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中秋，月饼逐渐在我市各
大超市、摊档、电商平台等渠道进行
销售。月饼是各家各户庆祝中秋的
必需品，也是探亲访友、维系亲情的
纽带。家中有优质月饼，会倍添节
日气氛；若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则必
然会影响心情甚至危害身体健康。
可以说，月饼的质量关系到千家万
户。近年来，茂名市委、市政府提出
了推进月饼“零食化、点心化、品牌
化”发展战略，目的是在传统的制
作与口味中主动寻求突破与创新，
打造“中国月饼名城·茂名”区域品
牌。监管部门健全监管制度，加大
监察执法力度，加强月饼质量监管，
确保月饼销售市场的有序运作，这
不仅是惠及百姓的必要措施，也是

茂名市月饼产业开创更广阔消费市
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

月饼原材料生产环节是源头，
我们要加大抽检力度，及时发现并
处置质量问题。要加强对月饼原材
料供应商的监管，他们提供产品的
质量和安全性至关重要，要防止出
现漏网之鱼。要建立健全月饼原材
料供应商资质审查制度。同时，对
于使用不符合标准材料、来自黑作
坊的生产厂家，要立即责令其停产
整顿，接受改造，以确保月饼质量安
全，尤其要杜绝“今年的月饼去年的
馅”这种荒唐现象。对月饼进货渠
道的监管要加强对产品标签和包装
的把关，使其符合真实、准确、清晰
的标准。监管部门在审查时要防止

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生
产日期、保质期等重要信息要特别
留意，以保障消费者购买到新鲜、安
全的月饼。

当然，月饼销售渠道的监管也
相当重要。月饼销售渠道众多，具
体措施要扎实有效，如对月饼销售
点进行注册和备案，确保销售点的
合法性和信誉度；增加对月饼销售
渠道的巡查频次，严厉打击假冒伪
劣商品和价格欺诈行为，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监管部门应加大对
月饼销售市场的宣传力度，提高消
费者的消费意识和识别能力。同
时，要设立投诉举报热线和快速反
应机制，及时处理消费者的投诉和
举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筑牢质量防线
打响“月饼名城”品牌

吴征远（高州）

“云学生”
图/文 陶小莫 杜燕盛

据中新网报道，不用跑到高校去，
不用坐在教室内，在短视频中和直播间
里，网友们也可以听北大教授戴锦华讲
电影，听天文大咖苟利军讲天文知识，
听物理大神曹则贤阐述读书方法论
……许多网友由此感慨：“妈妈，我出息
了，我在抖音上大学。”如今，开学季又
开启了。这届网友“云旁听”高校公开
课的快乐又回来了。

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发展和推荐算
法的助力，知识的围墙被逐渐拆除，人
们无需踏入传统的校园，就能在网络的
世界里畅游知识的海洋。顶尖高校纷
纷在抖音开设公开课直播，让知识触达
更广泛的人群。高质量知识的纵深和
广泛传播，营造了知识普惠生态，激发
了全民学习热潮。在这个知识普惠的
时代，“云学生”成为一道亮丽的新风
景，让我们期待更多的人能够在这个全
新的学习模式中受益，共同迈向全民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开学之初，家长与老师携手
合作，针对学生尚未完全适应学
校环境的纷乱心态进行悉心疏导
与整理，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
务。无论是稚嫩的孩童还是青春
洋溢的少年，新学期都是他们怀
揣梦想、勇往直前的崭新起点。
历经暑假的休憩与放松，面对学
业的新挑战及生活作息的骤然调
整，不少学生难免会陷入“假期综
合症”的困扰，因长假的狂欢惯性

而难以迅速回归正轨，表现出种
种不适应。因此，如何顺畅地从
假期模式过渡到学习模式，成为
每位学生必须跨越的门槛。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为新学期开好头、起好步，离不开
学校、家长与学生的协同努力与
密切配合。校园里，学校以满满
的仪式感营造温馨氛围：黑板上
书写着温馨的欢迎词，许愿墙上
贴满了学生的心愿与憧憬，每一

处细节都凝聚着老师对学生深深
的关爱与期望，让学生感受到强
烈的校园归属感。这样的正能量
环境，如同春风化雨，悄然滋润着
学生的心田，助力他们逐步调整
状态。

家长方面，除了帮助孩子调
整作息时间、增加体育锻炼外，
心理调适的准备工作同样不容
忽视。鼓励孩子自主整理书包
与学习桌，亲手准备学习用品，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实则是在
为孩子做好充分的心理铺垫，让
他们从心底里接受并期待新学
期的到来。对于低龄儿童，家长
还可以通过模拟开学场景、阅读
儿童绘本等方式，提前让他们了
解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激发他
们对新知识的渴望，并逐步提高
自理能力和独立完成学习任务
的能力。

