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近日报道，国
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将
化橘红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
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
这一举措既是对化橘红“药食
同源”的认定，也是权威部门
对我市地方农产品的再次认
可，更为地方提供了一个借助

“药食同源”发展经济、振兴乡
村建设的绝佳机会。

化州相关部门趁着这一
新鲜出炉的认定东风，在城区
设立了化橘红专区，展示化橘
红龙头企业的系列产品。通
过视频、图片、专家现场解读、
特色产品展示、人物表演以及
医生面对面把脉等形式，让群
众近距离了解化橘红的历史

文化和功效作用，再次掀起了
认识化橘红的热潮。

化橘红已有 1600 多年历
史，其药用价值不断得到论证
和广泛认可，近年来还陆续获
得了国家级、省级的各种荣誉
称号。从今年 5 月 1 日起，我
市更是出台了相关条例，对化
橘红进行全方位保护，使其药
用价值更具含金量和开发前
景。可以说，化橘红的药用价
值在大江南北已颇具知名度，
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信
赖和推崇。

然 而 ，对 于 化 橘 红 的
“食”用价值，人们可能会感到
陌生。尽管十多年前当地相
关部门就多方申请上级权威
部门对化橘红“药食同源”进

行认定，但对于很多人来说，
化橘红的“食”用形式在短时
间内仍未能与“药”用价值同
步。总之，这个“食”用价值
在人们心目中还比较抽象。
民间或许有不少人对化橘红
的“食”用进行过尝试，也取
得了一些效果，但由于此前缺
乏官方层面的肯定，商场不敢
公开推广，消费者心里也底气
不足。因此，当前需要借权威
部门对化橘红“药食同源”的
认定这一契机，进一步提高消
费者对化橘红“食”用价值的
信任度，拓展其进入市民餐桌
的空间与市场。

那么，如何让化橘红的
“食”用价值得到大众接受、认
可甚至喜爱，使其与早已声名

远扬的“药”用价值比翼双飞
呢？在我看来，我们应当两手
抓，既要抓好“药”用价值的深
度与广度发展，也要抓好“食”
用价值的全面开发，两条腿走
路，不能长短不一。要多举办
活动，多途径、全方位进行宣
传，在以后的化橘红各种活动
中加入“食”用元素；要出台惠
民助民的政策，制定扶助化橘
红“食”用企业发展的措施，从
技术、资金、环境等方面提供地
域上的帮助和支持，助力化橘
红在“食”用方面实现突破、腾
飞。有关部门还应组织专家、
食家对化橘红的“食”用价值
进行深度研究，科学合理搭配
食材，打造美味精品，推出更多
让男女老少都能接受的舌尖上

的美味佳肴，如化橘红月饼、化
橘红咖啡、化橘红奶茶、化橘红
药食类糕点、化橘红药膳汤、化
橘红滋补糖水等各类特色产
品，发挥好化橘红的作用，征服
消费者的味蕾，稳固化橘红的
地位，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化
橘红的“食”用价值，在脑海深
处留下“中国化橘红之乡”有
关化橘红的独特味蕾记忆。

有了国家相关部门对化
橘红“药”与“食”的认定，
有了我市相关条例对化橘红
发展的保驾护航，我们一定能
想出更多更好的办法，让化橘
红的“药”与“食”比翼双
飞，使其进一步成为振兴乡村
经济发展的拳头产品和支柱
产业。

让化橘红的“药”与“食”比翼双飞
朱尧(化州)

据茂名日报报道，为深化
节约意识，传承中华民族勤俭
节约的美德，并倡导绿色环保
生活方式，电白区市场监管局
近日成功举办“崇尚节约，反
对浪费”宣传活动。活动聚焦
文明餐桌与光盘行动，以平实
语言揭示浪费之害与节约之
重，鼓励居民适量点餐、践行
光盘并倡导餐后打包，共筑节

约新风尚。
在经济发展浪潮中，奢侈

浪费之风曾一度抬头，侵蚀社
会风气。因此，反对浪费、倡
导节约成为长期任务。需坚
持不懈，通过教育引导，逐步
消除陋习，树立新风。当前，
一些人忽视了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精神价值，转而追求享
乐奢靡，这不仅助长贪腐，更

损害社会风气。正如古训所
言：“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
节约不仅是民族美德，更是党
的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强调其重要性，号召全社会
共筑节约防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
弘扬勤俭节约精神，为提升社
会文明指明方向。勤俭节约关
乎国家兴衰，是兴业强国的基
石。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我们
都应铭记艰苦奋斗、戒奢戒躁，
坚决抵制奢靡之风。历史见
证，中共先辈在艰苦环境中坚

持勤俭，赢得人民尊敬。这份
精神遗产，值得我们继承与发
扬，以俭素为荣，抵制奢靡。

弘扬勤俭节约，不仅是个
人修养，更是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实现 14
亿多人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
需坚持资源节约、能源低耗，推
动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通过
节约，减少资源消耗，促进集约
利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
活方式，为生态优先、节约集约
的发展模式贡献力量。

