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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虚假促销，打击假酒市场，保障年夜饭安全——

天元区市场监管局
全方位开展年关守护行动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王军 通讯员/罗润球 肖冠华 周谷良

年关越来越近，
年货采购、年夜饭预
订进入高峰期。各大
商超、个体经营户、餐
饮 企 业 使 出 浑 身 解
数，摩拳擦掌准备大
干一场。

有无虚假促销、
售假行为，年夜饭承
接单位疫情防控、食
品 安 全 保 障 是 否 到
位，电梯是否都能安
全运行，围绕食品、药
品、特种设备等一系
列与老百姓春节密切
相关的领域，天元区
市场监管局深入农贸
市场、商超、汽车客运
站等重点场所开展消
费维权保护、价格检
查、执法打假等专项
检查，着力消除安全
隐患，规范市场秩序，
为春节营造安全、祥
和的节日氛围。

守好商品质量关
查获假白酒40余瓶

春节临近，白酒市场迎来一年
中最强采购高峰。近日，天元区市
场监管局突击检查辖区内白酒市
场，查获假冒名酒40余瓶。

“我们重点对背街小店，特别是
烟酒回收店开展检查。”天元区市场
监管局执法人员表示。本次检查，
执法人员共查获出售“水井坊”“剑
南春”“酒鬼”“糊涂仙”等多个品牌
假酒的商家数家。接下来，执法人
员将对涉案经营户依法予以行政处
罚。

执法人员表示，经过几年整治，
目前天元区尚未发现名酒制假情
况，但部分小型经营户仍然存在售
假问题，特别是打着“回收名烟名
酒”招牌的经营户问题较多。2021
年，市场监管局共办理假酒案件 12
起，其中70%为小型经营户售假，每
个涉案经营户销售假酒数量不多，
隐蔽性很强。

走亲访友、宴请宾客，春节期
间，是家庭用酒需求的高峰期。如
何防止买到假冒伪劣酒品？天元区
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喊你记住以下
四点。第一，购买酒品、特别是名
酒，一定要到正规渠道、大型商超购
买，切勿贪便宜购买回收名酒；第
二，不采购非摆放在经营场所的酒；
第三，要索证索票，保存齐全。同时
要求商家在酒品上做上标记，为维
权保存凭证；第四，发现问题可以拨
打12315消费者维权热线并提供相
关证据，保障自身权益。

把好出行第一步
让隐患梯早“康复”

出公司，入家门，春节出行，电
梯无疑是老百姓的第一个“交通工
具”。在年关守护行动中，长江南路
一公司就有5台电梯查出了隐患。

“该公司与一酒店共用电梯，酒
店倒闭后，电梯因经济纠纷年检被搁
置。”天元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表
示，了解到情况后，他们立即协调维
保单位上门服务，将能年检的年检完
毕，确保安全运行。对因层高不合
格、未办理使用登记的电梯，进行关
停和封闭，杜绝隐患电梯载人运行。

据了解，天元区共有在用电梯
6315 台，占到全市电梯总数的三分
之一，数量多、分布广、监管压力
大。近年来，天元区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隐患排查、强化监管闭环。去
年共处理电梯投诉 141 起，未发生
重大安全事故，牢牢守住了辖区特
种设备安全红线、底线。

本次执法检查，除企业电梯外，
执法人员还对商场、医院等人群密
集场所电梯开展隐患排查，加快小
区电梯投诉案件办理。截至目前，
行动期间共检查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 52 家次，发现安全隐患 22 处，目
前13处已整改到位。

扎好疫情防控口袋，年夜饭要开心更要放心

疫情扩散风险叠加持续低温雨
雪天气，今年，就地过年成为不少株
洲人的选择。热热闹闹在家吃个年
夜饭，无疑是中国人过年最重头的
节目。年夜饭怎么吃，成为近几日
大伙讨论的热点话题。

“我看超市有不少成品预制菜，
热一热就能有大厨出品，就是不知
道食材怎么样。”1 月 26 日下午，第
一次选择留在株洲过年的张先生向
同事请教如何制作年夜饭。

2021 年，是预制菜走上风口的
一年。马上过年了，各种品牌的预
制菜占据着各大商超的重要位置。
各酒店、餐馆也推出了不同价位的
预制菜套餐。应对这一新消费，天
元区市场监管局迅速出动，对区域

