当面临多种选择时，选择了其

中一个选项后，不得不放弃的其他选择中

价值最高的那个选择所带来的潜在收益；

边际效用则是指在连续消费一个商品或服

务时，每增加一单位所获得的额外满足感

或 效 用 。 经 济 学 家 常 说 的“ 边 际 效 用 递

减”，指的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资源，获

得的额外效用减少的现象。

年轻群体用脚步丈量城市，同时也正

通过选择路线完成一场隐形的市场投票。

比起一条充斥着重复店铺的“文创雪糕一

条街”，他们往往更愿意选择一条既有历史

文化深度，又有各类好吃好玩有意思的店

铺聚集、能够探访“宝藏小店”的路线。这

样的多元化组合能让他们从常规的旅游景

点中摆脱出来，体会城市别样的生活图景

和人文印记。在这一过程中，“周末时间”

这一稀缺资源所能获得的效用满足也得到

了最大化的提升。

站在商家角度，店铺集聚虽然能促进

区域经济增长，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形成特

色街区的品牌效应，但随着集聚水平的不

断提升，规模一旦超出适度范围，反而会导

致竞争加剧。店铺租金水涨船高，消费者审

美疲劳，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最终产生

负面影响。因此，城市经营者在引导特色街

区的形成过程中，也应注重业态的“色彩搭

配”、讲究“场景设计”、找到“特色玩法”，用

City Walk 满足人们与城市“对话”的需求，

鼓励大众更深入地了解所在城市的空间与

文化，在天然的体验式消费场景中，提升流

量带来的实际经济收益。

当然，无论怎样去衡量成本与收益的

平衡，也不能忘记 City Walk 的本意——

漫无目的地城市漫步。当春风拂过老城斑

驳的砖墙，忘掉特定的路线吧！抛下条条

框框，怀揣松弛的心情、带上发现美的眼

睛、穿着一双舒适自在的鞋，去胡同深处逛

逛，开启一次没有计划的旅程，或许会收获

不同视角下的北京，体验“发现新大陆”的

惊喜。

吉 祥 青 稞
代 玲

糌 粑 、青 稞 饼 干 、青 稞 酒 、青 稞 拿

铁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离不开青

稞。哪怕离开了高原，味蕾中也藏着青稞

味道。

青稞之于这片土地，就像鱼儿和水，

谁也离不开谁。只有在青藏高原，青稞才

长得饱满；也只有青稞，才能如此适应高

原恶劣的自然环境。

高原生长

藏历新年后，雪域高原上万物萌动。

温度慢慢回升，风似乎也变得温柔了。选

个吉祥如意的日子，在田野里点燃桑烟，

盛装的农人们手握农具，哼唱着祈福的歌

谣，踏着欢快的舞步。耕牛犁开沉睡的土

地，播撒下青稞种子，这便是西藏农区一

年一度最为盛大的开耕仪式。伴随着青

稞粒的落下、入土，高原人一年的“口粮”

便有了期盼。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早栽培青稞的

地区，但由于生态环境相对恶劣，交通闭

塞，弱化了外界与高原的交流，长期占据

着西藏农业文明“C 位”的青稞，品种演进

过程十分缓慢。

从 古 到 今 ，青 稞 的 藏 语 发 音 都 是

“乃”，与西周时称大麦为“来”不谋而合。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才项多杰表示，青稞其实是高原人

