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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安全食用凉拌菜和卤味熟
食？

天气炎热，很多人喜欢吃凉拌菜、
卤味熟食等冷食类食品。由于凉拌菜加
工过程不需要加热，卤味熟食虽然经过
加热，但在冷却后的二次加工过程中无
需再次加热。这类食品对原材料和制作
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要求较高，稍有疏
忽就容易受到致病微生物的污染，引发
食源性疾病。

消费者购买凉拌菜、卤味熟食时，
应选择资质合格且卫生条件良好的餐饮
单位，不要在无证照摊贩处购买。注意
少量多次购买，吃多少买多少，避免长
时间储存。

家庭自制凉拌菜、卤味熟食时，要
选用新鲜的水和原材料。能加热的原材
料应彻底加热，冷却过程注意防护；不
能加热的蔬菜、瓜果等要彻底洗净。加
工过程中刀具、砧板、餐具等做到生熟
分开。注意少量多次制作，吃多少做多
少，加工完后尽快食用。

三、如何预防野生毒蘑菇中毒？
高温多雨的夏季是野生蘑菇的生长

旺盛期，也是野生毒蘑菇中毒的高发
期。许多毒蘑菇中毒尚无特效疗法，且
中毒症状严重，发病急，死亡率高。

目前还没有简单易行的毒蘑菇鉴别
方法，在民间流传的一些识别野生蘑菇
的方法和经验并不可靠，避免毒蘑菇中
毒的最好方法是不采、不买、不卖、不
吃野生蘑菇。

四、如何安全食用海鲜类产品？

当海鲜产品处理不当 （未经过充分
清洗，或生熟食品交叉污染），或吃法
不当 （生吃或半生不熟等），就容易引
起肠道感染。另外，夏季也是赤潮高发
期，海虹、血蛤等海水贝类由于摄食赤
潮中有毒藻类或与有毒藻类共生而在其
体内产生并蓄积“贝类毒素”，要慎食
海水贝类食物。

购买海鲜时，应注意与其他食物分
装存放，购买后如果不能及时加工，应
尽快放入冰箱，在冰箱中储存海鲜时要
注意生熟分开。处理海鲜时，刀砧容器
要专用，避免加工过程的交叉污染。烹
饪海鲜时，要烧熟煮透，在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不建议生食海鲜。

五、如何预防由食用野菜引起的食
源性疾病？

我市多地有采食野菜的习惯，然而

在自然环境下生长的野菜本身可能含有
微量的天然毒素，一次进食量过大可引
起身体不适。另外，有一些有毒植物与可
食野菜外观类似，误采误食可导致中毒。

购买野菜应在正规市场、超市选
购，尽量选择本地种植、具有多年食用
历史的野菜。采摘野菜要注意避开环境
污染的区域 （如污水排放地、公路边、
垃圾填埋场等），不采、不吃、不买、
不卖不认识的品种。

六、食用菜豆类蔬菜需要注意什么？
夏季是四季豆、芸豆、刀豆、豆角

等各类菜豆大量上市的季节，生的菜豆
中含有皂甙和红细胞凝集素，通常情况
下，充分加热后能够破坏其毒素，一般
不会引起中毒，但如果过于追求“脆”

“绿”的口感和外观，或者一次加工量
过大翻炒不均匀，加热不彻底，食用后
就会引起中毒。在加工菜豆时，一定要
烧熟煮透，预防中毒。

（来源：张家界市卫生健康委）

夏季预防食源性疾病的安全预警提示（二）

【消费场景】
7 月 12 日，远在上海的上班族刘洪

涛坐在写字楼里，闲暇时间拿起手机，
通过远程监控，看着自己认养的“花小
猪”正欢快吃食，随后看看整个小院的
环境，满意地放下手机。

“花小猪”是他认养的土猪，生长
在桑植县竹叶坪乡浸峪村，目前已有 50
多公斤重。再过 3 个月，刘洪涛就可以
收到来自大山里的土猪肉了。

桑植县竹叶坪乡浸峪村是一个偏远
山村。今年 4 月，该村推出“云养殖”
项目，客户只需在手机上花费 500 元认
养猪仔，待 6 个月后猪出栏，按重量支
付余下费用，即可收获一头 150 公斤左
右的土猪。

