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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尤溪县委围绕青年发展型
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团团约吧、流
动青少年宫等品牌建设，关心关
爱青年成长成才，涌现出多名全
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未来，团尤
溪县委将聚焦党政中心，强化上
海三明对口合作工作；发挥朱子
诞育地品牌优势，举办问渠读书
会、朱子大家说等活动，进一步推
进县域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探
索具有尤溪特色的改革新思路新
模式，书写助力尤溪建设“五区两
县”的青春篇章。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任冠青

“敢为·青年企业家演讲”系列节
目聚焦“企业家精神”，邀请来自智
能制造、民生消费等行业中敢想、敢
为、敢闯的青年企业家代表，通过现
场演讲的方式，讲述青年企业家的奋
斗故事，展现当代企业家精神和青年
企业家的风采，鼓励和引导广大青年
企业家树立实干信念，立志做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
代青年企业家，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
绚丽之花。

明明有着光鲜体面的工作，为何要

“逃离世界 100 强”，跑去“卖鸡卖鱼”？

从对餐饮行业知之甚少的“小白”，到一

步步踩风口、趟低谷，她究竟经过了怎样

的创业沉浮？一路“打怪升级”的她，又

如何将一个个危机转变为机遇，实现自我

成长和战略迭代？在 《中国青年报》与微

众银行“微众企业+”联合推出的“敢

为·青年企业家演讲”系列节目中，姚姚

酸菜鱼、金戈戈香港豉油鸡创始人姚旻汐

讲述了自己的创业故事。

“我最骄傲的，就是自己从来都没有

放弃。”“坚持”是姚旻汐提及率最高的一

个词。创业不会一帆风顺，学会与风险和

挑战共舞是每个创业者的必修课，在姚旻

汐看来，跨越沟沟坎坎也许有运气的成

分，但这背后往往都有坚持的痕迹。用她

的话说：坚持就是最大的运气，坚持会把

我们引向更开阔的境地。

演讲中，姚旻汐娓娓道来，分享了两

个自己通过坚持转危为机的经典案例。

第一个，是刚开始创业时走过的弯路：

她在深圳的商业繁华区开起了自助火锅

店，门店设计得很好看，还别具特色地

采用类似游乐场的门票制。没想到，因

为自助火锅先天毛利就比较低，再加上很

多顾客只是为了体验一把，来这里“打个

卡”，难以形成持久的客户黏度，火锅店

很快入不敷出。

面对亏损，姚旻汐并未轻言放弃，而

是思考如何作出调整，还很幸运地遇到了

后来的合伙人。他们在重新梳理后，发现

了两大问题：一是产品线做得太杂；二是

缺乏品牌意识，以为随随便便开个店，就

可以成为一个品牌。复盘后，他们决定重

整旗鼓，砍掉五花八门的门店和产品，聚

焦做一个品牌。很快，她的第一个餐饮品

牌——姚姚酸菜鱼诞生了。

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姚姚酸菜鱼

最早的店面，是在此前亏损店面的原址上

改建而成的。因为战略做对了，门店业绩

很快实现了 5倍的增长，与此前陷入亏损

的困窘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姚旻汐因此感

叹：“只有坚持下来，不断发现问题，迭

代自己的战略，持续打磨战术，才能够完

成自身的跨越。否则，失败的废墟就只是

废墟而已。”

第二个“迎战危机”的案例，则是在

疫情中实现突围。在姚姚酸菜鱼的商业模

式成功后，姚旻汐又按照同样的底层逻

辑，推出了金戈戈香港豉油鸡这个品牌。

最初，金戈戈是以商场店为主，获得了良

好的口碑。可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一切

都发生了改变。当全国百余家门店瞬间停

业，收入归零，还要负担高额的租金和人

工成本压力，姚旻汐直言当时的第一感

受：彷徨。

不过，彷徨之后，姚旻汐也在坚持寻

找自救转机。在看到社区团购的巨大潜力

后，她和团队迅速对产品进行改良，将

商场店的豉油鸡变为更符合普通家庭需

求的手撕豉油鸡和盐焗鸡，并迅速联系

社区团长、组建零售小程序，实现了疫

情下的华丽转身。如今，金戈戈香港豉油

鸡已经全面下沉社区，在 2022 年就扩展

到了 100家店。

“危机危机，‘危’中是有机会的。”

在姚旻汐看来，创业中总是会不时冒出大

大小小的挑战，“可每次只要坚持下去，

运气就会随之而来。”

