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本报记者）“这肉在摊
位上看着色泽红润，怎么买回家就
变得又暗又柴？”不少消费者都有过
这样的经历，而罪魁祸首就是“生鲜
灯”。这种能让食材“一键美颜”的
灯具，长期以来被广泛用于各类生
鲜销售场所。不过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修订
的《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
监督管理办法》正式施行，明确规定
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不得使用对
食用农产品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
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设施误导消费
者，这意味着“生鲜灯”已被明令禁
止。近日，有市民向记者反映，我区
个别市场、菜行、超市内“生鲜灯”依
旧可见。

日前，记者走进长汀村级交易
点内，看到肉类销售区域灯光与周
边摊位有明显区别，灯光下的肉类
看起来特别鲜艳。随后，记者又在
不少路边菜行，看到了使用“生鲜
灯”的情况。在三江购物中央花园
店，记者看到肉摊上方的灯管看似

发出白光，但与周边灯光有所不
同。走访中也有部分菜场管理相对
到位，在大桥市场二楼的肉类区域，
记者发现此处的灯光为统一设计，
不存在颜色差异。

“‘生鲜灯’的检测需要专业仪
器，比如说肉类的灯光有一个显色
指数，它要不低于 80。”区市场监管
局食品科工作人员称，2023年8月，
他们就已经对全区农贸市场、商超、
生鲜店铺等开展“生鲜灯”全面排查
及整治，截至目前，已累计更换约
390盏。此外，该局还开展了专项
检查工作，在初次排查时，一经发现
问题，便依据法律规定给予警告，并
责令相关责任主体限期自行整改、
更换。对于收到警告仍未整改的情
况，会启动立案处罚程序，截至目
前，共立案处罚3起，整体监管工作
依此流程有序推进。

对于接到的反馈，该局食品科
工作人员表示，会对涉事的市场、菜
行、超市进行检查，发现确有摊位使
用可改变生鲜肉色泽的照明设备，
将责令商户立即改正并开展普法教
育，同时约谈市场负责人，督促加强
日常管理，让消费者在购买生鲜时
不再被“照骗”，真正实现明明白白
消费。

“生鲜灯”明令禁用

部分市场菜行仍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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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三四月，当春风拂过奉
化的山野，茶树吐露新芽，漫山遍
野的绿意便成了动人的风景。在
奉化，有一位“茶二代”，她用匠心
和坚持，为茶场每一片茶叶注入
了生命的温度，她就是奉化安岩
茶场总经理黄亚芳。

从枝头到杯盏，从传承到创
新，黄亚芳以茶为笔，在青山绿水
间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
美。日前，记者走进安岩茶场，聆
听她与这片土地、这份茶香之间
的故事。

根脉深植 茶香续章

黄亚芳出生于“制茶世家”，
父亲黄善强是奉化小有名气的制
茶师傅，经他手的“滴水雀顶”白
茶，荣获了“中绿杯”中国名优绿
茶评比金奖十余次。在茶香中长

大的黄亚芳，对茶文化有着天然的
亲近感。2017年，黄亚芳放弃稳定
的工作，回到这片大山，继承父业，
成了一名“茶二代”。

从城市回到茶场，黄亚芳从白
茶种植、加工、管理技术学起，逐步
掌握摊青、杀青、炒干、回潮等制茶
关键步骤。正是这份对技艺的执着
与追求，黄亚芳逐渐成长为奉化区
安岩白茶非遗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弃自己的
事业回到茶场。我想，这其实不是
放弃，而是一种回归。”黄亚芳笑着
说道。说话间，黄亚芳将一缕散落
的发丝别到耳后，茶山的风拂过她
被阳光晒得微红的脸颊。

安岩白茶种植基地大部分在葛
岙水库一隅，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这
里的茶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生长条
件。“我们的茶，是高山云雾养出来
的，是水库的水汽滋养的，每一片叶
子都带着自然的灵气。”黄亚芳轻轻
摘下一芽一叶，眼神里满是珍视。

坚守传统 茶赋新生

“有很多客人指定要买我爸炒
的茶，纯手工炒制的茶叶能够真正

地将白茶的色、香、味、形，淋漓尽致
地展现出来。”在黄亚芳眼中，机器
能复制茶叶的形状，而茶的“灵魂”，
机器却炒不出来。

正是父辈对待茶叶的这种匠心
精神，让她对茶行业的未来充满了信
心。如今的黄亚芳传承了父亲的“采
摘均匀、摊青均匀、杀青均匀”的“三
均”手工炒茶法，看似简单的3个步
骤，背后却是几十年的经验沉淀。

黄亚芳的父母是传统茶农，信
奉“酒香不怕巷子深”，认为只要茶
叶品质好，客户自然会找上门。接
手茶场后，黄亚芳并没有简单地复
制父母的经营模式。她深知再好的
产品也需要“吆喝”，“很多人觉得传
统和创新是矛盾的，其实并不是。”
她解释道，“传统工艺是灵魂，但我
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呈现。比
如，在包装上下工夫或者串联各种
资源，走出一条饱含茶韵的新国潮
之路。”