乡 里 养 猪 ， 猪 舍 里 玩 起
新花样

7 月 10 日下午，浸峪村的一处猪舍
内，6 头土猪正窝在里面享受清凉。另
一厢，73 岁的村民吴伏浓正在给它们煮
食。

“夏天来了，蚊子比较多，要在猪
舍驱蚊。”不一会，张家界市委组织部
驻浸峪村第一书记毛新宇带着技术员到
来，在查看猪的长势后，嘱咐吴伏浓做
好防疫工作。

这间猪舍，是吴伏浓老两口的“聚
宝盆”。毛新宇是“云养殖”模式的发
起者。

“驻村之后，总觉得这里的猪肉比
城里香。”毛新宇说，一打听，原来这
里农户养猪都采用土办法——到野外割
猪草或者青菜煮熟后喂养，产出的猪肉
自然品质不一般。同时，他还了解到，
受到市场的冲击，这里的猪肉虽好，但
卖不起价，甚至卖不出去。

毛新宇决定利用乡村 5G 网络建设
契机，实施生猪“云养殖”模式，并邀
请了一家同时拥有网络技术和网络销售
平台的科技公司到村里调研。

双方一拍即合——科技公司负责平
台建设和产品销售，以高于市场收购价
包销农户生猪；村里负责日常管理，确
保生猪为熟食喂养。

大 山 里 ， 随 着 农 业 科 技 的 快 速 发
展，以往被贴上“落后”“传统”标签
的养猪业，从喂养、运输、销售、溯源
等各个方面，正被科技一步步改造。

“听到既包销，又高于市场价，赶
紧多喂了 4 头。”唐玉英原本每年养两头
猪自家吃，听到这个消息，喜上眉梢，

“这一下，一年收入又多了两万多元。”
网络科技的应用，让这辈子与田地

打交道的他，感到不可思议。“从来没
听 说 过 给 猪 栏 也 装 上 监 控 ， 晚 上 不 放
心，看看手机就行了。”唐玉英说，有
一 次 在 山 上 干 活 ， 休 息 的 时 候 打 开 手
机，看到两头猪正在撕咬已见血迹，自
己赶紧下山，“两头猪都受伤了，其中
一只猪耳朵被咬掉了大半截。还好回去
得快，马上把它们隔离开，不然损失就
大了。”

全 程 溯 源 ， 每 头 猪 都 有
“身份证”

在 手 机 上 打 开 “ 云 上 浸 峪 村 ” 页
面，点击“云养殖”，所有猪舍依次一
一分栏显示。每个猪舍，都有 4 个监控
探头，分别对准猪栏、煮食间、猪舍入
口、屋坪。同时，还有一个高清全景镜
头，可从空中俯瞰猪舍周边环境。

养殖户的基本情况、养殖数量以及
电话均对外公布。客户可选择任意一家
下单，也能随时与其取得联系。

“下单后，会生成电子合同，也就
意味着‘云养殖’的开始。”张家界数
字乡村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丞宏表示，待
半年出栏后，村里会根据客户要求进行
宰杀、分割、邮寄，还可为客户熏制成
腊 肉 ，“ 我 们 的 线 上 销 售 渠 道 遍 布 全
国 ， 主 要 是 北 上 广 等 大 城 市 的 高 端 客
户，零售价高于市场价。”

“我们的销量，取决于村里出栏的
数量。”邓丞宏说，就算全村家家户户
养猪，公司也能全部销售出去，待浸峪
村的养殖模式成熟后，计划向周边村落
复制，“目前，全村首批 100 头土猪已被
抢订一空，将在 11 月后陆续出栏，明年
计划出栏 500 头左右。”

客户认养猪仔后，村里将给猪仔配
制专属二维码耳钉“身份证”，客户可
通过“互联网+猪+托管”的可视化认
领模式，全天候 360 度全程查看生猪饲
养过程，可随时随地一键式现场直播生
猪采食、卫生、生长情况，满足客户成
为“猪倌”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从“从
山村猪舍到城市餐桌”的全程可追溯管
理 ， 保 障 “ 原 始 的 味 道 ， 舌 尖 上 的 安
全”。

“云养殖”的底层逻辑要归于认养
农业，也可看作是认养农业跨入“互联
网+”新阶段的标志。浸峪村的“云养
殖 ” 模 式 ， 村 民 收 到 高 于 市 场 价 的 售
价，平台公司收获市场价差利润，村里
获得管理提成，一举三得。

