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报道，世界
读书日当天，粤港澳桂琼五地同步开
启”共读半小时“全民阅读活动。在茂
名市图书馆的粤港澳桂琼“共读半小
时”活动现场汇聚了220名学生、老师
以及图书馆工作人员，大家在朗朗共
读声中，迎来了“世界读书日”，读者纷
纷拿起书本，在读书日中共享阅读的
美好。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
话就深刻阐明了读书的益处。首先，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
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
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
古今中外有数不清的优秀经典名著，
让人类文明展现于咫尺之间。比如

《岳飞传》激励人们把“精忠报国”作为
崇高价值追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告诉青少年“宝贵的一生该如何度
过”，《唐诗宋词》引发读者对古代优秀
文化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等。

书籍被人们比喻为精神食粮，有
了书籍，我们的生活才能充实；有了书
籍，我们的生活才能精彩；有了书籍，
我们的生活才能快乐；有了书籍，我们
的生活才有意义。古代先贤崇尚读
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古人爱读
书、读好书、爱实践的真实写照，他们
读起书来可以手不释卷，废寝忘餐，但
不死读书，要知识联系社会实际。三
国时代，诸葛亮能运筹帷幄，决胜千
里，安邦治国，就源于他年轻时从书中
汲取的知识；一代伟人毛泽东领导全
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改变了中国命
运，也是跟他博览群书，学通古今分不
开的。

其次，最是书香能致远。阅读是
人类进步的阶梯，书能让人走向更高
的平台，看见不一样的世界。因为，读
一本好书，就像结交一个益友。经典
书籍凝结了先贤的思想结晶，许多人
的智慧和成功的经验都在里面。读
书，就是读许许多多的人生，读书，让
人充实生活，开拓视野。从书中懂得

许多知识，从书中了解如何全面评价
历史，如何评价现状，如何客观认识自
我，避免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因为在
书的世界里演绎着大千世界的真与
假，善与恶，美与丑，正与邪。

书，读一遍就有一遍的认识，读一
百遍就有一百遍的见解，读得越多，收
获就越多。学以致用方能渐行渐远，还
要善于在读书中提高思想水平，解决实
际问题，实现自我超越。我们不能成为

“读书死，死读书”的书呆子，读书虫。
再次，书可育新人。在油城，在世

界读书节，在图书馆，在公园里，在小
区草坪里，在教室及家庭里，最亮丽的
风景就是小朋友专心致志读书的身
影。清风吹月落，书声伴日升。我们
作为长辈，作为老师，欣喜地看到他们
在各种场合、各个角落坚持读书，以读
书为乐趣，沉浸在书的海洋中汲取营
养。是书敲开了他们的智慧之门，是
书打开了他们的探索之路，是书引领
他们的全面发展，是书促使了他们读
写结合，从爱读书到爱写作之华丽转
身。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阅读能从书中吸收丰富的营养，
积累大量的写作材料，使人终身受益。

有一位文友曾说过：阅读是什
么？阅读是一种积累，一种寻找，一种
欣赏，一种品味，一种悟透。“风声雨声
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将读书当做赏心乐事来
做，其中滋味，断非一般人所可知。相
信借助读书节的活动，必将点燃全市
人民的阅读热情，唱响新时代的主旋
律。并且全民读书热不会随着读书节
的落幕而落幕，“阅读人生”将是永远
的“书香节”。

有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有很多
东西是难以承传的，比如财富、名誉、地
位等。但读书和文化是可以潜移默化
和承传的。”纵观泱泱大国，众多百年、
千年书香之家，经久不衰就是最好的例
证。期待我市“书香之家”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书香茂名，墙外之香香千里。

书香能致远
阅读享乐趣

王如晓（市区）

茂名日报报道，最近，茂名市第二届“高
凉菜大师”评选活动（茂南赛区）暨茂南赛区

“高凉菜”技能竞赛火热开赛，38位烹饪高手
同台竞技，通过指定食材创作与自选菜式创
新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现“高凉菜”清、鲜、
香、嫩特色和美食文化精髓，不仅推动高凉
菜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且对拓展消费热
点、提振消费市场予以有益启示。

在国家出台多项政策促进消费、扩大
内循环的大背景下，开展高凉菜技艺比赛
正当其时正得其势。“民以食为天”，餐饮业
是消费市场的风向标之一，拓展消费市场
要着力推动餐饮业畅旺。餐饮业对消费市

场有着不可忽视的撬动和辐射作用，我市
餐饮业每年贡献增加值60多亿元，约占全
市GDP的1.5%，尽管比重不算高，但关系到
许多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就业状况的稳定。
小切口大民生，高凉菜品牌的背后，是促消
费稳就业的缩影，是一条条技能改变命运
的人生轨迹和一个个奔向幸福生活的家
庭。自“粤菜师傅”工程实施以来，我市有
7000多人从“粤菜师傅”培训中受益，带动
了12000多人创业就业。茂南区建立厨师
孵化基地，通过前期免租金、免佣金等扶持
方式，帮助创业人掌握“高凉菜”制作技艺，
快速接入市场。因此，打造“高凉菜”品牌，

人才培养至关紧要。“一招鲜，吃通天”，我
市在全省首创“培训+孵化+创业就业”模
式，把培训与就业创业精准对接，打通就业
创业渠道，使免费培训、创业补贴等惠民政
策转化为扩大就业动能，走出了一条促进
就业和消费的“风味之路”。举办“高凉菜
大师”评选活动，在高手对决中淬炼技艺、
发现和培养人才，正是弘扬“高凉菜”文化
的一条务实路径。