民给裸大麦起的名字。生活在西藏的藏

族先民开发了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河谷地

区，种植了青稞，创造了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农耕文明。

西藏博物馆落成后不久，西藏知名作

家、骏马奖获得者尼玛潘多前去参观，看

到装在玻璃瓶里的黑色颗粒——一颗发

现于雅鲁藏布江北岸昌沟果遗址的古青

稞碳化粒。那一刻，她的眼睛完全被它

吸引。

“只有这种易栽培、耐寒、耐旱、耐贫

瘠、生育期短的物种，才在高原上有着顽

强不息的生命力。”尼玛潘多感叹，青稞就

是青藏高原精气神之源，为此，她将当时

正在创作的小说命名为《紫青稞》。

青稞与高原的地理环境相适应，与经

济结构相适应，与生活方式相适应。截至

去年底，西藏的青稞种植面积已超过 230

万亩。

喜马拉雅山连绵不绝，雅鲁藏布江奔

腾不息。在山系、水系纵横交错处，在大

江大河谷地相连的地方，青稞恣意生长，

生生不息，为高原带来吉祥。

扎根生活

千百年来，青稞一直是藏族人民的主

要口粮。在长期生活中，人们创造出了众

多加工方式。最传统、最有名的青稞制品

是“糌粑”——“炒面”的藏语音译。

屋舍俨然的村庄旁，潺潺的溪流带动

水磨一圈圈来回转动。一粒粒炒熟的青

稞被碾压成了糌粑，散发出让人垂涎欲滴

的香味儿。这是青藏高原最美的味道之

一，这也是退休 10 余年的毛军和妻子最想

念的味道。

在高原工作了一辈子，他们也像青稞

一样把根扎在高原。每天早晨，用大木碗

装上糌粑粉，加上酥油、核桃、牛奶等，一

手稳稳把碗握住，一手不停反复搅揉抓

捏，直到成为最常见的“糌粑团”。

撕下一小块，就着酥油茶，便是毛军

和家人吃了几十年的早餐。哪怕退休后

回到山东老家，他也一直惦念着这个味

道。每当他的藏族干女儿旺姆将新鲜糌

粑寄到时，他都迫不及待地吃上几口。

青稞是毛军与高原最深情的链接。

那时他常想，要是能把糌粑开发成各种饼

干、点心，保质期稍微长一些，在超市就能

买到该多好。

梦想照进现实。如今，走进拉萨各大

商超和特产店，青稞饼干、青稞酥、青稞奶

茶等青稞食品一应俱全。自 2022 年发布

首个农牧业行业区域公用品牌“西藏青

稞”后，西藏已有 60 余个青稞加工品牌。

2023 年，“奇正青稞”在拉萨最繁华的

北京路上开设了旗舰店。“我们有 20 多种

青稞产品，去年青稞相关产品线上线下的

销售总额达 3000 多万元。”奇正青稞

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耀

祖说。

随 着 人

们 对 青 稞 认

知 加 深

以 及

拉萨旅游市场的火爆，青稞食品销量

十分可观。美团数据显示，该平台青

稞类食品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3.56%，糌粑食品的订单比去年同期

增长了 21%。

早在 2013 年，拉萨更桑商贸有

限公司法人更木桑就做起了青稞食

品生意。今年，他的企业将入驻新厂

址。顾客不仅能购买产品，还能在这里体

验制作过程。西藏土特产青稞，已成为文

旅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

对于出生在日喀则的格桑央拉来说，

青稞是她对外婆的思念。每每说起青稞，

格桑央拉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外婆酿造青

稞酒时的身影。

“因为酿酒的人不同，每家的青稞酒

口味都不一样。”格桑央拉说，这是家人的

独特味道。

用青稞来酿酒是藏族的酒文化，在日

喀则市经开区，走进达热瓦啤酒厂先进的

啤酒生产车间，年产 10 万吨青稞啤酒的生

产线马不停蹄忙生产，一瓶瓶青稞啤酒下

线、包装，销往西藏各地。

“今年，我们啤酒厂旗下的喜孜青稞

啤酒将走进南亚市场。”达热瓦啤酒厂厂

长格桑旦增说，西藏青稞啤酒出口蓄势

待发。

从糌粑团到青稞饼干，从糌粑糊到青

稞奶茶、青稞拿铁，从青稞酒到青稞啤酒，

青稞展示着它丰富的可塑性。但不管有

多少种形态，青稞永远扎根高原，高原也

用平均 4000 米的海拔托举着青稞，使其蓬

勃生长。

走出西藏

生于高原净土，被雪水滋润，青稞注

定不会寂寂无名。

更木桑带着他的青稞产品奔走于各

大展会，青稞产品走出高原，走进上海、广

州、杭州⋯⋯乃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

的产品中，每年 40%以上的销售额来自高

原以外的市场。

6 万份，是青稞八宝饭 2022 年腊八节

推出两周后的销量；10 万只，是青稞爆珠

粽 2023 年端午节前一个月的销量⋯⋯去

年 5 月，在上海浦东举办的西藏江孜青稞

美食节上，蛋糕、冰淇淋、凉粥、植物饮等

30 余款青稞系列产品精彩亮相，通过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感受到来自高

原的青稞文化；在广州第二十一届中国国

际农产品交易会现场，青稞酒、青稞爆米

花火爆全场；在杭州，中国农民丰收节金

秋消费季“土特产”集中推介活动上，青稞

产品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品尝咨询。

2023 年 10 月，王森教育集团董事兼

技术总监王子带着团队代表中国赴德国

参加 IBA 世界面包锦标赛，靠着由青稞面

粉制作的面包获得总冠军，并取得了两个

单项第一名。“传统采用的烘焙面粉大多

来自于西方，没想到这次来自西藏的青稞

在世界大赛上，助力中国队夺得总冠军。”

