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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治日报报道，随着社会节奏
不断加快，即拆即食、省时省力的预
制菜正大跨步迈向我们的生活，频繁
出现在各个饮食场景，对于餐厅、外
卖商家而言，使用预制菜能帮助其降
本增效，让生意得以延续。然而，学
生家长抵制预制菜进入校园、“3·15”
晚会曝光预制菜梅菜扣肉的原料竟

是劣质槽头肉、消费者吐槽某些商家
在使用预制菜时不进行公示或标明
……接连爆出的预制菜负面信息，引
发了消费者对预制菜食品安全的担
心和对商家在使用预制菜时是否应
该告知或标明的广泛讨论。

预制菜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在保障食品安全与重建消费者

信任之间找到平衡点。通过完善标
准体系、强制信息披露、建立追溯体
系以及加大惩戒力度等措施，预制菜
行业有望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成为
消费者信赖的餐饮选择。而这一切，
都需要预制菜企业、监管部门以及消
费者共同努力，推动预制菜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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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茂名日报报道，5 月 17 日，
2025 亮“荔”缤纷行·荔枝文化嘉
年华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彩虹跑、
古荔打卡、非遗体验、泼水狂欢等
12 大亮点活动轮番上演，更有幸
运抽奖等惊喜福利，吸引了大批
的游客参与其中。苏轼笔下“日
啖荔枝三百颗”的馋意，与庄子所
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哲思相
交融，2025 年的茂南古荔园，正呈
现着一场比《东京梦华录》所描绘
更为鲜活的当代雅集盛景。这场
以甜蜜为名的盛宴，恰似“一骑红
尘”现代解构版，只不过荔枝不再
是深宫禁脔，而是全民共享的文

化信物。在这里，我们不仅品尝
到荔枝的甘甜，更是在体验一场
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感受着历
史与现代的交融，以及文化传承
的深远意义。

时空折叠：古树年轮里的元
宇宙。七棵千年古荔化身“时间
路由器”，每枚印章都是穿越密
钥。当年轻人举着集章卡在虬枝
间穿梭时，恍惚重现了“树老有
精，能与人语”的奇幻。这何尝不
是新时代的“曲水流觞”？只不过
王羲之的酒杯换成了荔枝文创，
魏晋风骨化作 Z 世代对文化根脉
的温柔触摸。在这样的互动中，

我们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
感受到文化的脉动，体验到一种
超越时空的连接。

味觉考古：舌尖上的文明基因
库。簸箕炊升腾的蒸汽里，藏着

《齐民要术》未记载的美食密码。
当非遗传承人将荔枝蜜淋上猫屎
糖的刹那，这场景分明是陆游“晴
窗细乳戏分茶”的烟火版。那些在

“荔市集”大快朵颐的老饕们，咀嚼
的不仅是果肉甘甜，更是《岭表录
异》里飘来的千年甜香。每一口都
是对过往岁月的致敬，对传统美食
文化的传承与发扬。

色彩起义：彩虹跑中的生命

诗学。两公里彩虹赛道，飞扬的
色粉不再是单纯的狂欢道具，更
像是张萱《捣练图》里飘落的彩
绸，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中
国美学演绎到极致。那些沾满颜
料的笑脸，分明是王希孟《千里江
山图》里走出的鲜活跃动。在这
场色彩的盛宴中，我们不仅在奔
跑，更是在绘画，用身体和心灵绘
制出一幅幅生动的生命画卷。

水月镜花：泼水大战里的庄
周寓言。水枪激射的水珠在烈日
下折射虹光，恍惚庄子与惠施“濠
梁观鱼”的辩论现场。当 00 后与
银发族在清凉中混战，竟暗合了

《礼记》“大乐与天地同和”的深
意。这场湿身狂欢，让“上善若
水”有了更具象的现代表达。在
这里，水不仅是生命的源泉，也是
连接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纽带，更
是和谐共处的象征。

文明契约：甜蜜背后的精神共
治。“请勿攀折荔枝”的告示牌，恰
似《吕氏春秋》“取之有度”的现代
注脚。当参与者自觉守护古树时，

“不以物喜”便化作了大家的具体
行动。那些循环公交上穿着活动
T恤相视而笑的陌生人，正在书写

“以和邦国”的当代新篇。在这样
的文明契约下，我们共同维护着这

片土地的和谐与美好，共同缔造着
一个更加文明和谐的社会。

这场盛宴最动人的甜蜜，不
在荔枝的糖分里，而在文化传承
中那份“道法自然”的智慧。当我
们在古荔广场抽奖时，抽中的或
许正是王阳明所说的“你未看此
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的文化
觉醒。明日的古荔园，每一颗荔
枝都将成为文明的火种，在彩虹
与汗水中，续写“极高明而道中
庸”的岭南传奇。在这里，我们不
仅享受着自然的馈赠，更是在传
承着文化的火种，让文明的火炬
代代相传，照亮未来的道路。

