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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花生油“香”“鲜”美味留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黄宇彬

民以食为天，对中国人来说
煎、炒、烹 、炸每道菜都离不了
一勺喷香的油，在食以鲜为上的
广东，油是吊出食材鲜味的关
键，而花生油因有独特的香味，
广受消费者青睐。

“香”，是大家对花生油的最
基本要求。当记者走进杜继雄
的广东匠心花生油生产有限公
司，花生油的清香迎面而来。据
杜老板介绍，制作花生油的过
程，每一个步骤都有不容忽略的
细节，才能做出“炒菜够味，闻着
香，吃着也香”的花生油。

传统的花生油制作技艺主
要分为火炒、石碾、火蒸、包
饼、排榨、槌撞六道工序，在
高州地区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而杜继雄和花生油结缘，不但
因为受到爷爷和父亲长期从事
榨油工作的影响，更因一次偶
然回家，被乡下土榨花生油的
香味所吸引，令他回忆起童年
时花生油的香味。于是，他毅
然决定开一家花生油作坊。多

年以来，杜继雄不断的摸索研
究，把花生油的品质像艺术品
一样去追求，所以油坊榨取的
乡下花生油在当地深受乡邻喜
爱，产品供不应求。但随着人
们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作
坊生产已经不能满足要求。

为了更好地传承并发扬传
统花生油的制作技艺，把传统
工艺中的破碎、高温蒸、火炒
等几个关键点设计成能用电脑
控制的流水线，杜继雄设计了
一套电控的三联炒锅系统。这
是国内第一条这样的生产线，
并于 2020 年获得国家专利。高
凉花生油传统制作技艺也于
2021 年被茂名市人民政府批准
纳入茂名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而
杜继雄也被评为高州市非遗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为了让消费者吃上健康的
“放心油”，匠心花生油公司严
格遵守“入库必检，出厂必
检”的制度，花生原材料入库

前通过大型电脑色选智能选
豆，榨油后需进行黄曲霉素等
项目的检验，成品油出厂时必
须进行十项严格检验，只有在
各项指标合格的情况下，才能
出厂，确保每一瓶花生油安全
放心的进入大众家中。

杜继雄观察发现传统的粮
油店市场已经十分饱和，只能是
从线上渠道打开销售新模式。

于是他带领工厂员工组成直播
团队，直播间就设在工厂内，可
以让消费者直观看到花生油的
生产过程，展现最真实的一面。

有了过硬的品质保证，匠心
花生油很快就受到了全国消费
者的喜爱，走出了茂名。据了
解，自开展直播销售 2 年多来，
已在抖音平台累计销售 60 余万
件花生油。后台资料显示，他的

网店评分中商品体验、服务体
验、物流体验均为 5 分满分，超
过 100%同行，包括回购率在内
的多项花生油销售数据在同类
商品销售榜位中位列前茅。

杜继雄说：“获得如此成绩，
是对我们产品的肯定，我们不能
辜负消费者的认可，更加严格把
关产品质量，让更多消费者吃到
好油、放心油。”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昊 摄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梁郁文
通讯员 陈万琼 董天忠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为破解制
约“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的人才瓶颈，化州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立足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需求，深入实施“粤菜师傅”

“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
程，稳步推进技能培训工作，为化
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该局以“粤菜师傅”“广东
技工”“南粤家政”“乡村工匠”
等项目人才培养为抓手，今年以
来共完成“粤菜师傅”培训 180
人次、“南粤家政”工程培训
716人次、“农村电商”培训 252
人 次 、 补 贴 性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1737 人次；组织开展人才沙龙
活动 6 场、人才交流活动 7 场、
15 场人才惠民活动、农村电商
和乡村工匠培训 11 场，不断提
升“乡村工匠”技能水平和专业
素养，促进劳动力就近就地灵活
就业。以持续擦亮“粤菜师傅”
金字招牌为目标，在成立茂名高
凉菜系研究院化州分院的基础，
积极开展预制菜工作，动员粤菜
师傅实训基地、培训机构开展预
制菜粤菜师傅培育；结合化州特
色饮食文化，联合融媒体中心，
开设高凉菜粤菜学堂化州味道教
做菜栏目，通过线上线下的灵活
宣传方式，不断打造有滋味、有
文化、有故事的“化州好菜”，
持续擦亮化州菜金字招牌，促进

粤菜文化传承发展。
同时，以擦亮“温暖人社”服

务品牌为依托，组织开展乡村致
富带头人、“田秀才”“土专家”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活动中，乡土人才当“师父”，
讲致富经，做好“传帮带”，田间地
头现场教学，手把手传授技术，畅
通青年干事创业渠道，增加一批
新农人，拓展一批新企业，发展一
批带头人；通过化州市乡村振兴
人才驿站积极组织各镇（街道）乡
村振兴人才驿站专业技术人员，
以提高镇村两级干部专业知识水
平为抓手，有针对性地开展产业
政策、果树管理、蔬菜种植、禽畜
养殖等方面的培训，着力打造一
支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队伍。

■记者 周燕红 通讯员 曾霞

本报讯 结合绿美高州生态建设和东
岸镇油茶产业的发展，近日，高州市东
岸镇人大以村级联络站为平台，通过以
主题接待、夜访民情等形式，为油茶小
镇建设搭起“连心桥”。