谈及敢想敢为的企业家精神，姚旻汐

认为：“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实干在无形中

落地的。”“到一线去，这就是实干。”她

的团队常常会提到“三现主义”这个词，

即到现场去，看一下现实，摸一下现物。

她分享道：前段时间刚去过河南的一个养

猪场，虽然每天都会被身上的猪味儿熏

醒，想凌晨 3点去洗头，可是到一线去能

让她看到最真实的养殖、分割、屠宰过

程，跟供应商面对面讨论货源的质量和稳

定性。

“把这份事业做到极致，带领团队一

直向前走，致力于满足真实的社会需求，

这就是最扎实的企业家精神。”在演讲现

场，姚旻汐也给有兴趣创业的青年提供了

一个“锦囊”：与其一上来就擘画特别遥

远的使命，不如沉下心做好眼前的事。

她发现，虽然创业之初并未想过太宏

大的愿景，但是在扎实实干的过程中，这

份事业的社会价值在不断显现出来。比

如，通过开创良好的运营模式，他们不仅

能够解决大量青年的就业问题，还会鼓励

员工内部开店、开放一些有潜力的店长成

为合伙人，激发出更多年轻人的活力，推

动共同富裕。

这也让她进一步坚信：“如果重来，

我依然会选择这份最具人间烟火气、最有

温度的事业。”

青年企业家是担当有为的开拓者，是

锐意进取的催化剂，他们依靠创新为整个

社会注入活力。青年企业家兼具青年特点

与企业家精神，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活

跃的先锋力量之一。在中

国数字时代的浪潮下，青

年企业家在发展中探索新

机制、培育新文化、激活

新基因，在中国经济发展

的创新赛道上纵情驰骋。

年轻企业家如何与挑战共舞——坚持！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吴欣宇
记者 徐丹阳

在陌生的社交场合总是放不开、想交

新朋友又不敢“破圈”、害怕尴尬只能低

头“刷”手机……如今，随着互联网技术

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线下面对面

社交中，正面临着“社交卡顿”的情况：

一方面没办法自如应对一些线下社交场

合；另一方面会产生回避社交的心理，不

愿意社交。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

查显示，64.2%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存在

心理上或行动上的“社交卡顿”。年轻人

“社交卡顿”的症结在哪里？如何更好地

走到线下去社交？在中国青年报社出品的

新一期 《参数》节目中，几名年轻人分享

了他们对于社交的看法。

“有时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拥抱”

北京理工大学的 00 后王涛，每隔一

两周就会约同在北京的高中老友们线下聚

会。4月的一个周末，他和几个朋友一起

来到朝阳公园，铺开野餐垫，围坐在一

起，一边玩游戏，一边愉快地交流。“虽

然我们在线上也会聊天，但这么好的天气

一起出门踏青，是个很难得的机会。”王

涛表示，相比于线上社交只能隔着屏幕交

流，线下大家聚在一起，更能感受对方的

情绪，会更快乐一些。

在深圳工作的 95 后卢子暄 （化名）
表示，自己很少在线上与别人进行深度交

谈，更多是发一些娱乐消遣的内容。在

她看来，线上沟通无法真正地了解对方

的性格和状态，线下的形象才更加真

实、立体。

北京联合大学生物化学工程学院的学

生马云骏告诉记者，网络技术的发展推动

了线上社交的发展，“网络游戏和即时通

信软件的出现，让对话能在线上完成，很

多人可能会图方便，不想出门，更多地选

择在线上社交”。

“我觉得线下社交很重要。”今年 23
岁的学生丁香（化名）认为，现在很多人

的注意力都聚焦到一个个电子屏幕上，对

周围环境却缺乏感知，“不能完全依靠线

上的人来提供心理慰藉，因为有时我们需

要的是一个拥抱”。

北京联合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张婍表

示，当年轻人把很多时间放在线上，大脑

负荷很大，会出现脑和身“脱节”的状

态，当人处于这种失衡状态时，身体活力

会下降，容易陷入负面情绪中，进而产生

社交回避等情况。“在线下社交时，会有

一种‘具身’的体验，感官是打开的，这

会让我们的情感体验更丰富，更能体会到

与他人连接的快乐。”

什么样的社交会被年轻人回避

回想起曾经参加社区组织的联谊活

动，在医疗行业工作的 90 后卢卢 （化
名） 现在依然会感到尴尬。“在自我介绍

环节，要说自己是谁、做什么，在那种场

合很难敞开自己。”卢卢感觉，现在一些

线下社交活动目的性太强，并且活动内容

也不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很多人只是去

凑人数。”相比于线下联谊会，卢卢更喜

欢瑜伽、手工类的社交活动，她觉得这样

可以让自己专注于活动本身。

卢子暄也表示，如果一场联谊是单

纯的交友，自己会考虑参加，如果目的

是“脱单”就不会去。“人多的时候，特

别是在陌生的场合，不太能放松自己，

会显得不自在，也没办法准确地表达自己

的想法。”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的一项调

查显示，60.6%的受访青年表示回避社交

的原因是“当下一些社交逐渐变味，目的

性强，为年轻人所不喜”。

张婍认为，现在年轻人社交很追求真

实性。“年轻人希望有机会更好地表现自

己，但在一个陌生场合，可能需要付出很

多成本，也会担心别人对自己的印象不

好，从而不愿意社交。”但张婍也表示，

这种想法不一定是真实的，“大家都觉得

在社交场合有很多人看着自己，但实际上

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的感受。如果能放下

对自己的评判，带着好奇心去看一看周围

的环境，可能压力就没有那么大。”

