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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张玮 毛双

9月8日，中秋节来临，传统手工月饼受到消费者青睐，销
量上涨。 新渝报记者 曾蕊 摄

9月7日，大足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开展“天价”月饼集
中整治。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李海 摄

9月7日，民建大足区委开展“喜迎二十大·聚焦文旅产业
过中秋”活动，组织会员实地调研大足旅游产业，提前度过一
个有意义的中秋节。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以大足职教中心产教集团为依托
统筹全区资源开展研学旅行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9月 7日，大足区委宣传部
组织召开座谈会，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
好人”李培生胡晓春重要回信精神。大足区相关部门
和镇街的宣传人员、历届“重庆好人”“大足好人”获得
者参加座谈会。

2008年起，中央文明办组织开展网上“我推荐我
评议身边好人”活动，至今已发布“中国好人榜”150
期，共有16228人（组）入选“中国好人”。李培生、胡晓
春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在黄山风景区分别从事环
卫保洁和迎客松守护工作，2012年和2021年先后入选
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

会上，大家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
人”李培生胡晓春重要回信精神，并发言交流学习体
会。大家纷纷表示，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将积极学
习榜样的先进事迹，以身作则彰显向上向善的强大力
量，传递社会正能量，引领社会文明新风尚。

学习榜样先进事迹
传递社会正能量

国家实施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旨在通过开展研究
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近年来，大足职教中心产教集
团深化落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要求，探
索出了较为成熟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在深化实践育
人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充分发挥大足职教中心
产教集团的运营优势、资源优势，统筹推进全区研学旅
行，进一步丰富研学旅行实践内容，规范研学旅行组织
管理，强化活动经费和出行安全等保障，全面提升全区
学生研学旅行质效。

一、用好产教集团平台优势，有效推动研学旅行课
程和基地建设上台阶。以职教中心大足石刻文创产业
学院、汽车产业学院、智能制造产业学院等为主的众多
实训项目为基础，整合大足石刻、龙水湖、“三区一园”，
隆平五彩稻田、雍溪花卉产业、大有田园等乡村文旅项
目，以及石柱县华溪村（大足职教中心乡村振兴共建单
位）等区外资源，系统性开发精品课程，多层次、多维度
设计研学线路，打造系列研学基地，以多样化课程菜单
供各学校结合自身情况任意优化组合，全面提升研学
旅行课程品质。

二、采取公司化产业化运作模式，有效保障研学旅
行可持续发展。一是风险可防范。成立研学旅行开发
运营公司具体实施，财务独立核算化解财务、债务风
险；统一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可进一步保障师生人生安
全。二是师资可持续。由400多名职教中心教师开发
课程和上课，可按规定获得课时费；按照职业教育政
策，开发的课程、编写的教材可按规定作为知识产权入
股公司，能持续保持教师上课动力。三是服务有保
障。有7000多名职教中心学生及30多个专业作为后
勤服务、引导上课等重要支撑，既强化职教中心学生实
践锻炼，又让来参加的学生有人为其服务。职教中心
大足校区、万古校区共有3000个床位、140多间酒店式
公寓和2个食堂，能充分满足研学旅行学生和带队教
师的食宿。

三、进行统一的宣传营销，有效提升研学旅行品牌
带动力。课程多元优化组合、成熟的运营模式，可为区
内外学校组织管理松“担子”，立足区内、辐射周边、联
动全国形成持续不断的研学旅行生源。

（大足区职教中心 王良中）

虎年的中秋节随着秋高气爽的天
气如约而至。

大足区各景区景点纷纷出招，为
广大市民和游客准备了中秋节“盛
宴”，邀请大家来到雍溪古戏楼、香国
公园、龙水湖畔赏明月品美景尝美食，
共享传统佳节的美好与欢乐。

老街里的中秋味

八月里，中秋到，家家户户打糍粑。
9月 6日早上 6时，大足区雍溪镇

红星街社区，72岁的刘咸中和妻子欧
治会就起床了。

淘洗糯米，碓窝，烧水……这天，
社区组织了一些老街的街坊在他家打
糍粑，夫妻俩早早就做起了准备。

刘咸中一家在雍溪老街已经生活
了整整 30年，养儿育女，白首相伴，最
幸福的时光藏在老街。

“一年才过一次中秋，糍粑还是自
己打才好，老街坊聚在一起更有中秋
节的气氛。”刘咸中说，“外面买方便，
但吃不出团圆的味道。”

