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区·消费6
编辑/张 克201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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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以来，炒鞋已经开始
“出圈”，不仅衍生出 K 线图、“云
炒鞋”以及“鞋期货”，而且因为
可观的转手利润，成为不少大学
生的谋财之道。

“ 兴 趣 爱 好 ， 顺 便 还 能 赚
钱。”在上海上学的 20 岁男生黄宇
过手了几十双潮鞋，流水也达到
十几万元。他说：“以前原价 1500
元以内的鞋子，两三千元就可以
买到，现在经典款不少都要五千

一万元了。”
黄宇回忆曾因“运气好”抽

中了限量版鞋子而开始入行“炒
鞋”。第一笔生意，他以原价 1899
元的价格买了 6 双“椰子”，随后
都以 2700 元左右的价格出手。但
他也曾以 3000 多元买了“椰子”，
后面跌到 2000 多元。

“还是有风险的，但目前学生
理财的渠道很少，鞋卖不掉还可
以自己穿。况且，目前靠转卖鞋
子已可负担自己的日常开销。大
学生里十个男生有八九个都喜欢
鞋，需求量挺大的，价格应该会
下 来 一 些 ， 但 也 许 不 会 大 幅 下
跌。”黄宇说。

“如今，球鞋已经成了‘发横
财’的代名词。”北京联合大学学
生祁兵表示，因为它不需要你投入
成本和精力，只需要在家躺着动动
手指就可以得到一笔非常可观的收
入。现在大部分人只关注球鞋贵不
贵而不关注球鞋背后的故事，这使
不 少 真 正 的 球 鞋 爱 好 者 “ 很 受
伤”，大部分球鞋爱好者已经无能
为力，只能“望鞋兴叹”。

有业内人士表示，“炒鞋”行
为实际上是将币圈的浮躁、割韭
菜之风引入心智尚未成熟、缺乏
金融风控意识的 95、00 后群体之
中，把鞋圈当成“韭菜园”，这种

“竭泽而渔”的做法不利于行业长

期发展。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球鞋交

易平台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业内人士表示，一些平台用 K
线图、“云炒鞋”等炒作手法推出
一些类金融产品引爆市场，以争
夺卖家资源刷数据，进而为进一
步融资做准备。此外，部分媒体
过于关注炒鞋“暴富”的极端个
案报道更是起到“火上浇油”的
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简
报显示，“炒鞋”行业背后可能存
在的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金融诈骗、非法传销等涉众
型经济金融违法问题值得警惕。

鞋圈变成鞋圈变成““韭菜园韭菜园”” 高价背后谁在炒作高价背后谁在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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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 华诞之际，“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我们记得上
个世纪，在国际上普遍认为水稻没有杂
交优势的情况下，袁隆平从一株天然杂
交水稻受到启发，锲而不舍，艰难探
索，和他的同行们通过对杂交水稻的成
功研究，实现每亩高产 600 多公斤，而
后不断增产，如今正向亩产1200公斤冲
刺！

稻米为“五谷”（稻、黍、稷、麦、
菽） 之首，含有90%以上的人体所需营
养物质。水稻漫长的发展历史，从哪说
起呢？我不由得想起一本书：《人类陶冶
与稻作文明起源地 ——世界级考古洞穴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

这个大部头、大开本的书，是两年
前在中国起源地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李竞生办公室看到的：300 多页、彩页
双胶纸、965×1270 开本。李主任让我
把这本书带回去看。

带上这本比背包还大的书回到家，
我从序开始阅读，沿着历史长河溯流而
上，看到美丽富饶的赣东北大地上矗立
着一座人类早期文明发展史上的丰碑：
世界陶冶和稻作农业起源地——万年仙
人洞与吊桶环遗址。

早在1961年，考古工作者就曾来到
这里开展工作，随后还有中美农业考古
队的两次联合考古活动。目前，这里共
出土石器727件 （片）、骨器245件、蚌
器158件、原始陶片890余块、人头骨4
个 （片）、人骨标本20多件，以及近10
万件 （片） 兽骨等。其中，早期原始陶
器和稻属植硅石的发现最为引人瞩目，
成为震惊世界的两项重大发现：距今约
一万七千年前的原始陶器；距今约一万
二千年前的人工栽培稻植硅石遗存。人
们简称“万年陶器与万年稻作”——此
处的两个“万年”，都与“万年县”县名
的由来没有关系。

