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通讯员/王悦
蒋东辰）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接到炎陵县

炎陵黄桃产业协会举报，荷塘区某超市在

销售“炎陵黄桃”，而此时“炎陵黄桃”还暂

未成熟上市，该超市销售的“炎陵黄桃”又

是从何而来呢？

经查，该超市在其二楼生鲜区以“炎陵

黄桃”标签售卖的黄桃实际产地为湖北三

湖，而该产品的销售区标签产地却为湖南

长沙，销售区标签、磅秤标签、产地信息不

一致。同时，根据炎陵黄桃产业协会出具

的“产品未授权声明”，证明该批次黄桃经

鉴定为假冒“炎陵黄桃”，属于侵权商品，涉

嫌 侵 犯“ 炎 陵 黄 桃 ”注 册 商 标 专 用 权 。 随

后，执法人员要求超市现场更改销售区标

签名称，并依法立案查处。

据悉，炎陵黄桃产自于湖南炎陵，2016

年核准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产品。“炎

陵黄桃”仅限于炎陵县境内种植的“锦绣”

品种，全域实行标准化生产销售。经炎陵

黄桃产业协会授权许可，方可使用“炎陵黄

桃”商标。

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在购买

“炎陵黄桃”时，请选择正规的水果经销商

或水果店并认准注册炎陵黄桃商标，在炎

陵黄桃的上市季节，每年 7 月中旬至 8 月下

旬时购买。在消费过程中如有疑问，可随

时拨打 12315 投诉举报热线。

株洲某超市销售假冒“炎陵黄桃”被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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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盛夏，许多地方都能听到，此起彼

伏 的 知 了 叫 声 。 而 在 湘 江 风 光 带 的 树 林

里，近几天晚上 7 点多，经常会看到一些身

影，佝偻着身体缓慢移动，还有一束束光晃

来晃去的……这不是什么惊悚片场，而是

有人在抓知了。

湘江风光带多了很多“知了客”
最近一段时间, 每晚都有市民趁着夜

晚，来到湘江风光带树林里抓知了。只见

树林里荧光灯闪烁，似点点星光在夜晚晃

动。他们有的是抓知了休闲度夏，有的抓

知了回家做菜。

来自重庆的张女士，带着孙子和外孙

女，吃过晚饭便来抓知了。只见他们拿着

手 电 ，仔 细 在 树 林 上 翻 找 ，虽 然 一 晚 上 下

来，捡不到几只，但是穿梭在树林中，别有

一番情趣。

一位马先生介绍，老家河南商丘每年

七八月就有抓知了的风俗。7 月 17 日，他早

早吃过晚饭，戴着头灯，腰挂塑料瓶，太阳

还没落山，便“全副武装”来到湘江风光带。

只见他在一棵棵树木上仔细寻找，动

作 娴 熟 ，一 旦 发 现 有 知 了 ，就 小 心 捕 捉 下

来，放到装有盐水的塑料瓶中。“最近几场

雨过后,不少知了都爬了出来。”一晚上下

来，马先生抓了二十多只知了，“一家人都

喜欢吃知了，营养价值高，饭店里吃还贵。”