于是，每年中秋来临之前，家家户
户都忙碌起来了，平时冷清的老街也
开始热闹起来……

时光荏苒，如今的老街上，常住人
口虽然有所减少，但一到节日，社区干
部还是会张罗着将老街坊们聚在一
起，快快乐乐地过节。

为了打糍粑，老人们抬出了上百
年的碓窝，清洗干净后，将蒸熟的糯米
倒进去，大家再合力用手中的木杵捣
着碓窝中的糯米。不一会，散发着清
香的糍粑就捣好了。舂好后的糯米从
碓窝里捧出来，蘸上黄豆粉和红糖，那
味道真是美滋滋的。还有一部分糍
粑，洒上米面，经过揉搓，变成了一个
个圆圆的糯米团，最后再分发到各家。

为了让大家都沾沾节日的喜气，
社区准备了 50公斤糯米，10多名居民
在现场忙碌，一边吃一边干，大家有说
有笑，温馨幸福。

红星街社区书记黄仁之说，社区非
常注重传统节日，端午、中秋、春节的时
候都会举行形式各样的活动，将社区居
民聚在一起，既让大家感受传统节日的
氛围，也让邻里关系更加和睦。

传统手工月饼走俏

“我今天跑了 3趟，终于买到他们
家的月饼了，之前人太多了！”9月 7日
下午，在大足区步行街一家传统手工
月饼销售点，顾客谢女士笑着说，自己
专程过来买手工月饼，前前后后已为
家人和朋友买了几百元的月饼。

在这家销售点，五仁、椒盐、火腿等
各式传统手工月饼整齐地摆放着。制作
这些月饼的人名叫彭文华，中秋节将至，
他家的手工月饼也迎来了销售“旺季”。

“每年中秋节我们提前一个多月就
开始制作月饼，每天从早忙到晚，有时候
水都没时间喝一口。”彭文华说，月饼在
中秋节前一两个星期最好销，每天制作
的上万个月饼，基本上当天就卖完了。

彭文华的月饼制作技艺来源于他

的父亲。“传统手工月饼要把饼皮做匀
称，皮薄又酥，这就需要看师傅‘揉’面
的功夫。”彭文华说，面揉得越久越透，
饼皮就越酥。面揉好后，将其切成一
个个大小均匀的小团状，再用手压成
饼状，然后放入做好的馅料，再用模具
将包好馅的饼团做成大小厚薄均匀的
形状，一个极具传统特色的月饼就初
步成型了。

至于馅料，那是制作传统手工月
饼的关键所在，用料十分讲究。“不同
的口味有不同的馅料，一般我们会用
到猪油、白糖、芝麻桂花、胡椒、葱等十
余种馅料。”彭文华说，炒馅料工序复
杂，一般会在晚上炒制，常常从深夜忙
到第二天早上。

6年前，女儿彭玉倩决定回家帮
忙。从炒馅、和面、切段、包馅、成型、
烘烤到包装，他手把手教女儿制作手
工月饼的工艺，彭玉倩也不负所望，迅
速掌握了各个工艺的制作“法门”，成
为了彭文华的得力助手。

除了延续传统制作技艺，彭玉倩还
积极开辟网络销售渠道，利用微信等平
台的推送，进一步打开了月饼的销路，生
意一年比一年好。同时，她还将自己大
学所学的设计专业知识运用到产品包装
设计上，让月饼不仅好吃还“好看”。

“今年我们在包装上面凸显了荷
花、大足石刻等本地元素，让包装更具
传统的韵味。”彭玉倩说。

此外，在彭玉倩和相关部门的推
动下，“彭记老巷传统手工月饼制作技
艺”在今年成功申报大足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非遗的加持，

