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善于
创造的民族。劳动是光荣的，它
为我们开创了未来。劳动不仅是
财富的源泉，更是幸福的源泉。
世间一切美好的梦想，都需通过
诚实劳动方能实现。

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应珍视的
美好品质。我们的祖先以劳动为
荣，如今，我们身边的工人、农民、
医生、教师、工程师、警察等，他们
作为普通劳动者，每天都在为社
会的正常运转和我们的幸福生活
辛勤付出，为祖国的繁荣强大不
懈努力。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劳
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
创造美好生活是每个人的追求和
梦想。实践证明，劳动是一种创
造性活动，通过劳动，我们可以创
造出美好的生活。在当下这个时
代，我们劳动不仅是为了满足生
存需求，更是为了追求更高品质
的生活。劳动不仅创造了美好生
活，更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首先，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现
在物质生活的丰富上。人们通过
劳动创造出各种丰富的产品和物
资，从食物、衣物、住房到各种日用
品，都是劳动的成果。在现代社

会，审美、功能、品质俱佳的产品层
出不穷，这正是劳动不断创造美好
生活的体现。这些丰富的物质产
品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其次，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
现在社会福利的提升上。劳动所
得的收入不仅满足了个人和家庭
的生活需求，还用于社会福利的
改善。劳动创造的税收用于医
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提高
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这使得
每个人都能享受到更好的社会福
利，生活更加美好。

此外，劳动创造美好生活还
体现在文化艺术的繁荣上。劳动
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作
品，如音乐、电影、舞蹈、书籍等。
这些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
活，使生活更加有趣、多彩。同
时，劳动也为文化艺术产业的发
展提供了动力，为社会的文化艺
术繁荣作出了贡献。

劳动还能培养人的毅力和坚
强意志。劳动是一种付出和奉献，
需要人们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需
要人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劳动
中，人们可以培养自己的毅力和坚
韧性格，增强自我修养和意志品
质，提高抗压能力和适应能力。劳
动教会了人们坚持和努力，使人们

更加成熟和自信，为人生的成长和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相信许多人还记得那首《劳
动最光荣》的歌曲，它唱道：“幸福
的生活从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
造，劳动的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
造最光荣。”因此，我们要学习歌
曲中的大公鸡、小喜鹊、小蜜蜂，
不要像贪玩的小蝴蝶那样。作为
劳动者，我们要向老一辈的劳动
模范学习，如大庆油田的铁人王
进喜、大寨村的陈永贵、北京的环
卫模范时传祥、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等。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
样。在我们茂名市，也有农业种
养专家、全国劳动模范李瑞伟，茂
名石化公司技师、中石化系统劳
动模范张恒珍，以及种植荔枝、龙
眼、橘红的劳动模范人物林常珍、
何建和、朱新、梁平、刘锐波、傅杰
东、刘植良、陈伟清等。还有我们
身边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他们用
劳动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幸福生
活，创造了未来。他们都是值得
我们尊敬和学习的。

让我们共同赞美劳动，期待
每个人都能热爱劳动、成为劳动
的主人。让劳动伴随我们一生，
成为辛勤的劳动者，我们定能收
获快乐和幸福。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
王如晓（市区）

“特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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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报道，5月7日，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
告 ( 征 求 意 见 稿)》( 简 称《征 求 意 见
稿》)。《征求意见稿》拟规定，对生产、销
售、经营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
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
品，以及发布相关广告、商业宣传等行
为发出“禁令”。

“特供”“专供”“内供”等假冒伪劣
酒类商品，不仅损害了党政机关和军队
形象，也扰乱线上线下市场秩序，欺骗

误导消费者。早在几年前，相关部门就
已对“特供酒”进行整治。市场监管总
局此次出台的《征求意见稿》，除了包装
外盒、瓶身外，还针对产品标签等附属
物料也做了更加详细的规定，等于查漏
补缺，要求更加细致，可以进一步规范
相关产品生产与销售，打击擦边球与浑
水摸鱼的情况。随着国内法律法规的
不断健全，酒类知识普及力度的不断加
大，以及消费者理性的回归，‘特供酒’
乱象将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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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日报日前报道，电白区作
为 2023 年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公布
的首批 18 个甘薯产量提升行动重
点县之一，全力推进甘薯产量提
升行动，采用新技术、新模式，培
育甘薯产业新质生产力，推动甘
薯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提质
增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兼备的
良好效应，成为该区富民增收的
又一特色产业。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全方位夯实粮
食安全根基”。甘薯又称“番薯”、
红薯，在我市是仅次于水稻的第二
大粮食作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更加
多元化。近年来，电白区不失时机
地抓住机遇，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
深入推进甘薯增产提质行动，打造