“ 浸 峪 村 村 民 有 养 熟 食 猪 的 传 统 ，
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 。”毛新宇表示 ，

“云养殖”是村里建设“数字乡村”的
重要部分，接下来浸峪村将进一步推动
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升级，将数字化的
运 用 由 农 业 产 业 向 农 村 的 方 方 面 面 迈
进，实现信息发布、民情收集、议事协

商、公共服务等村级事务网上运行，助
力乡村振兴。

【专家点评】

养殖新模式
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吉首大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教授 粟娟

“云养殖”是数字经济在乡村养
殖业的微缩影，对生产者与消费者来
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对于生产者来说，“云养殖”是
“前厂后店”的云端升级版，它不仅
便利消费者利用互联网“云养殖”系
统平台认领养猪，便于相关部门及平
台随时查阅养猪的实况，最重要的是
便利村民利用平台随时获得更多技术
服务。“云养殖”对于养殖户来说，这项
生 产 是 订 单 式 生 产 ，其 商 业 模 式 是
O2O 的模式，没有中间链条，大大压缩
了生产到销售的环节，提高了资源配
置效率，扩大了产业链利润空间。

由于当前部分广告的失信、不良
商品的曝光，降低了消费者对市场的
信 任 ， 消 费 者 在 渴 望 获 得 健 康 、 生
态、绿色、环保食物的同时，也希望
能提前预知这类食物的生产、加工及
销售过程是否符合其预期。

“云养殖”利用互联网及数字技
术，为消费者在云端提供了一个从小
猪认养、日常喂养、生病预防等全过
程、全场景的可视空间，促进了产业
链商品化、养殖细节透明化、流程规
范化、产销一体化，加快了农民增收
步伐，推进了农业物联网建设。这种
消费模式若能够得到推广，将大大助
力乡村产业快速发展。

大山里，土猪正在欢快吃食；城市里，白领盯着屏幕看自己认养的猪儿生长——

向“云端”，山那边，当“猪倌”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宁奎 通讯员 邱德帅 陈蕾霜

暑假期间，各地大中小学内
没 有 了 往 日 的 热 闹 ，校 园 运 动 场
上、体育馆内更显冷清。记者近日
探访了解到，校园体育设施不对外
开放仍是不少学校的通用做法。

很 多 校 园 内 体 育 资 源 集 中 ，
无 论 是 室 外 的 标 准 跑 道 、 篮 球
场、足球场，还是室内的羽毛球
馆、乒乓球馆、游泳馆等，一应
俱全。令人惋惜的是，如此齐全
的体育设施，一到寒暑假便多处
于闲置状态。与之相比，一些校
园周边社区内则体育设施相对不
足，不少有健身需求的群众与被

“ 放 假 ” 的 体 育 设 施 “ 一 墙 相
隔”，只能望而兴叹。

近年来，每逢暑期，一些地
方便进入未成年人“野泳”溺亡
事故高发期。其中虽有学生安全
意 识 薄 弱 、 家 校 管 理 缺 位 的 原
因，而正规游泳场馆不足、收费
偏高，也是“野泳”屡禁不止的
缘由之一。堵不如疏，向社会开
放 更 有 安 全 保 障 的 校 园 游 泳 馆 ，
不失为两全之策。

游泳馆只是一个缩影。校方
不愿对外开放体育设施，大多出
于人员管理、运动安全等方面的
考虑。但是，只要把安全预案和

管理制度做细做实，绝大多数隐
患可以防范于未然。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
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随
着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 ， 运 动 健 身 日 益 成 为 “ 必 需
品”。而进一步缓解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与体育设施
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是各
地贯彻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
应有之义。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不断在
加大和完善全民健身场地和设施
供给方面发力，一些地方还制定
规划，志在打造“十五分钟健身
圈”。为解决“一地难求”问题，
从口袋公园、小区架空层到沿河
沿湖步行道，不少城市要求“见
缝插针”利用空置场所，以满足
人们的运动健身需求。