一道菜带动一个产业。茂名有山有海，
食材丰富，“高凉菜”文化源远流长，创造了
众多为人们喜爱的菜式。“高凉菜大师”评选
秉持守正创新理念，将本土特色食材融入烹

饪创新之中，既创制出具有独特风味的新颖
菜式，又能对本土特色农产品发展发挥拉动
作用。罗非鱼产业是我市年产值100多亿元
的养殖业，在应对“关税战”挑战中，需要加
大国内市场的开拓力度。在这次高凉菜烹
饪大赛中，选手们以罗非鱼为指定食材，匠
心独运精心烹制了“锦绣黑松露双味非鱼”

“沙葱金酱罗非鱼”等二十多种罗非鱼菜肴，
以普通罗非鱼食材展现了高端料理的质感，
突显了罗非鱼独有味道，大受观众青睐。信
宜怀乡鸡闻名遐迩，信宜市在高凉菜师傅培
训中将鸡菜式作为教学与研发的重点，学员
毕业后大都能做10多道以怀乡鸡为食材的

拿手菜，不仅打响了创业门店的品牌，而且
拉动了怀乡鸡的养殖。目前怀乡鸡年产量
超过5000万只，成为富民兴村的支柱产业之
一。在荔枝、龙眼、化橘红、沉香等与饮食相
融发展上，各地也取得许多成果，既丰富了
高凉菜的内涵，又增加了特色农产品的附
加值。美食承载着人们对故乡的记怀，也
是吸引八方来客的“流量密码”，应当发挥
我市烹饪高手云集的优势，聚合集体智慧，
研发更多具有本土特色的高凉菜式，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高凉菜谱，在提升群众生
活品质、打造消费新热点中，让“高凉菜”这
个金字招牌熠熠生辉。

擦亮“高凉菜”品牌 打造消费新热点
特约评论员 蔡湛

据茂名日报报道，近日，茂名露天矿环
湖观光小火车“油城号”鸣笛启航！这一全
新的旅游体验项目，以22公里沉浸式观光线
串联城市前世今生，将茂名露天矿生态公园
的园内美景融入其中，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
来了一场穿梭于湖光山色间的梦幻之旅。
这声汽笛的轰鸣，既划破了湖面的宁静，也
掀开了茂名文旅融合的崭新篇章。小火车
项目的启动，是对工业遗产的深情致敬，更
是在绿水青山间划出了一道文旅融合“新引
擎”的破晓之光。

露天矿生态公园曾是中国南方最大的
露天油页岩矿山，历经生态修复，如今已经
蝶变为集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于一体的城
市明珠，被誉为“茂名洱海”。茂名市农文旅
集团深挖露天矿生态公园的独特价值，以

“观光小火车”为抓手，精心打造文旅新亮
点，以“文旅＋生态”融合发展模式为这片昔
日工业遗址注入全新活力。小火车宛如一
条灵动的“纽带”，让茂名在文旅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也为茂名

文旅产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提升了城
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此次亮相的小火车以“油城号”命名，共
有两列。红黑相间的“油城 1 号”和白蓝相
间的“油城 2 号”小火车犹如跳动的发展脉
搏，在碧水青山间谱写峥嵘岁月与绿色新生
的交响曲。露天矿生态公园自2013年启动
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引水、种树、建馆、修
路”四部曲让矿坑蜕变为 10.07 平方公里的
碧玉——好心湖。如今，13 个诗意站点正
傲然重述蜕变传奇。观光小火车从镌刻着
创业年代的露天矿博物馆出发，穿行于波光
潋滟的好心湖畔，途经紫花风铃摇曳的浪漫
丘壑，最终驶入油页岩褶皱构筑的工业史诗
长廊，堪称是一部穿行于时空隧道的“移动
剧场”。

露天矿环湖“油城号”小火车不是简单
的交通工具迭代，而是一场关于城市精神、
生态智慧与人文血脉的深度对话。“油城号”
既是城市记忆的归处，更是文旅未来的起
点。乘上小火车，可以看到乡村振兴、非遗

活化、文创开发等多元要素在此聚合：22公
里环湖线串联7个村庄，油城墟项目以5.9亿
元投资打造“火车穿田过、产业随轨兴”的共
富图景，牙象村艺术墙绘与谭屋村油灯工坊
让游客从“看风景”升级为“品文化”。它的
开通，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全新的休闲娱
乐选择，更以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将文旅
流量直接转化为产业增量，推动我市旅游业
迈向新高度。可以说，项目激活了全域旅游
资源，将矿业文化、生态美学与乡村振兴深
度融合，打造出“矿—村—湖”三位一体的文
旅IP，为工业城市转型提供了“茂名样本”。

小火车的开通，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
验，为我市文旅产业发展注入的强大动力。
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发特色旅游产品，如主
题文创、特色美食等，带动周边餐饮、住宿、
零售等相关产业发展，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从而让这个茂名文旅的新地标
吸引更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感受湖光山色
与工业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了解茂名独特
的历史文化和自然风光。

小火车启动文旅融合“新引擎”
吴征远（高州）

“杀熟”
图/文 王少华 童戈

据法治日报报道，近期，多名消费者反映，在直
播间购物时遭遇“大数据杀熟”。“同一场直播，老用户
下单贵30元”“优惠券电影票比线下还贵6元”……这
一现象背后是商家利用算法对高频消费者实施差别
定价，购买同一商品，老用户或常购客户往往需支付
更高价格。

商家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消费者的“杀熟”行为，
本质上是一种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价格歧视，不
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是对市场公平秩序的破
坏。“大数据杀熟”虽然不少人都遇到过，但有时也显得
很无奈。这种短视行为无疑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一颗毒
瘤，必须采取更有效管控和治理措施，通过监管发力、
企业自律和消费者觉醒，让大数据技术真正造福广大
消费者，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健康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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