近年来，东岸镇党委、政府提出调
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一村一品”
特色农业。东坡村党支部结合本村实际
以合作社为重点，通过流转撂荒山林地打
造油茶示范种植基地。但由于油茶产出周
期长、投入成本大、产业链不完整，导致
群众反应强烈，种植油茶意愿摇摆。为突
破这些问题，该镇由业务相对熟悉、工
作相对了解的代表和单位负责人组成

“油茶小镇”建设专项小组。专项小组利
用晚上休息时间，以“夜访夜谈”拉近
干部与群众的距离，提振群众发展油茶
的信心和决心，自今年3月以来，落实油
茶新增造用地面积1000多亩。

夜访过程中，专项小组与群众聊生
活，话油茶，宣传讲解油茶种植自然优
势、惠民政策、发展经济效益分析。针
对群众反馈的问题，广泛集中民智、找
出“破题”口，解开群众“心结”。截止
到目前，全村共400多户参与了该项目开
发。预计油茶丰产后，农户每年每亩可
收益2000元以上。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围绕油茶
产业发展，东岸镇人大共开展了“夜访
选民”活动 12 多次，收集群众意见建议
30 多条。在活动中东岸镇人大把实现
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盯社会经济发
展过程中涉及群众民生的重大问题，让
油茶小镇建设更贴民心、更顺民意，也
让产业发展走上了“新车道”。

■记者 张伍 通讯员 李祖民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暑假期间学生
防溺水工作，做好涉水经营场所急救知
识宣传教育工作，日前，高州市潭头镇
组织在花田美度假村泳池开展心肺复苏
急救专项培训。活动邀请镇卫生院相关
的医护人员进行现场授课，镇应急办、
公共服务中心、社工站、花田美旅游度
假村等有关部门的干部职工共 30 多人参
加了活动。

此 次 培 训 注 重 “ 实 用 ” 和 “ 到
位”。授课老师通过“理论讲授+现场演
示+实践操作”的形式，认真讲解基本急
救知识、心肺复苏的基本流程、步骤、
操作要点，包括胸外按压部位、频率、
深度、按压与吹气比例等。讲解过后进
行实操，授课老师利用人体模型模拟突
发心跳呼吸骤停，详细演示心脏按压、
人工呼吸操作等，手把手教学、及时纠
正学员不规范的动作。通过授课和现
场演示，不仅让参加培训的人员掌握
了心肺复苏的操作方法，也让大家进
一步认识和了解到心肺复苏的作用与
重要性。

培训活动结束后，花田美旅游度假
村的负责人方先生表示，心肺复苏急救
已经学习过很多次，但是现场由“白大
褂”亲自授课的，学到的知识更加专
业，更加实用，更加让人安心。

下一步，潭头镇将继续在辖区内开
展应急救护知识和技能培训，为广大干
部职工和辖区居民提供一个学习急救知
识、掌握救护技能的平台。

■记者 周燕红 通讯员高干

本报讯“城市更文明，生活
更 美 好 ”“ 文 明 城 市 你 我 共
建”……盛夏的信宜街头，湛蓝的
天空，满眼翠绿，绿得让人心醉。
一片翠绿中，造型别致、各具特色
的街头景观小品，不时引得三五
行人驻足欣赏。

“以前的街头、路边看起来比
较沉闷。”信宜市民黄先生告诉记

者，“开展创建广东省文明城市以
来，街头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景
观小品，内容积极向上，色彩鲜艳
明丽，看了让人心情大好。”

在信宜市梅岗公园，闲暇时
段，不少市民带着孩子散步、玩
耍，精致美观的创文景观小品总
会成为孩子留影纪念的“打卡
点”。“造型非常有新意，内容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好读给孩
子们听。家门口有这样的美景让

人感觉很开心！”梁女士笑着说。
用心造景，意在“化人”。

为助力省级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信宜市结合本地文化特色，将思
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结合，
在城区主次干道、商业街区、公
益场馆所、公园广场、交通场
站、旅游景区和全国、省文明村
等点位的显著位置高标准设置了
一批构思精巧、造型美观、主题
鲜明和寓意丰富的景观小品，巧

妙地融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绿色环保、移风易俗、中华传
统美德等内容，既扮靓了城市颜
值，又提升了城市品质，也成为创
建省文明城市的新窗口、新载体、
新阵地，有效拓展了道德规范、行
为准则、文明公约的宣传领域，为
市民群众营造了“处处是景致，
边赏景边学习”的浓厚氛围，让
文明风尚“沁入人心”。

随处可见的景观小品虽小，

潜移默化的影响却大。居住在信
宜城区的退休教师张老伯表示，
这些创文景观小品不仅提高了信
宜的“颜值”，更提升了信宜城
市向上向善的内在“气质”，让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城市
创建深入人心，形成人人共建共
享的生动局面，群众思想道德素
质和精神文明水平稳步提升，城
市生活品质和城市形象面貌日新
月异。

信宜创文“小景观”提升“微幸福”

“田秀才”“土专家”讲授致富经 潭头镇举办心肺复苏急救培训

筑牢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夜访民情解难题
构筑油茶富民路

“南粤家政”工程培训。 通讯员 董天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