县名研究表明，“万年”作为县名，
不论是因县城选址“以县治于万年峰之

阳而得名”，还是因“万年乡”繁衍至
“万年县”而得名，还是“祈望大明江山
永固万年而得名”，但这一点是肯定的：
江西省的“万年县”之名，始于 1512
年，至今有500多年历史。

在万年县城东北13公里处，有一个
远古先民的最佳栖息之地——避风雨御
严寒的山洞：最长处 60 米、最宽处 25
米、最高处16米，人称“仙人洞”。在
仙人洞西南的条形山岗上，两块巨石相
交而呈拱状，因形而名“吊桶环”，是远
古先民进出仙人洞的主要通道。

这“洞”，这“环”，对探索中国古
代文明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
考古发掘和多学科检测，在仙人洞和吊
桶环，均发现许多前所未知的旧石器时
代的事，包括发现了人类第一次稻作栽
培的证据。

获取这些证据，破解沉睡于仙人
洞、吊桶环地下的无字天书，让人们认
识考古、感知历史、汇通古今、传承文
明，也就有了《人类陶冶与稻作文明起
源地 ——世界级考古洞穴万年仙人洞与
吊桶环》这本承载很多水稻知识的食品
科普图书。编写人员突破以往考古书籍

多以叙述为主的模式，融科学性、知识
性、趣味性于一体，以实物作证，让事
实说话，恰到好处地插入“旧石器时
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洞
穴”“超级稻”等“知识链接”栏目，还
介绍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为水
稻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9年10月，稻花飘香。我和李竞
生先生在一个食材与新媒体座谈会上相
遇，聊起水稻，它在我国播种面积最
大、消费人群最广、消费量最大，也是
全球一半人口的食材。当我们忆起《人
类陶冶与稻作文明起源地 ——世界级考
古洞穴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这本书和
谈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的时候，
都很感慨：作为水稻的故乡，中国不断
书写水稻发展史上的壮丽华章。

（作者系中国药膳研究会副会长兼民
族药膳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食品科普创作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近日发布《警惕“炒鞋”热潮 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简报。简报指出，近期国内球鞋转卖
出现“炒鞋热”，“炒鞋”平台实为击鼓传花式资本游戏，各义务机构应高度关注，采取有效措施切实防范此类风险。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尽倾江海中，赠饮天
下人！”这是之前火爆网络的一首改编诗，立意浩大，
境界深远，从中可见中国“以酒会友”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极爱喝酒，各种场合都少不了酒。“白日
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喜悦得意之时饮酒作
乐；“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别时用
酒寄托惜别之情；“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独处时用酒聊慰内心的孤
寂······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酒，不可缺少。

那你可知道，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饮酒的
吗？

先说点题外话的。中国最早的陶器出现在大约
20000年前，拥有世界上最早的陶器生产记录， 大约
有16个遗址可以追溯到20000到10000年前。在新石
器时代早期 （约9000-7000年前） 陶器就具备了各种
形态，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功能专门化的容器出现
了。陶器的种类越来越多样化，形成了一些具有区域

特色的容器。新的容器类型包括带腿或不带腿的高圆
柱形罐子、球状罐、碗和杯子，其中球状罐是最广泛
的类型之一，分布在从黄河到长江流域的广泛地区。
但是，这些陶器早期并不一定是为了盛酒而出现。

再来说酿酒。谷物酿酒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生物化
学反应过程：一是糖化，二是发酵。谷物中的淀粉在
淀粉酶水解作用下生成可发酵的糖，此过程称为糖
化；可发酵的糖在酵母的作用下转化为乙醇和二氧化
碳，此过程为发酵。由于酵母在环境中普遍存在，因
此很容易被引入，所以最关键的一步是淀粉糖化。

在古代中国，用发霉的谷物制成酒曲，用酒曲中
所含的酶制剂将谷物原料糖化发酵成酒。酒曲上生长
有大量的微生物（主要是霉菌），还有微生物所分泌的
酶(淀粉酶、糖化酶和蛋白酶等)，酶具有生物催化作
用，可以加速将谷物中的淀粉转变成糖。用酒曲酿酒
是中国一大发明创造，可谓闻名于世，是中国古代劳
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亦是中国白酒酿造技术的鼻祖。