据了解，最近一个月，在傍晚 7 点钟左

右 ，知 了 会 破 土 而 出 ，爬 到 树 干 上 完 成 褪

壳，大家要在蝉褪壳之前完成捕捉。以至

于每天傍晚，都有早早吃过晚饭的市民，开

着电瓶车、甚至还有开着汽车过来，走进湘

江风光带的树林里抓知了。

到了晚上 8、9 点，有些市民晒出抓知了

的 成 果 ，他 们 还 讨 论 哪 里 的 知 了 比 较 多 。

除了湘江风光带外，树木较多的路边也成

了市民抓知了的主要场地。

管理部门提醒：
“知了客”要爱护花草树木

知了的学名叫蝉。每年的七月初到中

旬之间，蝉的幼虫开始出土，尤其是下雨天

最多，蝉爬到树枝上完成蜕化，成为成虫。

市民要抓的，便是蜕化之前的蝉。

湘江风光带管理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蝉对于树木而言并非益虫，幼虫时会吸食

树根的汁液为生，阻碍树木生长。巡查人

员遇到市民抓知了，并不会过分阻止。

“以往都没什么‘知了客’，没想到今年

这么多。”该工作人员说，他们在巡查过程

中发现，有些市民为了抓知了，用胶带粘在

树干上，阻止知了幼虫破土后在树上完成

最后的蜕化，但此举会破坏树皮。

有 些 心 急 的“ 知 了 客 ”不 是 凭 眼 睛 去

“捉”，而是靠力气去“挖”。一些人除了拿

着手电之外，还带着菜刀、小铁锹，为了抓

知了，将绿地大面积破坏。

该工作人员介绍，对于上述两种行为，

巡查人员看到后会及时制止。同时希望，

市民在抓知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保护花

草树木。

医生说法
蝉可以食用，不可多吃

记者了解到，在江苏徐州、山东、河南、

浙江、云南一带，知了是一道深受人们喜爱

的风味美食，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以

及矿物质，不仅口感独特，而且是营养丰富

的昆虫类食品。在山东、河南以及江苏徐

州地区，有很多蝉养殖合作社，对知了进行

养殖。

市中心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刘明介

绍，从中医角度而言，蝉是可以食用的，并

有药用价值。根据《中药大辞典》，蚱蝉（蝉

的成虫），性味咸甘、寒，有清热、熄风、镇惊

的功效。蝉蜕，也就是蝉幼虫羽化时脱落

的皮壳，可散风除热、利咽透疹、退翳解痉。

蝉的食用不宜过多，否则很有可能引

起胃寒及消化不良等不适。同时蝉是野生

昆虫，其翅膀、脚上都会携带寄生虫之类的

病原物质。所以，在清洗时应去头、去脚和

翅膀，用淡盐水冲一下再晾干，最好能用盐

水泡一夜，且烹调时一定要煮熟、烧透，最好

是油炸。在食用前煮熟或烤透，可以避免其

体内的寄生虫进人体导致中毒或患病。

与此同时，刘明提醒，尽管蝉有很大的

药用价值，并非人人都适合吃，以下人群不

宜食用：

过敏体质者
知了体内的异型蛋白分子含量大，引

起人体过敏反应的几率高，容易出现严重

的过敏反应。

肾病患者
知了的蛋白质会增加肾脏负担，应限

制食用。

痛风患者
知了蛋白质含量高，嘌呤含量也高，痛

风患者食用会加重病情。

肝病患者
部分知了含有少量有毒物质，人体摄

入后需要肝细胞来解毒，肝功能不全的患

者可能出现中毒。

14岁以下孩童
孩童脾胃功能发育尚不完全，食用知

了容易伤害脾胃功能。

天热垃圾成堆
居民苦不堪言

石峰区甘子塘安置小区物业公司因“入不
敷出”于本月初撤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平