内预制菜生产、销售渠道进行地毯
式检查，源头杜绝安全隐患。

为了更方便，不少家庭更多选
择在外吃年夜饭。疫情防控制度能
否落实到位、人手是否充足、原料关
口是否严格，每一家年夜饭承接单
位，必须提前上报备案材料，签订食
品安全承诺书。

在检查中，因进口海鲜手续不
规范，一餐饮企业被当场责令整
改。据统计，截至目前，天元区市场
监管局共检查餐饮单位61家，中央
厨房、集体用餐配送单位3家，医院、
养老院3家，连锁餐饮店15家，发现
并责令立即整改安全隐患11个。

除餐饮单位外，水果售卖商家
是进口食品的另一大户。天元区扎

牢进口冷链食品口袋，目前，在天元
区购物你会发现，湘冷链“二维码”
已成为进口水果的必备健康码。

“一旦发现未注册‘湘冷链’或
未赋码进口食品，一律下架处理。”
天元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表示。
通过推广和检查整改，目前，天元区
内“湘冷链”注册企业达 225 家，累
计流入进口冷链食品 13315 次，共
计599吨，赋溯源码15987张。会同
疾控部门对冷链食品进行核酸检测
3200批次，尚未发现阳性。

严查药店四类药实名登记制度、
疫情防控制度，站好疫情“哨点岗”，天
元区市场监管局还启动药品医疗器
械专项检查行动。因未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两家药店被要求停业整顿。

护好价守好秤，向虚假促销和缺斤少两说NO

50.8 元一袋的纸巾，促销价只
要 38.8 元，真有这么便宜吗？1 月
21 日，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
人员在商场检查时，抽查了以上纸
巾的价格情况。

执法人员查阅商场台账发现，
该品牌纸巾此前一直售价为 40.8
元，与现在所标“原价 50.8 元”相差
甚远，存在价格欺诈嫌疑。考虑到
该商场当日才进行调价，并未给消
费者造成过多不良影响，执法人员
当场责令其改正，并强调下次发现

一定依法处罚。
俗话说，春节临近，水也贵三

分。市场经济下，价格随行就市，但
也不能搞先提价再促销的虚假促
销，更不能随意喊价。

在检查中，一超市分装茶叶只
有价格不标重量，被当场整改。“分
装产品必须有完整计量和价格标
签，不能加价，这是规定。”执法人员
表示，春节期间，在茶叶、红枣、桂
圆、墨鱼等大件再分装食品中，标价
不规范问题突出。此次春节保“价”

行动中，天元区广泛开展食品、药
品、交通运输等民生关切领域价格
专项检查，清理整顿了一批标价不
规范问题。

此外，在计量方面，该局还重点
对加油站进行了计量检查。在对中
石油炎帝大道旁的两家加油站进行
检查后发现，两个站点油枪误差值
均在国家允许范围以内。接下来，
执法人员还将持续深入农贸市场等
场所，严查“缺斤少两”行为。

▲执法人员开展价格监管检查。 通讯员供图

▲执法人员对零食店开
展食品安全和价格等全方位
监管检查。 通讯员供图

▲执法人员联合市计量所开展成品油计量检
查。 通讯员供图

面对即将到来的春节长假和疫
情防控需求，不少人选择就近或就地
过节，为了满足假期广大市民朋友们
关注自身健康的需求，株洲恺德心血
管病医院特开展“春节健康不打烊”
活动，一如既往坚守岗位，为大家的
健康保驾护航。

1、新冠核酸检测不停歇
春节期间，医院新华路门诊（华润万

家对面）每天开展核酸检测工作，时间：上
午08：00—11:30、下午14:00—16:30，
咨询电话：0731—28625127。

2、专家在岗守护健康
春节期间，医院新华路门诊（华润

万家对面）急诊全天24小时应诊，门诊
正常开诊，让市民们健康无忧，咨询电
话：0731—28625127。

3、住院手术及检查
春节期间，医院住院部（荷塘区恺

德路 99 号）正常开展检查、手术，咨询
电话：0731—22222100。

您还可以在株洲恺德心血管病
医院官方微信号进行健康咨询。恺
德 全 体 医 务 人 员 不 忘 初 心 、牢 记 使
命、守护生命，与社会大众携手共创
美好明天。

(文/通讯员 黎婕妤)

