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
道，为助力各单位优秀单身
青年职工解决婚恋问题，精
心搭建起一个让他们相识、
相知的交流沟通平台，茂名
市总工会别出心裁，策划了

“好心相约，会聚良缘”单身
职工迎新春联谊活动。此般
拓宽青年交友择偶渠道的暖
心之举，为单身青年职工带
来了邂逅爱情的希望之光，
着实多多益善。

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

快得像上了发条，工作压力
与社交压力如影随形，且不
断加码。这使得不少年轻
人感觉精力被工作和生活
琐事瓜分殆尽，分身乏术，
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婚恋
生活。相关资料显示，2024
年结婚率再度创下新低，背
后的原因错综复杂。其中，
生活圈子狭窄，导致不少年
轻人无奈选择当起“宅男”

“宅女”，便是不可忽视的因
素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

工会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
用 ，勇 当 青 年 职 工 的 娘 家
人、贴心人、牵线人，意义重
大。通过搭建诸多类似的
联谊平台，给青年职工提供
了释放压力、寻觅人生伴侣
的宝贵途径。在活动中，青
年职工们能在交流互动里
增进彼此友谊，在深入了解
中收获甜蜜爱情。这不仅
切实提升了职工的幸福感
与归属感，从更宏观的角度
来看，还在一定程度上为社

会的和谐稳定添砖加瓦。
此次联谊会巧妙打破了

传统相亲那种令人尴尬的模
式，以轻松、自然的氛围，让
青年们能够自在相处。春节
的脚步日益临近，这个充满
团圆氛围的节日，也更凸显
出爱情的珍贵。衷心期待有
更多单位能积极行动起来，
为年轻人搭建更多联谊平
台，让更多单身青年能在这
样的平台上“好心相约，会聚
良缘”。

这样的联谊活动多多益善
雁翥（信宜）

“海鲜掉包”
图/文 王少华 杜燕盛

据上游新闻报道，近日，
厦门开禾市场某商家因“海
鲜掉包”被挂黄牌警告并停
业 5 天，这一事件引发广泛关
注，也赢得网友集体点赞。厦
门思明区市场监督局推行的

“红黄牌信用惩戒”制度，从
2023 年 3 月实施至今，为规
范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权益
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消费市场中，“短斤少
两”“以次充好”“海鲜掉包”
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严重损

害消费者权益，破坏当地旅游
形象。厦门此次对违规商家
亮出黄牌，无疑是一记有力的
警告。黄牌高悬，不仅是对涉
事商家的惩戒，更是对其他商
家的警示，让他们明白违规经
营必将付出代价。要让这一
制度发挥更大效用，监管部门
须加强日常巡查，及时发现问
题；建立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让消费者维权更便捷；对商家
开展诚信经营培训，提升其法
律意识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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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
2025 年春节的脚步日益临近，茂名
的大街小巷逐渐被喜庆的氛围所
笼罩，花市更是热闹非凡。近日，
记者走访市区江东北路的春联花
街，扑面而来的浓郁节日气息，让
人真切感受到新春的临近。

踏入花街，五彩斑斓的年花、
年桔争奇斗艳，构成了一幅生机勃
勃的新春画卷。在年花销售区，不
仅有象征吉祥如意的发财树、金钱
树、兰花、年桔等传统年花，还有设
计精巧的创意盆栽，如憨态可掬的
多肉植物、小巧玲珑的小辣椒、亭
亭玉立的富贵竹等。这些小型化、
精品化的盆栽，以其独特的魅力，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为传统的年节
增添了一抹时尚的色彩。

春节，作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

传统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情感与文
化内涵。它是万家团圆、共享天伦
的温馨时刻，凝结着中国人最温暖
的情感记忆。每至春节，无论身处
珠三角、长三角拼搏奋斗，还是远
在海外漂泊的游子，都会跨越千山
万水，奔赴故乡，与家人团聚。这
份跨越时空的乡愁，是千百年来中
华民族血脉相连的精神纽带。一
家人围坐在一起，叙亲情、唠家常，
辞旧岁、迎新春，欢声笑语回荡在
屋内，温馨与幸福弥漫在空气中。
那浓浓的年味里，有“共欢新故
岁，迎送一宵中”的团圆喜悦，有

“新春新景开新宴，看取新年乐事
绵”的美好祈愿，更有“千门万户
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万象
更新之意。在蛇年新春，人们举杯
同庆，共同期许新的一年幸福安