然而，暑假期间，要解公众
健身需求的“近渴”，仅靠政府规
划的“远水”仍然不够。让开放
校园体育设施成为推动全民健身
的“优选项”，最大限度盘活现有
优 质 体 育 资 源 ， 既 是 当 务 之 急 ，
也 是 为 人 民 群 众 带 来 更 多 获 得
感、幸福感的惠民之策。

（据新华社）

假期开放校园应是推动
全民健身“优选项”

胡锦武

本报讯 （本报通讯员）“如何
正确投放玻璃瓶？”“骨头、粽子
叶、干燥剂属于什么垃圾？热水
瓶内胆属于什么垃圾？”为加快推
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高干部
职工垃圾分类投放准确率，7 月 14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工会
活动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垃圾
分类向干部职工详细讲解生活垃
圾 分 类 的 目 的 、 意 义 和 相 关 知
识，引导干部职工正确分类投放
垃 圾 ， 引 导 其 从 身 边 小 事 做 起 ，
逐步养成垃圾分类投放的好习惯。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垃圾分类
投 掷 小 游 戏 ， 游 戏 现 场 气 氛 热

烈，大家纷纷踊跃参与，通过这
种“小游戏”的形式不断熟悉垃
圾分类方法，让大家更容易、更
轻松地理解垃圾分类知识。

“这样玩下来，我算是把生活
里能碰上的垃圾都分清楚了，有
几样不知道的，我也赶紧用手机
查了查。”一位活动参与者说。

本次活动增强了干部职工的
节 约 意 识 、 环 保 意 识 和 生 态 意
识，提升了生态文明素养，更增
强 了 垃 圾 分 类 、 垃 圾 减 量 意 识 ，
养成主动分类、自觉精准投放的
行为习惯，形成了人人参与垃圾
分类的良好氛围。

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结合工会活动进行垃圾分类主题宣传

本报讯 （屈亦晨） 为进一步
做好“湘易办”超级服务端的宣
传推广，提升“湘易办”超级服
务 端 的 知 晓 度 和 使 用 率 ， 7 月 13
日，永定区首家“湘易办”服务
中 心 在 区 政 务 服 务 大 厅 正 式 上
线，企业、群众可充分体验“一
机 在 手 、 一 键 登 录 、 一 网 通 办 、
一次办好”的便利。

永定区“湘易办”服务中心
设在区政务服务大厅，通过宣传
海报、LED 显示屏营造了浓厚的
视觉氛围，不间断播放的宣传片
生 动 展 示 “ 湘 易 办 ” 的 强 大 功
能 。 中 心 配 备 专 业 导 办 “ 一 对
一”指导，向办事群众详细推介

“湘易办”的各项功能应用，引导
办事群众注册、使用。通过“湘
易办”超级客户端查询社保、医
保、公积金、中高考成绩、部分
许可证照信息、办件进度等，一
站申报生育登记、子女投靠父母
户口迁入、老年人福利补贴、失
业补助金申领、无犯罪记录证明

等高频事项；企业群体可以通过
“湘易办”超级客户端使用“开公
司 、 办 业 务 、 找 政 策 、 提 诉 求 、
招人才、融资金、拓商机”等服
务。

“以前办什么事需要下载不同
的 App,办不同的事就要更换不同
的 App，现在只要用‘湘易办’就
可 以 办 所 有 事 ， 真 是 太 方 便 了 ，
不愧是个综合性的超级服务端。”
在体验了“湘易办”的各类功能
后 ， 办 事 群 众 刘 先 生 对 “ 湘 易
办”连连称赞。

办事群众通过线下 体验“湘
易办”场景应用，不仅体验到了

“ 掌 上 办 ” 的 实 景 ， 也 感 受 到 了
“网上办 ”一站式的便捷。下一
步，永定区将进一步强化“湘易
办”超级服务端推广应用，不断
丰富应用场景，上线更多服务事
项，进一步扩大“湘易办”在全区
范 围 内 的 知 晓 面 、使 用 度 和 影 响
力，持续提升全区政务服务便利化
水平，助力打好“发展六仗”。

永定区首家“湘易办”
服务中心正式上线

本报讯 （田贵学） 日前，永
定区民政局邀请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深入到养老服务领域进行参
观考察，广泛征求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的意见建议，主动接受他
们对养老服务领域的监督。