垃圾堆挡道，散发异味……7 月 18 日，石峰区学林街道文荟

社区甘子塘安置小区，垃圾堆无人清理，环境卫生堪忧。居民们

反映，物业公司于本月初撤离，小区卫生保洁工作已无专人负

责，垃圾多日没有清运。

现场：生活垃圾挡住过道
18 日上午，本报记者在甘子塘安置小区走访发现，小区及其

周边分布有 4 处垃圾堆。垃圾溢出垃圾桶，散发臭味，飞舞着苍

蝇；多处地面，枯叶成片，散落有垃圾。

6 栋居民蒋立红介绍，随着物业管理人员撤离，该小区从本

月起处于无物业管理状态。无保洁员打扫卫生后，有热心居民

自发打扫卫生，不少居民自觉将生活垃圾带出小区清理。但一

些垃圾堆积后，没有得到清运。

“天气热，苍蝇多。”一肉铺的经营者称，他在一天前主动将

附近的垃圾堆进行了清理，但不久又垃圾成堆。

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本报记者在一处小区出入口发现，有

垃圾被倾倒在过道中间，车辆无法通行。

在文荟社区居委会，有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小区居民开展“自救”。

物业人员：被拖欠15个月物业费
物业公司为什么从小区撤离？

湖南家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文荟社区物业服务处负责人言

俊介绍，甘子塘安置小区有居民楼 23 栋，住户 400 多户，居民不

用承担物业费；物业公司与街道办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于 2016

年起进驻甘子塘安置小区；物业费由一家单位负责拨发，但需要

经过另两个单位的账户后，才能到物业公司的指定账户。

言俊介绍，近年来物业费多次被拖欠，目前，仍有 2021 年上

半年、2022 年下半年及今年 4 月至 6 月期间的物业费，没有收到；

因资金周转困难，物业公司负责人已抵押厂房、典当汽车，为员

工发工资；物业服务合同于今年 6 月份到期，撤离小区前，提前

在小区发布了通知。

“拨款环节出现了问题。”言俊称，他曾多次找负责拨款的单

位了解情况，被告知有笔数十万元的费用，已于今年 1 月份拨

款，但中转到第一家单位的账户后，没有再继续中转。目前，物

业公司已向多个部门寻求帮助。

湘江风光带来了很多“知了客”
提醒：知了能食用，但要注意量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温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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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成堆，未及时得到清理。记者/刘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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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水这么脏，从哪里流进来的呢？”7 月 14

日，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走读株洲”系列活

动走进株洲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龙泉污水处理

厂，在这里，荷塘小学 25 位校园记者亲眼见证了一次

“污水变清波”的全过程。

讲解员们带领着校园记者走进厂区，实地参观

龙泉污水处理厂三期工艺段、生产总调度中心等，从

污水的来源、净化，再到处理后污水的去向，对“污水

的一生”有了清晰的认识。

近日一批校园记者走进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旧址

纪念馆，孩子们沉浸式参观博物馆，并参与知识抢

答。孩子们通过实地参观、聆听讲解、翻阅研学手

册、互动体验等，认真了解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历

史。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开阔眼界、增长知识、陶冶情

操、交流学习的“行走的课堂”，促进青少年全面健康

发展。

日前，蛟龙少年夏令营第一期、第二期圆满收

官。一群身穿迷彩服的校园记者排着整齐的队伍迎

接父母。看到家长，校园记者们或跑过去拥抱家长，

或拉着家长的手，与家人分享自己这几天的快乐。

孩子们克服了远离父母的不适，体验了人生当中的

多个第一次，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挑战，收获了满满的

成功与喜悦。

“校园记者暑期活动次数多，内容多，形式多，值

得点赞！”市二中枫溪学校小学部西校区家长喻先生

告诉记者，丰富多彩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在社会实

践中得到了满满的体验感。不仅提高了动手能力，

而且增长了学识为写作积累了素材。

在家长杨女士看来，“双减”政策背景下，在假期

中以社会实践活动替代各种课程培训，是一种积极

而有益的尝试。“我家孩子连续参加两年了，这种社

会实践活动应该成为中小学生一以贯之的自觉行

动，让更多中小学生受益，让我们的教育生态更健

康。”她说。

今年暑期，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推出职

业体验营、走读株洲系列研学营、“阳光少年·健身小

达人”运动营、劳动教育之手工学院、少年科学院系

列营、夏令营研学活动、校园记者新闻学院、新时代

文明实践之社区学院、财商训练营、集体生日会活

动、暑假征文系列等十大系列主题活动。

用多彩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缤纷暑期，帮助少年

儿童度过一个充实、安全、快乐的假期，也让校园记

者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锻炼成长。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魏朋） 7

