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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晚报讯 记者和沛蓉 黄楚凡 高
州市高凉旺角食品有限公司注册于 2023
年，前身是高州市谢鸡镇旺角酒家饼厂，
专注于食品生产 30 多年，连续十年荣获
广东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公司旗
下“高凉旺角”月饼品牌是高州市知名月
饼品牌之一，其中专注于传承和推广具有
地方特色的旺角鸡丝五仁月饼，于 2022
年和 2023 年被评为茂名十大特色月饼。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该公司，了解高凉旺
角月饼生产制作过程以及如何在传承与
坚守中擦亮品牌。

当天，记者在高州市高凉旺角酒家一
楼看到，各式各样的月饼摆上货架，品种繁
多、口味包装多样，吸引了来往客人挑选采
购。“我们生产有五仁叉烧月饼、五仁月饼、
鸡丝五仁月饼、莲蓉月饼、蛋黄莲蓉月饼、
冬蓉月饼、哈密瓜味月饼、核桃豆沙月饼等
品种。”高州市高凉旺角食品有限公司老板
袁汉清表示，一直以来，公司专注广式月饼
的制作，传承祖辈手艺，特别注重健康与品
质，在口味上兼顾传承和创新，得到了不少
消费者的关注与青睐。

现在逐渐进入月饼销售旺季，该公司
已接到不少客户订单，正紧锣密鼓地照单
生产。在袁汉清的带领下，记者进入月饼
生产车间看到，环境干净整洁，制饼工人都
穿工作服上岗，并佩戴帽子及口罩，分工合
理，有条不紊地对月饼进行加工。现场一
片繁忙，秩序井然，阵阵浓郁的月饼香味扑

面而来。
记者了解到，该公司早已引进了先进

大型的烘焙生产线，月饼制作大多采用机
械加手工生产出来，其中人工操作的成分
较少，像成形、烘焙、包装等都是采用机
械。“我的父亲袁锦秀是谢鸡镇旺角酒家月
饼的创始人，1968年就开始做饼，还将其手
艺传承给了我。我们经历了传统的作坊式
纯手工制饼，到现在以机械化制饼为主。
不论是哪种方式做饼，不变的是几十年制
作工艺背后的传承与坚守。”袁汉清表示，
高凉旺角食品有限公司会一直坚持在好心
高凉做好饼。

当前，鸡丝五仁月饼是“高凉旺角”月
饼品牌中的核心品种。在现场，记者品尝
了高凉旺角鸡丝五仁月饼，发觉皮薄料
好，五种果仁颗粒大且饱满，幼长鸡丝色
泽金黄，细腻均匀，嚼劲十足，清香爽口，
味道甜而不腻。袁汉清介绍，鸡丝五仁月
饼已有 30 多年制作历史，其制作工艺成
熟，选用荔林下自养的足月份农家鸡，去
骨后经多道工序制馅而成鸡丝，保证味道
鲜美纯正；花生油也是公司油厂自产自
用，保证原料天然健康。现在鸡丝五仁月
饼品质颇有口碑，市场占有率和认可度较
高，在粤西地区以及大湾区是极为畅销的
产品。“数十年来的匠心坚守，只为守护

‘团圆的味道’。欢迎大家前来品尝购买，
高凉旺角月饼陪你喜过中秋！”袁汉清热
情地推介着。

高州市高凉旺角食品有限公司用心制作“高凉旺角”月饼

数十年匠心坚守 传承家乡好味道

高凉旺角月饼产品展示。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摄

茂名晚报讯 记者陈琴 通讯员杨进福 近日，电白
区马踏镇以镇村联动机制，妥善解决了一起因山岭土
地界限争议引发的村民纠纷。此次调解不仅有效化解
了双方矛盾，还进一步增强了村民之间的理解和团结，
为乡村治理树立了典范。

据悉，今年 6 月，该镇天星村委会郑屋地村村民郑
某与区某因一块边界模糊的土地使用权归属问题发生
争执，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导致邻里关系紧张，影
响了村庄的和谐氛围。村委会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视，
力求快速、公正地解决纠纷。

天星村委会主任梁旺带领村“两委”干部、五级网
格员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面对面沟通，详细了解
纠纷缘由，听取双方诉求，并尝试通过协商找到突破
点。同时，邀请村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参与调解，利用其
威望和经验引导双方理性表达意见，但双方各执其词，
依然争议不止。