今年，永定区民政局收到人
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所提涉及
敬 老 院 建 设 、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建
设、加强老年人养老服务、农村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养老服务方
面的建议提案 6 件。为了认真做好
建议提案办理，永定区民政局通
过电话沟通、座谈等形式，充分
征 求 人 大 代 表 和 政 协 委 员 意 见 ，
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该

局还组织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
员一行 20 余人参观了永定区老年
人养护楼公建民营项目、天门一
号 小 区 居 家 社 区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
二家河中心敬老院，调研了公办
养老机构建设管理、农村养老服
务体系建设、长者食堂、养老机
构疫情防控等工作。

下一步，永定区民政局将根
据 人 大 代 表 、 政 协 委 员 的 建 议 ，
在优化养老服务布局、实施特困
人员供养机构提升工程、强化养
老服务监管、持续加强养老队伍
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推动
永定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广开言路听民意
开门纳谏促发展

永定区主动接受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养老服务领域的监督

本报讯 （肖至立） 近日，湖南工
商大学“心翼”支教团队抵达慈利县
广福桥镇中学，为当地留守儿童带来
了一批爱心物资。

为给广福桥镇的留守儿童带去更
多生活上的关爱，7 月 2 日至 8 日，湖
南工商大学“心翼”支教团队向社会
各 界 爱 心 人 士 发 出 爱 心 捐 助 的 号 召 ，
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
和积极响应，收到多批物资和爱心捐
款。

本次支教活动面向由 91 位留守儿
童组成的两个班级，团队成员将通过
家 访 的 方 式 将 部 分 书 本 送 到 他 们 手
中，对于家中有弟弟妹妹的留守儿童
家庭，团队成员会为其带去捐赠的衣
物。此外，在课堂上表现良好的同学
还可以得到玩偶作为奖励，以此来调
动学生们上课的积极性。

在每天下午的家访中，团队成员
将为受访家庭带去图书，并进一步了
解留守儿童的基本家庭情况，监护人
的 教 育 意 识 与 媒 介 素 养 教 育 认 知 水
平，以期助力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

献出一份爱心
点亮一份希望

湖南工商大学“心翼”支
教团队走进广福桥镇中学

采 访 刘 美 菊 ， 没 有 想 象 中 那 么 顺
利。

电话那头，她的声音略显急促，坦
言自己目前不再执教，更多时间是在进
行康复训练。为了不过多打扰她，浅聊
几句后便结束了通话。

第二天，通过她发来的个人资料，
我 对 她 才 算 有 了 更 为 深 入 和 直 观 的 认
识。执教 38 年，10 年在轮椅上，这位

“湖南省第七届运达乡村老师奖”“敬业
奉献类‘湖南好人’”“第七届张家界
市敬业奉献模范”等荣誉的获得者，在

与残障和病痛斗争的过程中，一直坚守
在教书育人一线。

时间回溯到 1984 年 9 月，桑植县农
校招生，刘美菊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
但因家庭困难，仅读一年后便退学。

“没能完成学业对我来说是非常遗
憾的事情。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自己对教
育事业的执着和热情，让更多的农村孩
子走出大山！”因为爱与责任，刘美菊
坚守在乡村，先后到上洞街乡的 8 个村

小学任教。
在这些学校里，刘美菊通常承担语

文 、 数 学 、 音 乐 等 多 门 课 程 的 教 学 任
务。

“虽然很累，但我坚信自己从事的
是阳光下最灿烂的职业 。”从那时起 ，
刘美菊便下定决心要当一辈子的老师。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不幸随之
而来。2007 年 10 月 19 日，一场车祸造
成她腰脊椎粉碎性骨折。这意味着，刘
美菊余生只能依靠轮椅行走。

▶▶（下转 8 版）

“轮椅教师”刘美菊：

38 年坚守乡村讲台
全江玲

村民在贵州金元木科农业光伏电站光伏板下的土地种植辣椒 （7 月 5 日摄）。
近年来，贵州抓住新能源发展的时代机遇，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产业迅猛发展。在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的同

时，贵州还充分利用光伏板下的土地种植农作物，带动有条件的农户发展畜牧养殖。
截至 2023 年 6 月底，贵州省新能源装机总容量累计达 2181 万千瓦，这些“风吹日晒”产生的经济效益，正逐

渐成为贵州山区发展的新动能。 新华社记者 陶亮 摄

绿色能源为山区经济发展添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