康，这个春节承载着亿万国人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春节的习俗丰富多彩，贴春
联、吃年夜饭、看大戏、欣赏非遗木
偶戏、观看春节晚会与村晚、舞狮
舞龙拜年、逛庙会、赏花灯等活动，
构成了一幅幅热闹喜庆的画面，成
为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近
年来，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博物
馆、图书馆里浓厚的学习氛围，为
春节增添了一抹文化的韵味，让年
味更具内涵。

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热爱生
活的生动体现。那馥郁的年味儿，
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男女老少身
着新衣，门外贴上鲜红对联，屋内
挂满五彩年画，灯火通宵的喜庆；
是从腊月二十三到元宵节，每一天
忙碌而充实的准备；是琳琅满目的

干鲜果品、生熟荤腥，是邻里间走
亲访友、互道祝福的热闹。在作家
的笔下、孩童的眼中、百姓的生活
里，春节的细节或许各有不同，但
那份对团圆的期盼、对家的眷恋始
终相通。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家人
在、亲情在，家的温暖与幸福就永
远不会缺席。

蛇年春节，古老的传统与现代
的活力相互交融，年味愈发醇厚。
窦州、镇隆、电城、博贺、鳌头、袂
花、曹江、高凉等古镇街头，身着古
汉服的人们衣袂飘飘，红灯笼高高
挂起，一片喜庆祥和；化州孔府的
乐舞轻盈优美，展现着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各地的庙会人头攒动、
精彩纷呈，非遗文化在热闹中传
承。春节，不仅是辞旧迎新的时间
节点，更是一场意蕴丰富的文化盛

宴。从包饺子、贴春联，到祭祖先、
拜大年，每一个传统仪式都蕴含着
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与价值观念，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生生不
息，代代相传。

与此同时，年货一条街的热闹
非凡，预示着蛇年春节的繁荣与活
力。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日新月
异，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春
节的庆祝方式也日益多元化。如
今，人们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感受
历史的厚重，坐在电影院享受视听
的盛宴，还能踏上旅途饱览祖国的
大好河山，放松身心。电子红包、
跨国年货、国潮节礼等新兴元素，
为春节增添了新的乐趣，让年味更
加丰富多彩。多元化的过年方式，
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也展现出中国年货经济的蓬勃

生机。
从古老年俗的悠悠古韵，到现

代年味的满满新韵，春节在岁月的
变迁中，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
髓，又融入了时代发展的元素。它
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程，记录
下时代的变迁，成为我们心中永恒
的记忆。新的一年，让我们怀揣着
美好的祝愿，向着春天出发，朝着
梦想奔跑，以饱满的热情和昂扬的
斗志，创造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在这变化的年俗中，不变的是
中华民族对团圆的执着、对乡愁的
眷恋、对家国的热爱。春节的仪式、
氛围与内涵，早已深深融入我们的
血脉，成为连接彼此情感的纽带。
让我们共同感受这份亘古不变的醇
厚味道，体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携手共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茂名年味:传统习俗与现代生活的融合
王平生（电白）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
各部门纷纷开展“送温暖”
慰问活动。这项活动旨在帮
扶困难群众，让他们能舒心
过年，满含党和政府的深切
关怀，为社会和谐发展添上
了温暖的注脚。每次在新闻
里看到这些画面，大家都能
真切感受到政府与人民的心
紧紧相依。

多年来，这场春风送暖、
雪中送炭的“爱心工程”，帮

扶了无数困难家庭，慰藉了
众多贫困群众的心灵，政治
意义与社会意义深远而重
大。但美中不足的是，近年
来，送温暖活动大多仅停留
在发放救济款，或是赠送粮
油、棉被等物资的“慰问式”
活动层面。

笔者认为，单纯依靠“安
慰和问候”传递的温暖以及
救济金，对于身处困境的群
众而言，只能解一时之急，难

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
在帮助群众解眼前之急的同
时，还需有长远之策。

那么，“送温暖”活动究
竟该如何开展呢？政府部门
首先要在“送”字上深入思
考、精心谋划，尽量将“授之
以鱼”变为“授之以渔”，资
助困难群众学习一技之长，
帮助他们恢复或提升自身脱
贫解困的能力，实现“造血
功能”的重塑。其次，要多

为贫困群众办实实在在的
事，积极创造更多、更具实效
的就业机会，拓宽脱贫致富
的渠道。同时，持续健全和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为
困难群众筑牢一道抵御天灾
人祸、应对下岗失业风险的
坚固防线。只有如此，“送温
暖”活动才能真正落到实
处，让困难群众从被动“等
鱼”解困，转变为主动“捕
鱼”解困。

“送温暖”要送进群众心坎里
庞志超（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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