在王子看来，这说明青稞这一高原健康作

物得到了世界烘焙行业的认可，为高端烘

焙面粉提供了新的选择。

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农业研究所的

相关研究表明，青稞具有较好的保健功

能，具有控血糖、抗氧化等作用，是全世界

公认的营养成分最均衡的禾谷类作物之

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青稞正由

区域性口粮作物向全球性健康食源作物

发展，开发应用前景广阔。但由于青稞面

筋含量低，传统加工方式单一，相比小麦

更难发酵，限制了青稞粉在烘焙面点等领

域的应用。

如何让青稞产品走得更远？自 2023

年以来，西藏稞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多

家科研院所联合攻关，经历十多代产品调

试推出了新的青稞预拌粉产品。

“目前，公司已与多家企业合作推出

了以青稞为原料的中西式面点产品。”西

藏稞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文宏

说，青稞面粉、青稞米和预拌粉 3 条生产

线已建成投产，全部投产后年产值将超

过 3 亿元。

今年，王子还计划在世界最大的烘焙

行业展会上推广青稞面粉，“未来，青稞在

烘焙行业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

曾经难以发酵的青稞粉，正通过科技

创新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雪山河谷之间，镶嵌着一块块青稞

地，一抹抹青绿露出芒尖，每颗籽粒都饱

含温情。待到秋天，西藏迎来“望果节”，

彼时青稞成熟在即，全村老少身着节日

盛 装 ，手 持 青 稞 穗 和 彩 色 装 饰 ，排 成 长

队，绕着丰收在望的田野转圈。果实的

香气萦绕在田地上空，与人们祈福声相

互交织⋯⋯

喜马拉雅山上的风不舍昼夜。青稞

的香气在风里飘了几千年，还将飘向更远

的地方。青稞不仅滋养着高原人民，也将

吸引更多人。

春日大棚收菜忙

刘

成

3 月 25 日凌晨 3 点，在青岛西海岸新

区张家楼街道的力源生态农场，刘跃香和

几名工人正忙着收彩椒，摘下来的彩椒会

先放入蔬菜筐内，然后再由其他同事整齐

地码放到分装盒内。

“今天收菜的量不小，5 点左右得把包

装 好 的 新 鲜 蔬 菜 装 上 冷 藏 车 ，送 到 各 地

去。”刘跃香在田埂间来回穿梭，边介绍边

把符合采摘标准的彩椒摘下来。

“大家都加把劲啊！5 点钟冷藏车就到

了！”生态农场技术员谭明晖忙着指导工人

们工作，不忘给大家加油鼓劲。谭明晖以前

也是地道的农民，通过参加当地组织的多期

农业生产技术培训，系统掌握了农田果蔬管

理技能，成了十里八乡抢手的技术员。

听到喊话声，刘跃香干得更起劲了，

“大棚里的彩椒都是航天种苗种的，抗病

强、产量高，还有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可

以自动喷淋、自动播种，结的蔬菜每个都有

‘数字身份证’，摘下来就可以吃，根本不用

担心农药残留”。

“农场 2022 年投产，占地 1000 余亩，是

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生态

食材生产示范基地。这里的工人都是附近

村民，农场给的工资高，大家都愿意来这里

干活。”谭明晖穿梭于各个大棚，边查看收

菜进度边介绍说，“我们大部分新鲜蔬菜在

省内就卖得差不多了，只有少部分会被配送到省外。不管距离远

近，都要保证蔬菜的新鲜度。”

时间仿佛按下了快进键，远处的天空微微泛起鱼肚白，很快便

到了凌晨 5 点。大棚外，一箱箱包装好的蔬菜码放在路边，一辆冷

藏配送车从远处缓缓驶来。车一停下，工人们便有序地将蔬菜装

车。司机丁强从车上一下来，便打开了话匣子：“我们冷链物流中

心今天一共出动 20 多辆车，运往山东省内各地以及北京、郑州等

省外城市，我的车今天去济南，大约 10 点多钟就能送到。”

随着一箱箱蔬菜装车完毕，丁强驾驶着冷藏配送车离开农场，

一天中最忙碌的收菜工作也告一段落。刘跃香打算回家吃个早饭

再回来继续工作。路过共享蔬菜大棚时，她饶有兴致地说：“这个

大棚里的地很多都出租了，有的全托出租，有的半托出租，这种租

地种菜的模式很受欢迎，大家都愿意在这里种种菜、尝尝现摘的蔬

菜，体验一下不一样的农村生活。”

走出生态农场，整个张家楼街道沐浴在朝霞当中，显示出生机

勃勃的活力。“这些年，我们推行‘村企共建+强村富民’项目联农

带农发展模式，用土地托管、订单农业、劳务合作等方式，将企业和

农户紧密联合。现在街道有 2000 多名农民转型成为现代农业技

术员，人均年收入增加了 4 万元左右，村民的钱包变得更鼓了。”张

家楼街道农业农村中心负责人唐军开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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