让月饼名气和销路再次得到提升，也
让彭文华父女对传统手工月饼制作技
艺的传承有了信心。

“今后我希望通过做品牌、做推
广，让家乡风味赢得更多食客，让大足
的传统手工月饼走得更远，让更多的
人品尝到大足味道。”彭玉倩说。

月饼回归传统文化本源

中秋节吃月饼，是我国千百年来
特有的一项民间习俗。然而，不少商
家以节日为借口炒作月饼价格，“天价
月饼”层出不穷。

中秋佳节临近，记者走访发现，随
着消费者需求的改变和相关部门的监
管，“天价月饼”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市
场消费也更趋理性。

传统的五仁月饼、经典的莲蓉月
饼、清爽的冰皮月饼……中秋节临近，
琳琅满目的月饼早已在各大超市上架，
并稳占C位。经过走访记者发现，无论
是超市，还是礼品店、烘焙屋，“天价”月
饼难觅踪影，礼盒包装瘦身明显。

9月 6日，记者在城区多家超市看
到，各具特色的数十种月饼摆在了超市
最显眼的位置，烘托出了浓浓的节日氛
围。记者注意到，虽然距离中秋节还有
几天，但已经有部分月饼开始打折促销
了。而且，很多月饼品牌今年都走经济
实惠的路线，月饼价位多在200元以下。

某超市导购员李某透露，以前很多
商家都在比包装，导致大量成本花在了

“表面”，有的一个月饼礼盒，光包装的
成本就接近100元，有的甚至更多。

今年，这种现象有了明显好转，多
数月饼礼盒都换成了小包装，“瘦身”
上架，反而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部门严查过度包装

按照《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
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要求和相关规
定，为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制止“天
价”月饼等现象，8月中旬开始，大足区
市场监管局开展了为期 2个月的商品
过度包装、“天价”月饼和蟹卡蟹券等
问题集中整治行动。

本次集中整治行动主要聚焦豪华
酒店、大型商超、精致饮品店等，重点
检查生产销售过度包装月饼、将月饼
与其他商品变相搭售或者混合销售、
未明码标价、虚标原价等价格欺诈行
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虚假违法广告
或虚假宣传行为等，重点对单价超过
500元的盒装月饼实施检查，同时兼顾
蟹卡蟹券经营过程中侵害消费者权
益、计量作弊、虚假宣传行为。

据悉，集中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
足区市场监管局出动执法人员 105人
次，检查经营者 243户，辖区月饼销售
价格在 128元/盒-499元/盒之间，暂未
发现实际销售单价超过 500元的月饼
和相关违法行为。

下一步，大足区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对象、重点领
域，进一步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引导月
饼市场规范健康运行，鼓励经营者生
产、销售物美价廉的盒装月饼，更好满
足消费者需求。

打糍粑、制作传统月饼、逛老街……

在大足过一个唐风宋韵的中秋节

中秋节打糍粑是很多市民记忆中的味道，这项传统民俗文化活动近年来在大足区已经广泛开展。图为9月8日，幼儿园的小朋友打糍粑。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9月8日，大足区海棠幼儿园将课堂“搬”到室外，讲故事、
制作灯笼、吃月饼，让孩子们提前度过一个欢乐的中秋节。

新渝报记者 毛双 李海 摄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 文/图）9月5日至11日是
2022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大足区围绕主题开展

“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
人信息保护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9月 7日，中国
移动公司大足公司、中国电信大足公司、中国联通大足
公司三家电信运营商举行网络安全宣传周·电信日活
动，向群众普及防范网络电信诈骗的各项知识。

记者在三家通信公司客户服务大厅看到，网络安
全宣传周的宣传物料随处可见，营造出浓厚的宣传氛
围。各个服务大厅通过发放网络安全知识宣传手册、
播放网络安全知识专题宣传片、讲解网络安全知识
要领等方式，提醒群众识别网络诈骗陷阱，时刻保持
高度警觉状态，防范网络电信诈骗，避免上当受骗。

当前，网络信息铺天盖地，有时暗藏诈骗陷阱，
令人不得不防。在本次活动中，三家电信运营商的
通信专家们，面向市民给出了各项温馨提示，希望市
民看穿电信网络诈骗的各种伎俩，避免落入电信诈
骗的陷阱。

在反诈“通讯”前沿
筑牢安全防线

工作人员向市民宣传反诈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