春节长假恺德医院“不打烊”，专家在岗护健康

黄牛“犇”出幸福路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肖霜

1 月 13 日，渌口区龙潭镇文家村，吃过
早饭，老齐来到养殖基地给牛喂草料。这个
藏在大山深处的圈养基地，采用天然泉水和
草饲料喂养，黄牛长得结实健壮、皮光毛亮，
颇受市场欢迎。

老齐全名叫齐国华，过去在湘江边采
砂，湘江干流全面禁止河道采砂后，他就回
了老家，开始谋划转行。干什么好？老齐想
了想，自己小时候放过牛，不如试试养牛。
2016 年，老齐流转 300 余亩荒山、荒地，开
始修路、通水、通电，并以自己和妻子曾利群
的名字，注册成立株洲华利生态农牧发展有
限公司，开启养牛事业。

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缺乏饲养
技术、采购经验不足等原因，老齐从外省购
进的第一批牛全部出现应激反应，相继发
病，死了几十头，第一年亏了60余万元。

“进退两难之际，渌口区科技专家服务
团来了。”老齐回忆，专家牵线搭桥，联系省
畜牧研究所，给夫妻俩进行技术培训，并组
织外出参观，让他们学习新理念、新思路和
科学养殖技术。在专家建议下，夫妻俩采用
全生态循环链生产模式，选择养殖能自繁自
育的母牛，并改良品种，走出了一条特色畜
牧养殖之路。

与此同时，老齐夫妇给周边村镇剩余劳
动力和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岗位，公司长期聘
请工人6名，其中残疾人1名，临时聘请剩余
劳动力 30 余人，并与 200 多户村民以流转
土地、支付租金、安排就业等方式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为壮大产业发展，老齐夫妇创新
黄牛“领养”模式，养殖户可向公司领取黄牛
自己喂养，期间由公司提供黄牛疫病防治知
识指导及技术服务，待黄牛长大后，再由公
司按市场价回购，解决养殖户后顾之忧。

如今，老齐夫妇通过“公司+合作社+家
庭农场+农户”的发展模式，养殖规模从最
初的 70 多头发展到现在的 600 头，年繁育
牛犊 140 余头，年销售肉牛 400 余头，公司
被评定为“区级龙头企业”，老齐还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成功注册“华利源生”8 个类别商
标。从失业到创业，老齐靠养牛逐渐“牛”起
来，“希望打响‘华利源生’品牌，带动更多村
民养殖改良品种肉牛，让大家的口袋鼓起
来，助力乡村振兴。”老齐笑着说。

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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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国华正在喂牛。 通讯员供图

七旬老人种人参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邹怡敏 通讯员/肖霜

当你老了，你是选择含饴弄
孙、颐养天年，还是怀揣梦想再
干一番事业？有一位年过七旬
的老人，放下都市的繁华与舒
适，从长沙来到渌口区淦田镇八
斗村，只为追寻人参梦。

退休创业种人参，意外结缘八斗冲

1 月 13 日，八斗村一处种植基
地，一位身着紫棉袄、脚穿套鞋的老
人正在挖土。他面色红润、精神矍
铄、干活利落，一点儿也看不出已经
75 岁了。见记者到来，他放下锄
头，憨厚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趁着天气好，把土松一松翻一翻、
杀杀菌，到3月左右，就可以下人参
种了。”老人介绍。

老人叫何定叁，家在长沙，祖辈
是种中草药或从事中医相关工作的，
耳濡目染之下，他对中药材很感兴
趣，年轻时办了个中药厂，积累了不
少经验。“64岁时打算退休，便把厂子
转让了。”何定叁介绍，原本他打算就
此安心养老，可在家窝了一年后，他
感觉坐不住了。“我喜静，不会打牌、
跳舞，平日就看看新闻、书报，搞搞劳
动，总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何定叁
想来想去，还是放不下老本行，自己
身体不错，家人也没什么需要他操心

的，便又萌生了创业的想法。
种人参是何定叁早就瞄准的目

标，“人参市场比较广阔，优质的人
参稀缺，我有耐心、有技术，可以慢
慢研究。”第一站创业，他选择了常
德石门县，这一研究就是8年，还被
石门县南北镇授予“产业发展贡献
奖”。随着年龄增大，种植基地山高
路远，加之部分土地租赁到期，他便
有了“挪窝”的打算。