陶器的出现、使用和中国古代酿酒技术起源这两
者之间又有什么联系呢？我们的祖先最早是于何时开
始酿酒并饮酒的呢？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广泛使用的球状罐通常有着
一个小嘴、窄颈、球肚，这种容器形式极为适合储存
液体，是常用的容器。这种容器可用于发酵酒，因为
它的窄颈可以有效地密封，以排除尽可能多的空气，
提供谷物发酵的厌氧条件。学者研究分析了从河南贾
湖遗址出土的球状罐 （约9000~7500年前） 残留的化
学成分，发现陶罐上残留有淀粉残渣、谷物形成的植
物化石和一些霉菌酵母菌。这一发现证实了在新时期
时代早期，中国人就已经开始用酒曲酿制酒，中国最
早的酒可追述到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另外，对于很多人都喜爱的啤酒，我们都认为是
在19世纪正式传入中国，属外来酒种。可事实上经研
究发现，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时期 （公元前5000~2900
年） 中国古代就有了“啤酒”。通过对米家屋遗址出
土陶罐的淀粉、植物岩和化学残留物分析，发现早在
5000年前，中国人就利用专门的工具，创造了良好的
发酵条件，建立了先进的“啤酒”酿造技术。在中国
古代，这种酒被称作“醴”，是用发芽的谷物 （如麦
芽）为原料，经磨碎、糖化、发酵制成的。

与酒曲酿酒不同的是，醴是利用谷芽自身产生的
酶糖化酿制而成的。经研究，中国的醴和啤酒属于同
一类型的含酒精浓度低的饮料。后来由于醴酒精浓度
比较低，不够醇厚，在汉代之后，酒曲酿造的酒逐渐
成为主流，而醴酒则慢慢被人遗忘，因此很多人认为
中国早期是没有啤酒的。考虑到古代中国人对品质的
一贯追求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我相信当年的啤酒口感
也一定不会差。

由此可见，我们的祖先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已经开始酿造啤酒。甚至有人因此提出一个很有趣的
假设：即我们祖先最早种稻种黍的目的，是为酿酒而
非做饭！人们先是发现采集而来的谷物可以酿造成
酒，而后开始有意识地种植谷物，以便保证酿酒原料
的供应，吃饭是从饮酒中带出来的。根据现在已有的
对我国酿酒起源的研究，这种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酒，把人类历史浇灌得跌宕起伏，将琴棋书画熏染
得色彩斑斓。壶里乾坤大，杯中日月长。且酒且歌哉！

（作者系大连医科大学 17 级附属第一医院临床
医学专业学生。指导老师：大连医科大学 解剖学教
研室李潺。配图：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
科，岳辰）

