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又至，在
这个充满喜庆的日子里，笔者祝
福天下伟大的母亲，讴歌柔情如
水的母爱。

母亲是我们生命中最早、最
亲的人，她们用自己的生命为我
们带来了生命，用自己的爱为我
们带来了温暖。

母爱是细腻的，如流水。她
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有我们寒冷的时候给我加衣；在
我们饥饿的时候给我煮饭；在我
们失败的时候给我们鼓励；在我
们成功的时候为我们喜悦……

母爱，仿佛一杯纯净的水。

水是透明的，就像母亲那没有任
何杂色的爱；水是淡淡的，就好
像母亲那平凡甚至有些琐碎的
爱。母爱似水一样常伴我们的
生 活 ，只 有 在 你 细 心 地 去 感 受
时，你才会体会到这份沉甸甸的
亲情。

母爱如水，水能无声流淌，母
爱像水一样从不张扬；水能浸润
万物，母爱像水一样无微不至；
水滴石穿，母爱像水一样坚韧；
水为至柔，母爱像水一样柔和；
水源不枯，母爱像水一样源源不
断；百川入海，母爱像水一样无
比 宽 容 。 母 爱 如 水 ，细 腻 而 温

柔，悄无声息地滋润着我们的心
田；母爱如水, 温柔且深远, 滋润
着我们成长的岁月。水有千万种
形态，她以不同的方式，滋养着
我们，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绽
放出不同的光彩。

母爱如水，柔软而坚韧，细腻
而无私，它是一种无法用语言表
达的情感，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感
受。母爱如水，大爱无言，这种
爱，温柔而深沉；这种爱，无私而
伟大！让我们珍惜母亲的爱，感
恩母亲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坚
实行动回报母亲的爱，让母爱如
水在我们的生命中永远流淌。

母爱如水
梁栩（信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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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 须 菜 成 为 村 民 的“ 致 富
菜”。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日前报
道，信宜市白石镇林桂村种植龙须
菜，每亩收益约 12000 元。一筐筐
嫩绿的龙须菜以每公斤6元至10元
的价格销往各地市场，丰富了市民
的菜篮子，也让村民鼓起钱袋子。
值得关注的是，龙须菜与其他粮食
作物轮流种植，一般半年种菜，半年
种粮，实现了土地的高效轮作，走出
了一条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综合收
益、赋能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根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位哲人说
过：“土地是财富之母”。 绿水青山之
间蕴含着乡村振兴与绿色发展相结

合的创富亮点，发展乡村产业首先要
珍惜和用好脚下的土地，向土地开掘
更大价值。我市是农业大市，但耕地
只有244万亩，人均不到半亩，更应走
集约利用精益发展的路子，通过创新
耕作方式、实施耕地轮作等，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益。高州市山
美街道同进村是闻名遐迩的“高州
麦”种植基地之一，年产值3000万元，
种菜村民人均年收入2万元以上。“高
州麦”种植风生水起，得益于种植方
式的变革让土地潜能迸发。作为城
市菜篮子的同进村依托交通便利、蔬
菜种植底蕴深厚的优势，支持村民在
水稻收割后种植麦菜，不仅畅销市
场，创出品牌，而且有效提高了农产

品种植综合收益。高州市云潭镇引
导村民利用零散土地和撂荒地种植
番薯，年产量1.3万吨，产值1.57亿
元，还创出玛莎莉等品牌。信宜市多
个乡村的大芥菜成为市场的抢手货，
还通过网络销往各地，成为村民在家
门口增收的门路之一，也是改革耕作
方式的一项成果。村民在收割水稻
后，利用冬闲时段种植适合冬季生长
的大芥菜，利用了地利和天时，种粮
与种菜两不误，挖掘了土地价值，既
体现了农民精耕细作的智慧，又为我
们发展富民兴村特色产业提供了有
益启示。可见，土地是乡村生存发展
之本，一方水土可以养一方人，关键
在于珍惜土地价值、用好资源禀赋，