一场甜蜜的文明对话
特约评论员 姜桂义

5月 17日，由茂南区人民政府
与茂名日报社主办，茂名市茂南区
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中共茂
名市茂南区委宣传部、茂名市茂南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茂名市茂
南区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茂
名市茂南区总工会及茂名市茂南
区羊角镇人民政府共同协办的“茂
南2025亮‘荔’缤纷行·荔枝文化嘉
年华”，在羊角镇上泗水村文化广
场隆重启动。活动沿着约两公里
的趣味路线展开，广大市民与游客
在其中解锁了“缤纷行”“古荔树打
卡”“非遗美食体验”等多种玩法，
在千年荔香之中感受到乡村振兴
的新活力。

茂南区种植荔枝历史悠久，全
区荔枝种植面积达6.64万亩，核心
产区集中分布于羊角镇3.45万亩、

山阁镇 1.75 万亩和金塘镇 1.36 万
亩，主要品种涵盖白糖罂、黑叶、白
蜡、妃子笑、桂味、仙进奉等优质品
系。茂南区拥有丰富的古荔树资
源，其中百年以上古树多达四千五
百棵，千年古树达四百多棵。

主办方深入挖掘古荔园等荔
枝文化，将活动场地设在古荔园
内，参与者徒步“精彩 100 里”禄段
河段，欣赏蜿蜒河流如同银色丝带
般缠绕这片古老荔枝林的美景。
流动的河水叙说着历史的痕迹，更
滋养着新生的文化，正如这场活动
本身，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完
美的平衡点。市民与游客在古荔
枝林中小跑着寻找 7 棵指定古树
打卡盖章时，许多家长带着孩子驻
足古荔树前，一边拍照一边了解其
背后的故事。笔者观察到一位七

八岁的小女孩向母亲提问：“妈妈，
怎么才能知道这棵黑叶荔枝树已
有一千多岁了？”孩子的母亲耐心
地为她科普相关知识。这些内容
虽然未在低年级课本中普及，但通
过游玩过程中的互动，孩子化被动
为主动，为探索文化传承提供了新
的可能。这种精心设计的互动形
式通过亲子参与、研学体验等方
式，不仅让传统文化在新生代心中
生根发芽，更将荔枝文化从单一的
观光旅游升级为沉浸式、教育性与
趣味性兼具的特色文旅项目，吸引
了更多家庭游客和年轻群体，推动
了当地旅游经济与文化传承的双
赢发展，为荔枝特色文化旅游注入
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可持续发展的
内生动力。

禄段古荔园的唐风市集同样

热闹非凡，现场开展了唱歌、投壶、
掷球、套圈、荔名挑战赛以及非遗
糖人制作等多种活动，吸引了大人
和小孩积极参与。例如，“荔名挑
战”要求参与者在一分钟内书写尽
可能多且正确的荔枝名称，获胜者
可获得一束荔枝花束，既享受乐趣
又收获自豪感。而在水美乡村舞
台，身上点缀彩粉的市民和游客，
无论老少，手持水枪展开一场酣畅
淋漓的“荔乡洗礼”，飞溅的水花与
斑斓的彩粉在阳光下交织成梦幻
般的彩虹。这一刻，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纯真的笑容。这场充满趣
味的“荔乡洗礼”，不仅缓解了都市
生活的压力，还加深了参与者与荔
乡大地之间的情感联系，成为本次
活动最令人难忘的集体记忆。

在活动的终点广场，设置了

投篮活动，在等候抽奖的间隙里，
参与活动的游客排起了长龙，跃
跃欲试地将篮球投向篮筐。汗水
未干的游客此刻又找到了新的竞
技乐趣，每一次精准命中都引来
阵阵欢呼，失误的投篮则伴随着
善意的笑声和鼓励。这个看似简
单的互动设计，巧妙地将体育竞
技的激情延续到了活动尾声，让
等待的时间变成了又一个社交与
娱乐的契机。

无论是体验古法加工技艺，
还是在古荔林间打卡、创作涂鸦，
抑或是品尝和购买当地特色农产
品，市民和游客在享受荔乡人热
情服务的同时，也化身为荔枝文
化的讲述者与传播者。他们迫不
及待地将打卡照片和视频分享至
朋友圈、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

台。这种沉浸式的互动，不仅让
“茂南荔枝”的品牌形象更加鲜
活，更在参与者的记忆深入种下
情感的种子。无论本地还是外地
的游客，均可通过“禄段古荔园荔
枝”小程序订购茂南荔枝，进一步
扩大了活动的影响力。

这场荔枝文化嘉年华的成功
举办，得益于文化传播方式的创
新：传统文化可以以轻松愉快的方
式与孩子对话，古老的文化遗产能
够与流行元素巧妙结合；地方文化
的传承离不开政府支持，更需要设
计激发民众自发参与的动力机
制。这样的活动，不仅满足了市民
和游客的多元消费需求，也为未来
类似活动的组织积累了宝贵经
验。我们期待主办方策划并推出
更多类似的精彩活动。

“体育+非遗+文旅”深度融合
满足“我爱荔”多元需求

邹玉芳(茂南)

聚“荔”产业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