洗衣粉洗衣液之类并不是所有污渍都能清
洁，有些特殊的污渍想洗干净真令人头疼，小
编特地给大家找来了一些好办法。

血 渍 香皂、食盐和淀粉
衣服沾上了血渍不好清洗，可以试试用香

皂、食盐和淀粉。在有污渍的地方撒上淀粉和
食盐，涂抹按压，等几分钟淀粉吸收污渍。

然后再用清水打湿，打点香皂揉搓，这时
候污渍可以比较容易被去除了。注意一定不能
用热水哦，因为血渍内含蛋白质，遇热会凝
固，不易溶化，用冷水就可以了。

果渍、咖啡渍 牙膏+清水
夏天到了多吃水果，吃水果时候不小心溅

出来的果渍，还有喝咖啡的咖啡渍之类，可以
用牙膏清洗。

牙膏具有漂白的功能，去污效果也很好，
及时刷洗衣服能立马变干净，注意一定不要让
污渍留存时间太长哦，最好立马去洗，久了变
顽固性污渍就不好清理了。

霉 渍 热水+漂白剂
潮湿环境下衣服太容易发霉了，霉渍斑点可

以用漂白剂来解决。准备一盆热水，倒一小杯量
的漂白剂混合，把发霉的衣服放进去浸泡1小时。

汗 渍 小苏打+柠檬
用小苏打和水混成糊状抹在衣物汗渍处，

因为小苏打也是一种表面活性物质，可以与油
脂发生乳化作用，从而去除汗渍的油污。

如果衣物汗渍发黄比较严重，可以再加点柠檬汁混合浸
泡，因为柠檬汁是酸性的，遇到碱性的污渍可以发生酸碱中
和反应，破坏了污渍的性质就能很快洗干净。

汽油污渍 洗手液
衣服不小心蹭上了汽油污渍，怎么都洗不掉？用洗手液很快

就能搞定哦。只需在衣服干燥的时候，将洗手液涂在污渍处，静
置两分钟后再揉搓，最后用清水洗净，晾干之后就恢复洁净了。

毛绒玩具 少量洗衣液+柔顺剂+机洗
很多朋友也不太清楚家里的毛绒玩具大娃娃怎么清洗，

确实，毛绒玩具吸水后特别难晾干。建议是用机洗，倒入少
量的洗衣液即可，同时毛绒玩具用柔顺剂保证洗完的毛还能
光滑，没有柔顺剂用一点护发素代替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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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张淳） 家附近有哪些养老
服务设施，怎样申请养老补贴，需要上门送
餐该找谁？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
的老年居民可通过一个手机小程序了解这些
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并在线生成个性化养老
服务清单。

这一“五里桥街道养老顾问”微信小程
序已经上线。打开小程序，政策法规、服务
地图、社区活动、辅助器具等栏目以“九宫
格”方式显示在界面中，社区老年居民可根
据需要查找所需信息和服务。老人在小程序
上填写个人年龄、居住地址、是否低保或独
居老人等基本信息后，可一键生成针对自身

情况而制定的养护清单。
据了解，“养老顾问”是上海市民政局

在去年5月启动的试点工作，首批68家社区
“养老顾问”点均设在街镇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内，由现有工作力量及街镇养老工作管理
人员提供顾问服务。

五里桥街道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是第一批
挂牌的“养老顾问”点，接受咨询中工作人
员发现，还是有不少社区老人不清楚身边的
养老服务资源，不了解现有的养老服务政
策，不知道如何申请服务和补贴。

为解决养老服务资源供求信息不对称的
难题，街道开发了这一小程序，同时将“养
老顾问”升级至“2.0版”，由原来的1个站点
拓展至包括红十字救护站、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在内的30个站点，覆盖街道19个居委。
服务内容也从接受咨询拓展到为老人量身定
做养护清单、代办养老服务业务等。

“养老顾问”对接上海市、黄浦区两级
养老服务平台，及时汇总最新的政策信息，
整合街道内的各类养老服务资源，通过养老
顾问微信小程序这一信息化助理，根据老人
需求，精准筛选、匹配资源和政策。

手 机 小 程 序 定 制 个 性 化 养 老 服 务

日前，“国贸咖啡+嘉年华第二季烈焰咖啡”活动在中国
国际贸易中心举办，为京城咖啡业界和咖啡爱好者提供了难
得的周末好去处。由北京市咖啡行业协会主办的这一活动，
呈现出竞技——咖啡职业联赛（LCCC）、市集——世界各地
精品咖啡荟萃、评比——首届中国进口咖啡原豆烘焙评比、
论坛——中国咖啡高峰论坛等四大亮点。

王健 王志翔 摄影报道

上海市律师协会金融工具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朱峰表示，交易平台进
行“炒鞋”的行为模式已经和证券市场的交易模式极其类似。目前各“炒
鞋”平台还游走在黑与白的边缘，尚待监管部门给予更明确的规范与指引。

“在逐利的贪婪下，部分消费者使用消费贷越来越不理智，一旦‘炒
鞋’失利，贷款逾期归还，最终可能会影响个人征信记录。对金融机构来说
也会产生很多不必要的坏账，需要引起足够重视。”朱峰说。

“某些平台的运作模式类似于期权交易，而这类金融业务需要批准，可
能涉嫌非法经营。”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刘宪权表示，此类行为也可能为某些
违法犯罪行为（比如洗钱）创造条件。 （据新华社电）

涉嫌金融违规 如何有效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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