把土地转化为生产力，再造一方水土
的价值。

“百千万工程”的蓬勃展开拓宽
了人们利用土地创富的思路和发展
空间。发展林下产业是提升土地利
用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最近，由
茂名市农业科技推广中心和广东省
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在电白区农民
专业社共建的荔枝果园套种甘薯示
范基地展示了套种成果。试验种植
的多个优质甘薯品种亩产达 5000
斤至6500斤以上，食味位达到优质
水平，剔除种植成本，每亩纯收益
2000元以上。同时荔枝与甘薯生长
周期互补，通过错峰种植可以达到

“一地双收”，提升种植效益。而且

种植甘薯有利于果园保水保肥、疏
松土壤，促进荔枝树根系发育，抑制
杂草生长，减少除虫剂使用，保护农
业生态。茂名作为全国最大的荔枝
产区，荔枝种植面积达142万亩，推
广林下套种、“一地双收”模式，能有
效破除单一果园管理方式土地利用
率低、非产季收益空白等难题，推动
茂名荔枝产业向更高经济效益和生
态效益跃升。高州市建成四季红山
茶等种苗花卉培育基地2万多亩，并
改造油茶低效林和种植林下药材益
智、牛大力、铁皮石斛、油茶、澳洲坚
果等，各类林下种植面积11.3万亩、
全产业链总产值53亿元，带动30万
人就业。茂名农垦集团开创“药企

所需+专家所选+农垦所能”模式，
在胶园林下种植6万亩南药，既提高
了胶园土地产出，又有利于解决中
药材种植与粮争地问题，具有广阔
前景。可见，只要因地制宜、善于创
新、科学布局、有序开发，发展林下
产业就能达到既有效保护林木资
源，又充分利用土地创收的双赢，既
分享生态红利又赚取生态财富。

土地综合利用成果迭出，折射
了“百千万工程”给乡村带来的深
刻嬗变，也体现了勇于进取、破解难
题的发展智慧。只要秉持绿色发展
理念，以科学精神谋篇布局，求变创
新，务实苦干，开掘土地潜能，提升
乡村价值大有可为。

挖掘土地潜力 提升乡村价值
特约评论员 蔡湛

不少家长忧心忡忡地发现，
在网络上可以购买到和香烟相
关的还有小学校园风靡的“烟
卡”。“烟卡”由废弃烟盒制作而
成，学生们聚在一起以空掌心击
拍地面，烟卡被掌风击中对方就
算赢。他们还会根据香烟档次
将卡分等级，谁拥有的卡多且
贵，就有炫耀资本。

据报道，记者搜索多家电商
平台发现，“烟卡”销量火爆，最高
销量已售数万件，并且不需要年
龄等信息，所有人都可以购买。
还有，涉嫌低俗恶搞的搞怪零食、
涉嫌不良诱导的文具、涉嫌淫秽
色情的“美少女”手办……这些
在网络平台上售卖的“毒”产品，
未成年人“唾手可得”。

不少家长惊呼：不少包装精美
的“网红”零食竟是“三无产品”。
最近，“蜡瓶糖”在中小学生群体中
颇为流行。与此同时，一些食品安
全问题也随之暴露，部分五颜六色
的产品甚至被检测出致癌风险
物。自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
管部门已开展针对“网红产品质量
问题”的专项整治。

探索诸多“网红”零食的轨
迹，似乎可以窥见外来文化的缩
影。或是外形新奇，或是自带话
题，它们确实具备了各种“出圈”
元素。然而，一些不良商家为追
求利益最大化，往往忽视产品安
全问题。“××糖”是如此，其它

“网红产品”也是如此。它们色彩
斑斓、造型奇特，加上口味多样、
吃法新颖，容易激发孩子们的尝
试欲，引发跟风行为。一些商家
以“纯手工制作”为卖点，却连生
产厂商、执行标准等信息，都玩起
了失踪。前几年，还有一桩“辣眼
睛”的新闻：“网红”糖果在恶搞的
路上走得太远，竟然包装成“增高
增智用品”。凡此种种，不仅带来
了健康隐患，影响行业良性发展，