然而，适应新学期的关键在

于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有
的学生身体虽已返校，但心仍徘
徊在假期的悠闲之中。心若不
在，即便是再精彩的课堂讲解，
也难以收获理想的学习效果。
因此，开学第一课显得尤为重
要，老师与家长需携手引导学生
收心归位、提振精神，鼓励学生
为自己设定一个既具挑战性又
可实现的学习目标，并围绕这一
目 标 制 定 详 细 的 学 习 生 活 计

划。这样，学生在新学期的学习
过程中就能目标明确、动力十
足，避免迷茫与懈怠。

随着课堂的琅琅书声再次响
起，操场上的龙腾虎跃重现生机，
沉寂了一个假期的校园再次焕发
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这个金色
的秋季里，让我们带着满满的梦
想与期待，用整个夏天积蓄的力
量，共同开启一段全新的学习、锻
炼与成长之旅程。

呵护学生心灵，开启全新学期
王平生（电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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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市区文化广场举办的“潘
茂名”中医药健康夜市中，化橘红奶茶
成为备受市民欢迎的“爆品”。一杯杯
口味独特的化橘红奶茶，不仅为市民
解热降噪，更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和
化橘红药食同源理念的生动载体。

茂名日报全媒体日前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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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麦
冬、天冬 4 种物质纳入按照传统既是
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这标
志着产自化州市的道地中药材化橘
红“药食同源”得到认定，能够进入
更多开发和销售领域。以“药食同
源”为契机，岭南八大道地药材之首
的化橘红产业将迸发新动能，开拓更
广阔发展前景。

化橘红正式纳入食药物质目录，
对促进“化橘红之乡”化州三产深度

融合发展意义重大。化橘红在中国药
典收载，为芸香科植物化州柚或柚的
未成熟或近成熟的干燥外层果皮。
2024 年 5 月，《茂名市化橘红保护发
展条例》发布施行，以法治赋能化橘红
道地性保护、产业升级和文化传承，引
领和推动化橘红全链条高质量发展。
此前，尽管化橘红具备“药食”两用历
史，在药典中有收录，但由于未列入食
药物质目录，从法理上仅限于药用，尚
不能作为食品原料使用，导致化橘红
产品类别不丰富、精深加工产业链条
不长、产品推广和销售受限。破除化
橘红多元化开发瓶颈，意味着在国内
外享有“南方人参”美誉的化橘红在
食品与药品领域的双重属性将得到认
可，得以进一步拓宽化橘红的应用领
域，推动其在食品加工、保健品开发、
餐饮业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催生一系

列以化橘红为主要成分的创新产品。
以“药食同源”为引擎，发展化橘红精
细加工和衍生产业，延伸化橘红产业
链条，是提升化橘红产业效益，让化橘
红成为在家门口增收致富和推动乡
村振兴的“发财树”“幸福果”。应当
以药用、食用“两条腿”走路，实现资
源充分利用。发挥化橘红医药资源
优势，向产业链高端挺进，是化橘红
产业开发的重中之重。化橘红既是
一种著名的南药，也是宝贵的医药材
料，可以从中提炼萃取多种珍贵物质
用于制药，是化橘红实现增值的重要
路径。应当以“产学研”一体化为平
台，加大科研投入，争取新的突破。
化橘红一生是宝，不仅可以制作原
果、切片、化橘红膏、化橘红酒等，而
且在餐饮和食品制作上用途极为广
泛。目前，化橘红咖啡、啤酒、饮料、

糖果、月饼等化橘红食品正加紧研发
生产。同时，预制菜产业发展势头迅
猛，全国年产值达 1 万多亿元，我市
拥有规模以上预制菜加工企业 33
家，年产量 12 万吨，年产值 35 亿
元。化州市生猪和家禽养殖业闻名
遐迩，且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料的食品
和菜肴品质优良、风味独特、享誉四
方。通过组织专业人员以土特产研
发化橘红类型的预制菜，打造保健食
品特色品牌，不失为发挥“药食同源”
优势，拓展茂名土特产市场和提升产
业效益的务实选择。抢抓“药食同
源”机遇，为消费者在享受传统中医药
文化的同时，提供更多健康选择，必将
拓开化橘红产业发展更大空间。

实现“药食同源”，对化橘红的品
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保持和提升品
质，是化橘红“药食同源”的根基。

化橘红独特的理气宽中、散寒燥湿、
化痰止咳等功效，源自其优良品质。
从西晋化州开始种植化橘红到明清
风靡全国，成为宫廷贡品和“十大广
药”之一；从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化
橘红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化州获
得“中国化橘红之乡”称号，到化橘
红（中药文化）入选广东非物质文化
遗产，化橘红源远流长，声名远播，产
业基础厚实。目前，化州已成功申报
化橘红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市化
橘红种植面积超 13 万亩，年产鲜果
6 万多吨、干果 1.2 万吨，从事化橘红
产业人员超 35 万人，种植、加工、销
售企业达 1542 家，全产业链年产值
超过 102 亿元。我市发布了化橘红
质量等级等 10 项地方标准，构建广
东省化橘红深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 4 个省级科技研发中心，创建 1