电白甘薯新品牌，谱写甘薯产业高
质量发展新篇章。

去年电白区成为广东省农业
农村厅公布的首批 18 个甘薯产量
提升行动重点县之一。电白区乘
势而上，积极作为，依据《广东甘薯
产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
2026 年）》，及时制定产业规划，出
台奖补措施，部署创建一批甘薯产
量提升重点镇示范点。与华南农
业大学茂名现代农业研究院、茂名
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合作，借助科
研技术力量，着力培育甘薯产业体
系新质生产力，推动甘薯产业机械
化、品牌化、市场化发展，使电白甘
薯产业走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科学培养种苗，创新种植技
术，实现种植智能化、绿色化、无
害化，是甘薯产业提质增效的关
键。甘薯传统种植模式产量低、病

害多、效率低，产品质量差，与当今
高品质多元化的食物市场需求有
较大差距。突破甘薯种植瓶颈，选
育优良品种、培养“无毒”种苗是首
要步骤。传统上农户的甘薯种苗
都是自留或农户之间互换，容易造
成甘薯品种退化，病毒不断繁殖、
叠加，严重影响产量和品质。为全
面推广种植户甘薯脱毒种苗种植，
电白区加快甘薯脱毒健康种苗繁
育基地建设。电白区小良镇岭圩
村委会的广东省农芯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就是一家以甘薯脱毒健康
种苗繁育、推广为主的现代农业科
技公司。该公司开展甘薯种苗繁
育、试验，向种植户提供优质脱毒
健康甘薯种苗。要实现产品提质
增量，就要创新生产技术，走以绿
色高效智能化技术体系为支撑的
生产模式。如电白区坡心镇盐仓

村委会广东象郡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的甘薯基地，施肥、浇水采用无
人机，效率高、效果好。此外，电白
区还大力推广甘薯与不同作物间
套种、轮作等技术模式，充分利用
冬闲田、果园林地、旱坡地、复耕撂
荒地等增加甘薯种植面积，扩大种
植规模。通过示范片创建，积极推
广甘薯耕、种、收全程机械化技术
以及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模式等，
减少人工投入，促进甘薯标准化生
产，带动甘薯大面积单产提升和均
衡增产。现在，电白区创建了5000
亩甘薯高产高效示范片，甘薯常年
种植面积6万多亩，产量超过11万
吨，单产达1800多公斤/亩，这个数
据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电白甘薯
品质优良，市场前景广阔，甘薯产
业全面提升初见成效。

“种得好”不等于“卖得好”，

“卖得好才是真的好”。创新营销
模式，提升产品效益，是甘薯产业
提质增量的目的。目前，电白甘
薯注重创意营销，主要采取电商
营销、产品展销、与商家对接、保
价收购等方式，产品销售前景看
好。据了解，目前电白区种植的
甘薯品种主要有玛莎莉、丝滑、小
香薯、人参薯、一点红等。这些品
种口感好、市场欢迎度高。比如
丝滑，口感香糯，电商平台销售价
每公斤可达 40 元；小香薯属于高
产品种，每公斤能卖 12—14 元。
电白区观珠镇葛山村委会草糠种
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谢远新，是
一位在电商销售领域的“能手”，
他从事甘薯电商已经 5 个年头，拥
有自己的品牌商标，在抖音、快
手、淘宝、拼多多、阿里巴巴等电
商平台上年销售甘薯不少于 200

万斤。他自己的甘薯基地供不应
求，与其他农户签订甘薯购销协
议，并以不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回
购农户种植的甘薯。甘薯营销呼
唤更多这样的销售“高手”。

“薯传霞洞”，《电白县志》及坊
间对“番薯王”林怀兰故事的传播，
可谓妇孺皆知。明朝万历年间，在
霞洞行医的林怀兰历经艰辛，将番
薯种由交趾（越南）引进到霞洞落
地生根并传播出去。打造电白甘
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能忽视文
化内涵。要深入挖掘霞洞甘薯文
化价值，同时依托番薯文化底蕴，
推动霞洞甘薯国家地理标志认定
和标准化生产。加快谋划建设霞
洞镇番薯产业园，打造电白甘薯优
质品牌，助力推进“百千万工程”，
谱写电白甘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
篇章。

培育甘薯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
特约评论员 崔耀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