对辨别能力不强的中小学生来
说，也是一种错误引导。

网红网红，无“网”难“红”。
一为互联网。一些商家在第三
方平台造势，明目张胆地虚假宣
传，甚至有主播带着儿童出镜带
货。如此借网销售，挑战的是国
家有关法规——《网络食品安全
违法行为查处办法》明确规定：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应当
建立入网食品生产经营者审查
登记、食品安全自查等制度，要
对网络食品安全信息的真实性
负责。《关于规范网络直播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见》提
出，不得为未满 16 周岁的未成
年人提供网络主播服务。二为
社交网。从现实来看，渠道不
明、质量存疑的“网红”零食，多
在学校周边小店出没，并借由孩
子们的社交网络不断扩散。进
一步看，从“萝卜刀”“烟卡”等

“网红”玩具，到一些低俗的、恶
搞的搞怪零食、文具等，背后也
透出市场监管和家长、学校教育
的问题。

对部分青少年而言，或是成
绩差跟不上学习进度，或者家庭
有变故，放任自我，或是受小团伙
要挟等。一些不良商家正是瞅
准了这一点，隔三岔五地投其所
好，闯进孩子们的“江湖圈子”而
作恶。有鉴于此，在合理干预之
余，还是要对症下药、多管齐下。

分析问题的原因，正如一位
老师所言：当前社会物质很丰
富，很多诱惑，但对孩子的社交
教育却显得有些单一，有些无
奈。随着现代社会迈向多元化，
加之一些家长既缺乏高质量的
陪伴，又过于注重孩子成绩，将
其课余时间功利化，久而久之，
就难免造成“情感真空”，形成逆
反心理。

在家校合作的背景下，不妨

也和社区联动起来，创造更多共
育空间，打造更丰富的场景，鼓
励多元社交，以正向引导培养其
社会性，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回到产品来说，“网红”并不
是免检金牌，若是在安全问题上
失范，在价值取向上跑偏，再多
的噱头也行之不远。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
示，未成年人的认知、自我控制
力相对较弱，特殊的商品肯定是
不能卖给未成年人的，因其可能
会对未成年人产生危害。未成
年人普遍未具完整的世界观，错
误的产品、信息对其心智成长、
对其个人行为都有不利影响，个
人的行为也可能导致社会的灾
难性事件。父母更需要尽到监
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引
导，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消费
观；家长自己也应长点心，管好
自己的现金及账号密码，对孩子
的“家底”做到心中有数，防止孩
子脱离监管而随意挥霍。监护
人应该切实履行好监护人的职
责，承担起监护的责任，教育、制
止未成年人购买不利于身心健
康的产品。相关职能部门应加
强对网络游戏服务、直播娱乐服
务等领域经营活动的监管，落实
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按照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等法律法
规，对经营者诱导、误导未成年
人沉迷网络非理性消费的营销
模式和算法推荐服务予以严肃、
及时查处。互联网平台要加强
日常管理，一旦发现平台内有违
法违规或者可能会明显损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商品，平台就
要将其下架或向有关部门报
告。监管部门也要通过相应的
技术手段加强日常监管，对违法
违规的商家进行查处。

警惕“网红”产品危害青少年
王如晓（市区）

AI造假
图/文 王成喜 杜燕盛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报道，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
正在改变社交媒体生态。有个创意，它能帮你
生成文字；有了文字，它还能接着生成图片，进
而做出视频，为自媒体博主打开了无限想象空
间。但是，本来是帮助提升创作效率的工具，却
被一些人拿来造假起号，也就是通过AI批量生
产虚假内容来积累粉丝。一旦起号成功，这些
账号就开始挂橱窗带货、引流卖课。有的账号
还被明码标价放到账号交易网站上，形成了一
条“起号—转型—转卖”的灰色产业链。

这些利用 AI 批量生产的虚假内容，充斥
着低俗猎奇元素，以俊男靓女、育儿百科、健康
养生等吸睛话题为幌子，输出极端观点，传播
错误知识，收割流量；而且破坏平台运营秩序，
损害优质原创内容创作者的积极性。我们必
须筑牢监管防线、培育健康生态，才能让 AI 在
自媒体领域真正发挥积极作用，助力优质内容
的传播与创新。

百千万工程·茂名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