个化橘红产业“博士后工作站”，取得
国家专利技术 30 多项、国家保护处
方 3 项。化橘红成为岭南八大道地
药材之首，得益于化州大部分土地富
含礞石成分和拥有完备的种质资
源。种质资源是农业的“芯片”，是在
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中形成
的，其携带的各种基因，是农业生产
和遗传改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化橘红种质资源具有悠久的历史渊
源，在化橘红产业中发挥了繁衍发展
的独特作用。因此，从保护种质资源
入手，实现化橘红规模化标准化种
植，对保护化橘红的优良品质至关重
要。品质是化橘红产业之本，也是化
橘红“药食同源”的基础，牢牢抓住
种质资源培育不放松，保持和提升化
橘红品质，才能构筑化橘红产业生生
不息、持续发展的可靠根基。

以“药食同源”推动化橘红产业延链提质
特约评论员 蔡湛

·月饼名城话发展

在这个金秋送爽的季节，教
育部和央视为我们全体师生送来
了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其主
题“可爱的中国”特别且意义非
凡。这不仅仅是一堂课，更是一
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程，让我们
携手并肩，从古老智慧的源头出
发，直至未来科技的巅峰，共同探
索这片我们深爱的土地。这一课
彻底扭转了曾经被国民痛斥的

“小鲜肉霸屏，穿着奇装异服，不
男不女，唱歌跳舞”的不良局面。

首先，我们穿越回遥远的时代，
站在龟甲兽骨之前，与古文字学专
家一同揭开甲骨文的神秘面纱，齐
声朗诵“天地玄黄，宇宙洪荒”。那
些刻在岁月深处的线条，仿佛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密码，每一个字符都
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化精
髓。在专家的耐心解读下，我们仿
佛能听到远古的呼唤，感受到那份
对自然的敬畏与生活的热爱，这正
是中国文明的根与魂。

随后，我们的旅程来到大自
然的怀抱，走进祖国的名山大川
和崇山峻岭之间。这里是生态学
者们的战场，也是自然奇迹的见
证地。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持望
远镜，穿梭在山林间，守护着这些
珍贵的动植物。在他们的讲述
中，我们学会了尊重自然、尊重生
命，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
要性。各种野生动物回归的矫健
身影，成为中国生态保护的生动

注脚。
紧接着，我们的视线跃升至

浩瀚宇宙，跟随探月科学家的脚
步，踏上月球表面的虚拟之旅。
通过高清视频和模拟实验，我们
聆听了他们对太空的无尽畅想与
探索的激情。那遥远的月球，不
再只是古人诗中的遥想，而是中
国航天人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的辉
煌篇章。每一次发射，都是对未
知世界的勇敢探索，也是对人类
梦想的执着追求。

我们随着镜头切换至现实的
繁华景象。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高铁飞驰穿越大地，智能科技融
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节目中，
邀请了来自航天、医疗、教育等各

行各业的杰出代表，他们用亲身
经历告诉我们，中国式现代化不
仅仅是物质的丰富，更是精神的
富足和科技的飞跃。当看到宇航
员叔叔在太空舱中向我们挥手致
意时，我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星光，
那是对未知世界无限向往的光
芒。看到我们的战机、军舰、航母
巡海巡空，解放军叔叔日夜守护
着祖国的边疆，我们是何等的骄
傲和自豪。

我们还来到了刚刚圆满结束
的激情四溢的奥运赛场，见证了
奥运冠军的拼搏与荣耀。他们的
汗水与泪水，汇聚成了中国力量，
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
挑战的精神风貌。在他们的故事

中，我们学会了坚持与努力，明白
了成功背后的艰辛与付出。

这堂《开学第一课》，不仅让
我们领略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
深，更激发了我们对未来的无限
憧憬与向往。可爱的中国，正以
她独有的方式，诉说着过去、现在
与未来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
前行，在探索与奋斗中，共同书写
属于我们的精彩故事！

开学仪式自古以来就承载着
教化功能。中国古代的入学礼就
包括正衣冠、朱砂开智等环节。
时至今日，把开学典礼开展好，同
样有着诸多积极意义，能让学生
感受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感受祖国的强大富饶，让情感快

速破冰和过渡，形成读书成德的
价值认同，感受从“心”起航的氛
围感。

这种好的开学典礼，简约却
不失内涵：“有意思”诚可贵，“有
意义”价更高；既尊重教育规律，
也倾听孩子心声。笔者建议，以
开学典礼（第一课）为契机，可邀
请学生写下自己的新学期目标或
梦想，封存于“时间胶囊”中，约定
在学期末或更远的未来共同开
启，以此激发他们的目标感和行
动力。

立德树人，言教为首，重在身
教。期待接下来的日子，所有学
校都能向着既定目标，扬帆再起
航，收获满满。

学好“第一课”，扬帆再启航
王如晓（市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