挪去哪？何定叁考量了许久，
种人参不比种菜，对生长环境要求
更高，土壤最好带沙且不能太湿，地
方要阴凉但不能没有阳光照射。一
次偶然的机会，妻子对他说起楼下
邻居的老家环境不错，这位邻居便
是家在八斗村的钟松林。60 岁的
钟松林也是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
人，两人畅聊一番后一拍即合，经过
两次实地考察，何定叁决定携手钟
松林去八斗村种人参。

人参种植有诀窍，选地养地很重要

2020 年，何定叁以每亩 80 元/
年的价格流转了周边村民 30 多亩
荒地，开始种植。这些地是何定叁
精心挑选过的：整齐连片，环境阴
凉，有水但不湿，土壤酸碱度较为适
宜，八斗村虽然在山冲里，但基础道
路较好，交通方便。村上帮助他们
建了个简易房，何定叁一周大部分
时间待在八斗村。

地选好了，还得用心养。荒地
经过初步翻耕后，加入石灰杀菌。
钟松林养殖了生猪，两人把猪粪等
农家肥收集起来，经过两次发酵，再
放到地里，既有利于增加土壤肥力，
又减少了猪粪污染。“之后再用旋耕
机耕地，让每块土壤养分更均匀，整
个过程不撒化肥、激素，保障人参天
然的品质。”钟松林说。

人参生长周期长，大部分时间
在沉睡，“种人参要耐得住性子，时
间越长品质越好，价格越高。”何定
叁介绍，目前八斗的种植基地里，移
栽了从石门带过来的1至5年不同
年份的人参，5年的参已经成形。为
了种人参，何定叁投入了100万元，
但他并不急于出售，他认为，至少要
让人参生长10年以上才算佳品。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同于种菜，
人参种植基地的大棚是蓝色的，“这
是调光膜，因为人参喜阴但又需要
阳光，所以需要调光膜让阳光散射
而非直射。”何定叁介绍，人参不单
怕光还怕水，所以排水沟挖得较深，
一般在 30 至 50 厘米。排水沟外
围，用塑料板和塑料膜围了两圈。
看出记者的疑惑，何定叁笑着说道：

“老鼠吃根、兔子吃苗、野猪乱拱，我
这是防它们的。”

掌握了技术，打理基地对何定
叁来说不是难事，现在冬季是人参
休眠期，主要做好防冻工作。这些
种植管理技术，何定叁没打算保密，
他觉得，若能带动村民一起赚钱是
好事。于是，周边村民想试种的他
免费培训指导，需要测土的也上门
提供服务，他还劝村民一次不要种
太多，慢慢摸索经验才是真理。

现在，基地已种植了 10 亩人
参。去年，钟松林还注册成立了淦
田镇多能八斗人参家庭农场，并带
动了 10 余户村民种植。“下一步打
算开展绿色食品认证、品牌建设和
产品研发，希望有一天人参产业能
在八斗闪光。”何定叁说。

在许多人看来，创
业似乎是年轻人的专
利，为什么？年轻人没负
担，有着“初生牛犊不怕
虎”的冲劲与激情，一旦
上了年纪，精力不比从
前，且有着家庭方面的许
多顾虑。其实，老年人也
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历
经岁月洗礼后的阅历与
智慧，沉得住气，经验和
资源比较丰富。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
到来，国家明确“实施渐
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
龄”，鼓励老年人继续就
业、创业。有调查显示，
持续工作的老年人身心
健康普遍优于没有工作
的群体。笔者认为，积极
的老龄化，就是按照自己
的需要、意愿和能力，继
续积极参与社会、经济、
文化和公共事务，保持
与社会的联结，并且得
到充分的社会保护。

人生的价值在于创
造价值，每当夜深人静
之时，内心深处的悸动
常常让我们憧憬梦想成
真的快乐与满足。执着
如何定叁老人，有技术、
有精力、有资金，主动离
开舒适区，找到志同道
合者，继续追寻人参梦，
从长沙来到渌口投身乡
村振兴事业，为八斗村
的发展注入生机，着实
令人敬佩。

老年生活可以是丰
富多彩的，不一定囿于

“享福”的框架，若身体
和精力允许，依然可以
用自己的技能发挥光与
热，让更多人沐浴夕阳
的温暖。

记者手记

老人创业
追求的不只是效益

▶何定叁展示种植的人
参。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