王涛觉得，只有让参与联谊的人感到

舒服，充分展现自己的优势，才算是比较

高质量的社交，“希望给大家一个拉近彼

此的机会，而不是简单把大家聚一块。比

如喜欢打球的，可以组织线下观赛，这样

也更有共同语言。”

在丁香看来，社区也应该在年轻人社

交中发挥一定作用，“如果能举办一些集

市、线下工作坊，我觉得能更好地调动年

轻人参与的积极性，大家的距离也会越来

越近。”

破除“社交卡顿”，勇敢迈出第一步

平时阳光开朗的 00 后学生冯程朗偶

尔也会感到孤独，“有时会想一个人去咖

啡店看书，或是去河边散心。”面对这种

孤独感，冯程朗表示接受，“我们不应该

抗拒，因为它挺正常的”。

丁香也认为，适度的孤独感可能不完

全是坏事，“因为在孤独中会自省、思考

很多东西，我们要做的是怎样更好地和孤

独相处”。

调查显示，71.3%的受访青年表示太

多的虚拟社交反而会感到更孤独。88.1%
的受访青年觉得线下面对面的社交重要。

张婍表示，孤独感和归属感都是身体

重要的力量，但也要警惕，如果只享受

孤独，不建立与他人的连接，可能会丧

失自己在人群中的定位和自我价值感。

“要寻求一种平衡，当一个人待的时间太

长时，要试着给朋友打个电话，或参加一

些社交活动；当社交过度时，也要找个独

处的时间。”

那么，如何更好地克服线下社交障

碍？调查中，63.1%的受访青年建议年轻

人放平心态，减少对于沟通失败的担忧。

中国科学院大学 24 岁的硕士研究生

孙玉坤认为，摆脱“社交卡顿”，首先不

能有太多顾虑。“大可不必担心在社交中

出错，要大胆社交。哪怕在社交场合中不

表达什么，只是感受这个氛围，时间长

了，也会有改善的。”

冯程朗觉得，可以让身边熟悉的朋友

帮助自己“破局”，逐渐拓展社交圈。“之

前我到一个新环境时，也挺内向的。后来

有一次朋友陪我去了，我就慢慢变得开

朗、健谈。”

王涛认为，要善于发现自身的优点，

并将这些优势作为社交的突破口，“当把

优秀的一面展示给外界时，会有人被你吸

引，主动和你聊天，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

越来越自信，愿意与其他人社交。”

如何勇敢地迈出社交的第一步？张婍

认为应该从心态和行动两方面尝试。“我

们经常会给自己贴上‘社交障碍’的标

签，首先要把这些标签撕掉。”她表示，

要认识到“不擅长社交”是很正常的一

件事，要学会自我关怀，“自我评价越

低，就越缺乏自信，表现可能会越糟糕。

要告诉自己大家都会犯错，自己已经做得

很好了。”

在行动上张婍建议，把社交难度划

分等级，从易到难一点点突破，“比如可

以罗列几种让自己觉得有挑战的线下社

交场景，按照难易程度从

1- 10 打分，然后分难度、

分阶段地做，用小胜利带

来大胜利，信心就会慢慢

积累起来。”

走！到线下聚会，砸破社恐之墙

白 杨/摄 制图：林天羽

石楼县是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
合试点县，团石楼县委始终深入贯彻

“好干部”标准，对团干部提出了“坚定
理想信念、心系广大青年、提高工作能
力、锤炼优良作风”的工作要求；坚决
祛除“官本位”思想，将团建工作纳入
党建工作部署和年度考核并建立巡察
机制、加强党组织对灵活设置的团组
织的有效领导、建立党、团联合青年政
治骨干工作机制，坚定不移地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建设为党尽
职尽责、为青年尽心尽力的团干队伍。

团福建省三明市尤溪

县委书记 朱隆基

团山西省吕梁市石楼

县委书记 郭建明

5月 6日，市场监管总局召开制止餐饮浪费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反食品浪费法明确了网络餐饮平台反食品浪费的法定义务，市

场监管总局引导平台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取得积极成效。指导网络餐饮平台在点餐、提交订单、完成订单等环节全流程设置适量点餐提醒；积极优化餐

品供给结构，设置“小份菜”专区大力推广小份饭菜；建立健全正向激励机制，为参与“小份菜”“小份饭”供应的商户提供流量支持，对消费者下单购买

“小份菜”“小份饭”等绿色消费行为给予鼓励性补贴。 漫画：程 璨

“小份菜”引领外卖餐饮新风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