天星村委会调解遇到瓶颈时，及时上报至镇级人
民调解委员会，请求专业指导和支持。马踏镇驻村干
部带领驻村工作组多次深入现场了解实际情况，并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村级调解提供法律意
见和调解方案。

经过镇村联动调解，双方当事人在充分理解和尊
重对方立场的基础上，达成了和解协议。协议明确了
山岭土地使用权归属，并约定了双方共同维护边界、友
好相处的具体措施。双方握手言和，表示将珍惜邻里
情谊，共同为构建和谐乡村贡献力量。

本次土地争议纠纷的成功调解，充分展现了“四级
联动”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强大效能和独特优势。据
马踏镇主要领导介绍，在未来的工作中，该镇将继续深
化“四级联动”机制建设，加强基层调解力量，提高调解
效率和质量，为村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专业的纠纷
解决服务，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营造更加和谐稳定
的社会环境。

因土地问题邻里起纠纷

马踏镇以镇村联动成功化解

茂名晚报讯 记者李光耀 通讯员高
干“作为学生，我们要劝导我们的父母不
要大操大办升学宴，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表
达感谢。”信宜市丁堡镇准大学生小吴
说。7-8 月，信宜市奖“励”季，不设“升学
宴”，奖教奖学“奖”不停，文明风吹遍玉都
大地。

考上众人期待的高一级理想学府，考
取优异成绩等，一直是家庭、家族、母校、家
乡的荣誉，“升学宴”代表着孩子取得了优
异的学业成绩，是对家庭和父母教育的肯
定和回报。过去，无论城镇还是乡村，亲朋
好友都会蜂拥而至，给予祝福和贺礼。多
年来，信宜市以“一次奖教奖学会”“一张合
影作留念”“一个电话表谢意”“一条微信
（短信）送祝福”等简朴文明的方式代替“升
学宴”以表贺意和激励。从事上门办酒席
生意多年的张生说：“以前，7月下旬至8月
份，是农村办‘升学宴’的旺季，业务单应接
不暇。现在办酒席的少了，以座谈会的形
式发放奖教奖学金多。”

8 月 11 日，信宜举行 2024 年高考奖
教奖学助学大会，共奖助 313 名师生，以
及一批先进集体，共发放奖教奖学助学
金 261.55 万元。 8 月 12 日，革命老区池
洞镇扶参村举行 2024 年扶参村奖教奖学
表彰大会，向 106 名优秀学生和 5 名优秀
师颁发 7 万多元奖教奖学金，激励学子
们传承红色基因，努力学习，成为国家栋
梁之材。“村里对我的关心和鼓励，我
会化作学习动力，朝着人生目标更加努

力，将来为家乡争光。”扶参村一名获奖
学子表示。

热心乡贤慷慨解囊，100元、200元……
到数十万元，力不计大小，一点一滴，皆为
深情厚谊，情无分浓淡，一枝一叶，均是关
爱支持。近段时间，信宜市县、镇、村和部
分姓氏宗亲及社会各界鼎力资助、同兴教
育，纷纷开展奖教奖学助学活动，尊师重
教、奖学助学蔚然成风，再掀奖教奖学助学
热潮，再次擦亮了信宜教育公益品牌，也进
一步彰显了信宜这座千年古城的城市温
度。自2005年成立信宜市奖教奖学助学促
进会以来，收到各地捐助资金 2469.3 万
元。20年来，市级奖励了特优学子 271人，
奖励老师546人次，奖助品学兼优贫困学子
1452人，奖助资金1619.3多万元，带动了全
市各镇（街道）以及许多村（社区）广泛开展
奖教奖学助学活动，营造了浓郁的尊师重
教氛围。各级奖学金的数额虽然不算大，
却能帮助学习优异但家庭困难的学子树立
信心、战胜困难、继续学业，是物质保障更
是精神慰藉，“一人上学、全村支持”成为一
种乡风文明，“全村人的希望”不再是一句
戏谑之言，而是满载希冀的自我激励。

“各镇（街道）用集体奖励表彰的方式，
带动大家一起抵制‘升学宴’，既满足了大
家庆贺的需要，又刹住了‘人情歪风’陋
习。党员、准大学生家庭率先垂范、主动作
为，从谢绝‘升学宴’抓起，让移风易俗从

‘小气候’成为‘大气候’。”信宜市文明办相
关负责人表示。

信宜升学不设宴“奖”出文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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