近年来，从中央八项规定

到“带头过紧日子”号召，再到
“舌尖上的浪费”治理，节约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未来，需进
一步完善机制，确保勤俭节约
深入人心，成为行动自觉。让
节约之风吹遍社会，成为推动
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
艰。”每一份资源都凝聚着辛
勤与自然的馈赠。让我们从
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共同践
行勤俭节约，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添砖加瓦。

节约资源，从我做起
王平生（电白）

“热门生意”
图/文 陶小莫 杜燕盛

据新华社报道，教育部多次发文，
要求克服中小学教学中的形式主义。
但“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地方
中小学作业依然存在形式主义问题，给
学生、家长和教师造成负担。不少学生
时常要完成拍照、拍视频等留痕类作
业，以及各种网络课程打卡任务。尤其
值得注意的是，困扰学生多年的手抄报
类作业任务量仍较多，以致“代做手抄
报”在电商平台竟成热门生意，有的店
铺销量高达20万单。

形式主义作业带来的危害不容小
觑。教育部门应加强管理，切实按照规
定清理和规范进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
活动，从源头上减少形式主义作业。学
校应加强教学研究，提高作业的趣味性
和质量，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能
力。教育的初心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而不是被形式主义束缚。让我们共同
努力，摒弃形式主义作业，为孩子们创
造一个真正有利于成长和学习的环境。

022024年8月3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吴彤彤 责编 版式：杜燕盛热评热评MAOMING DAILY

电子邮箱：mmrbrp@163.com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
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
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
全国人民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
倡导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与美好家园，守护好生物多样性
恢复发展，以绿水青山换取金山银
山，这已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自
觉行动，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值得
我们自豪。

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加大
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改革创新
保护模式，使我市的生态环境质量
水平和改善幅度持续位居全省前
列。正应了那句话：生态环境好，珍

稀物种归，人民幸福指数高。
茂名日报近年先后报道，我市

河尾山市级自然保护区发现野生
中华穿山甲，该保护区还发现了国
家一级野生植物“紫纹兜兰”，电
白鹅凰嶂也有发现“紫纹兜兰”。
在高州古丁北部山区发现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金线莲”、野山水翁
树、野生石斛，还有昆虫皇后“兰
花螳螂”。由于我市山区环境持续
向好，很多地方呈现原始森林状
态，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和珍稀植物
被发现得越来越多。

我市还通过实施华南虎等重点
物种保护工程（前期工作），维护生
物多样性，并创造性地提出生态保

护红线制度，使生态环境保护家喻
户晓、老幼皆知，人人遵守。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我市
各地在春夏时节都能欣赏到白鹭在
池塘、海边、湿地及田野里翻飞，白
茫茫一片的景象。甚至连以前被称
作“火水河”的小东江如今也是蓝
天碧水，白鹭翻飞。这些从天外归
来的群鹭散落在浅浅的水面，或觅
食，或起舞，仿佛一群气质优雅的

“艺术家”在表演。这些可喜变化，
正是全市人民近年来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带来的，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的善举。

如今城乡生态环境好了，市民
保护鸟类的意识增强，他们不仅不

伤害鸟类，还禁止捕猎者网鸟、打
鸟。有专家说过，白鹭被人们称为
环保鸟，一个地方聚集的白鹭候鸟
多，那么该地的生态环境一定不会
差。除此之外，在我市的一些山区，
野猪、豹猫、果子狸、蟒蛇、野鸡等陆
续出现并呈快速发展之势，值得有
关部门和当地群众高度关注，以防
对人畜造成伤害。

中华上下五千年，孕育着丰富
的生态文化。古人云：“草堂少花今
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问渠那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人与自
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实现
长足发展。中华文明才能生生不

息，子孙后代才能繁衍生存。
暑假期间，各级各类学校的学

生回归社会和家庭，此时对学生进
行环境保护教育正当其时。因为学
生在整个暑假里会在家长或老师的
带领下外出旅游、野营训练、参观学
习、探亲访友或回乡村居住等。所
以，在放假期间对他们进行生态和
环境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大自然、保
护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水源，不破
坏花草树木，不捕杀野生动物等良
好习惯，让他们争当环保小卫士，主
动参与环保行动，保护我们来之不
易的生态好环境，共享生态文明成
果，是我们作为师长的义务和责任。

日前，我市部分师生在老师的

带领下，走进水东湾海洋公园、露天
矿生态公园、小良水土保持试验推
广站等地，亲身感受绿美茂名、绿美
乡村、美丽海湾、美丽河湖的生态
美、环境美。从“探寻生态之美”到

“感悟写作之韵”，大家发挥想象力，
用笔描绘出自己眼中的绿美茂名，
创作出一篇篇充满创意的生态文学
作品，抒发对家乡绿水青山的热爱
之情，此举值得点赞和学习，希望有
更多的中小学生参与这类活动。

保护生态环境，从青少年抓起，
从身边小事做起，我们每个人都应
成为“绿美茂名”的守护者和建设
者，用我们的双手，共同努力绘出茂
名的生态美、家乡美的宏伟蓝图。

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共同努力
王如晓（市区）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