月 15 日，博物馆小小讲解员暨全国青少年文化遗产

知识大赛博物馆专项赛展演赛在株洲博物馆举行。

本次展演赛由株洲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共

青团株洲市委员会、株洲市教育局、株洲日报社主

办，株洲博物馆、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共同承

办。并在“株洲星少年”视频号进行了比赛直播，为

广大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据介绍，本次参赛的 25 位选手，经过了专项赛初

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赛前，选手们

走进博物馆，接受了严格的赛前培训。

比赛流程为在展厅内进行讲解展示，选手抽签

进入不同展厅给现场观众和评委讲解，由评委现场

打分。之后再进行知识问答，答题内容为株洲博物

馆内收录的各种展品、文献与历史资料。答完题后，

每位小小讲解员都会进行文艺表演。

本次展演赛评出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

奖 4 名，其余选手均获得优胜奖。最终，来自株洲市

二中附属小学易筠翔的精彩表现，收获了评委们一

致好评，获得了本次展演赛的一等奖。

“感谢株洲博物馆和株洲日报社提供给孩子们

不一样的锻炼舞台，孩子们在活动中收获满满，锻炼

了临场应变能力。”家长徐女士称，让孩子参加这样

的活动，不仅可以锻炼孩子的胆量，以赛促练，还可

以学习文化历史知识，拓宽孩子的知识面。

参 与 活 动 的 学 校 和 同 学 们 都 表 示 ，在 之 后 的

文 博 知 识 学 习 中 ，将 继 续 努 力 ，把 故 事 讲 给 身 边

的 人 ，让 大 家 能 够 感 受 到 中 国 历 史 的 厚 重 ，体 会

到 中 国 文 化 的 灿 烂 ，更 加 深 刻 地 树 立 文 化 自 信 的

理念。

通过本次展演赛，广大青少年们也通过学习、实

践与比拼展示，近距离接触、深入挖掘文物保护背后

的故事，全面了解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了解文

化遗产的独特内涵，多角度展现了学生的青春风采

与博物馆文化的风貌。

接下来，株洲博物馆将带领参赛选手，组成“小

小讲解员”未成年人志愿服务队，助力株洲公共文化

服务发展，成为家乡文化的传播者。

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展演赛落下帷幕

在行走的课堂里,收获成长与快乐

校园记者沉浸式参与暑期社会实践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谭筱） 炎炎夏日，对于广大中小学生来说，暑期假期生活令

人期待。如何让学生们的暑期变得有意义，青少年儿童该何去何从呢？成为很多家长们面临的

迫切难题。

今年暑期，由株洲日报社校园记者俱乐部精心部署、巧妙安排，为校园记者们开展了一系列有益、有

趣、别出心裁的活动及教育内容，为学生们提供了社会实践最好的平台和机会。

精彩的研学夏令营、丰富多彩的职业体验和社会实践，让孩子们通过小小的角色体验发现

大大的学问和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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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暑期过去两周了，你参加了哪

些活动呢？”“走进医院，走进株洲博物馆，走

进污水处理厂 ，当眼科小医生 ，当小小中药

师。”

丈量脚下土地，读懂社会大书——记者

发现，虽然高温持续，但是并没有阻挡中小学

生 们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去 探 究 和 理 解 社 会 的 脚

步，“研究性学习”成为校园记者们暑假活动

的新热点、新风尚。

穿上白大褂，变身为一名小小眼科医生，

探索眼睛看世界的奥秘；为同伴检查视力，在

角色扮演中过一把医生的瘾，把爱眼护眼知

识牢记心中……近日，校园记者走进株洲市

妇幼保健院眼视光中心，体验“我是眼科小医

生”实践活动。

同样，60 余名校园记者来到湖南省直中

医 医 院 开 展 生 命 健 康 系 列 暑 期 社 会 实 践 活

动。此次活动包括“加油小嘟嘟训练营”“呼

噜娃变形计”“小小急救员”“小小儿科医生”

等四大特色课程。“小小急救员”课程中，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了解心肺复苏

术、海姆立克急救法等急救知识 ，还有蓝天

救 援 队 教 授 简 易 救 生 衣 的 制 作 。 活 动 不 仅

可以掌握急救基础知识和技能，更能提高自

救互救的能力。

近日，校园记者走进株洲市渌口区人民

医院，开展“关注生命科学 . 探秘生命起源”的

主题活动，此次活动也是株洲日报社校园记

者俱乐部“少年科学院系列营”活动之一。

校园记者近距离观看护士为刚刚出生的

婴儿洗澡、换衣、护理等过程。“新生儿很娇嫩，

我们为他们洗澡时一定要注意保暖，动作要轻

柔，在洗的过程中要与他们互动，让他们在爱

和抚触中健康成长。”护士阿姨告诉校园记者。

行走的课堂
让孩子们沉浸式体验2

开展各类社会实践
从读懂书本到“读懂社会”1

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奖。记者/刘文 摄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中，志愿者为校园记者

普及科普教育知识。 记者/彭慧洁 摄

“我是小小儿科医生！”校园记者们参与生命健康系

列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记者/彭慧洁 摄

暑期社会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