未来，她还计划开辟线上销售
渠道，构建“产供销”一体化链路，以
互联网为纽带，让传统茶产业焕发
新活力，助力非遗技艺走向更广阔
的舞台。

巾帼芳华 茶韵飘香

连续十届荣获“中绿杯”金奖、
连续八届获“奉茶杯”绿茶评比金
奖……一项项荣誉是对黄亚芳深耕
茶文化传承与创新之路的最好肯
定。问及对行业的期待，黄亚芳的
眼里有光，她告诉记者：“好茶自己
会说话，但要让更多人听见，需要行
业共同的努力，希望有一天，喝茶能
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学无止境，黄亚芳还到浙江大
学茶文化专业深造，她比任何人清
楚，“安岩白茶”要走向更远的未来，
需要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未
来，黄亚芳将以“茶”为媒，结合当地
特色美食工坊，用“一片叶子”带动
产业联动，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茶，对于黄亚芳而言，不仅是事
业，更是人生。从茶场的精心培育，
到茶叶的匠心制作，每一环节都映
射出她对茶文化的深邃探索。在她
身后，是父母经营了几十年的茶场；
在她面前，是一片正向世界徐徐展
开的东方茶韵图景。她的故事，正
如一杯优质的白茶，初尝清雅，回味
悠长。

让“小茶叶”变身“共富芽”
——“茶二代”黄亚芳的新茶经

本报讯（记者 郑乃婷 通讯
员 竺斐 宋维颖）近日，区综合执
法局联合多部门对岳林街道瑞丰村
楼夹岙自然村一处占地达200平方
米的违法养殖棚舍进行拆除。

区综合执法局岳林中队执法队
员在日常巡查时发现，有养殖户在
楼夹岙自然村一片空地上私自搭建
棚舍，圈养牛羊。养殖棚不仅占用
了公共土地资源，且随着养殖规模
扩大，棚内牲畜的排泄物露天堆积，
导致周边环境恶臭难闻，严重影响
村民生活质量，破坏了当地的生态
环境。

“根据我们建立的‘巡查发现—
联合认定—协同处置’全链条工作
机制，发现这一情况后，执法队员迅
速展开调查，确定了违法占地行为
主体，并第一时间联系了资规、生态
环境等相关部门，启动联勤联动机
制。”岳林中队负责人张雷介绍。

接到信息后，多部门工作人员
一同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向当事人

详细解释违法占地及违规养殖对土
地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
害，并告知其需承担的法律后果。
一开始，当事人对拆除工作表示不
理解，存在抵触情绪。对此，执法人
员并未简单采取强硬措施，而是多
次上门，从法理和情理等多方面劝
说当事人。一方面，执法人员反复
宣传相关政策法规，让当事人认识
到自身的行为是违法的；另一方面，
积极为当事人解决后续养殖场地规
划等实际问题，帮助他们寻找合法
合规的养殖途径。

经过工作人员多次上门与当事
人进行深入沟通，耐心解释违建的
安全隐患及不良影响，最终获得了
当事人的理解，主动提出配合拆除
工作。拆除当天，多部门协同，安排
专人维持现场秩序，确保拆除过程
安全、有序。经过数小时的紧张作
业，违法搭建的养殖棚被成功拆除，
消除了安全隐患，还村民一个干净
清洁、安全有序的生活环境。

私自搭建棚舍，圈养牛羊

多部门联动拆除违法建筑

本报讯（记者 王怡宁 王
林威 通讯员 胡祖雷 段凌云）
近日，西坞街道尚桥头村村民李安
云在自家菜地种出了一颗罕见的
巨型菠菜，引发了许多村民围观。
为探究这一现象，农技专家前往现
场与村民交流种植经验。

经现场测量，该菠菜株高 80
厘米，叶展直径120厘米，单叶片
最大叶长 28厘米，叶宽 12厘米，

单株重达 8.3公斤。如此巨大的趴
地红根大叶菠菜品种实属罕见。

“我这人特别喜欢农事，对农业
技术也很感兴趣，每天在地里忙活，
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
去年收获了一株 4斤重的菠菜，就
让我特别惊喜，今年这株菠菜实在
难得。”李安云介绍，自己在种植过
程中注重有机肥和复合肥的搭配使
用，同时注意土壤肥力和水分调控。

“菠菜体积大，主要是因为其叶
片宽大、茎叶结构疏松，且细胞间隙
大。”宁波市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正高
级农艺师任锡亮介绍道，农户采用
腐熟的有机肥为菠菜的生长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营养。

菠菜在温和的光照和昼夜温差
适中的环境下，光合作用产物会更
加丰富。李安云的菠菜地白天阳光
充足，夜间温度适宜，为菠菜的生长

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肥
沃且疏松的土壤，为菠菜根系的生
长和养分吸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这也是菠菜能够茁壮成长的重
要因素。

此次发现的巨型菠菜个案具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农技专家建议农
户留种育苗，做好持续记录和培育
工作，为下一步种植经验推广提供
参考。

单株重达8.3公斤

西坞一村民种出“巨无霸”菠菜

记者 王怡宁 王林威

随着春茶陆续上市，一股新
式茶饮消费新潮流正在兴起，如
今的茶饮消费不再局限于传统的
泡茶、品茶方式，而是朝着更便
捷、更个性化、更具文化体验感的
方向发展。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
的“茶铺”纷纷推陈出新，将传统
茶文化与现代元素巧妙融合，推
出了一系列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春
茶新品，引领着茶饮消费新风尚。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万达金街的
一家新中式茶空间，店内的装修风格
简约而不失雅致，为消费者营造了一
个舒适、宁静的新中式品茶环境。
在这里，消费者不仅可以品尝到美
味的茶饮，还能感受到中国传统茶
文化的魅力。“这家店把传统茶叶和
流行元素结合起来，推出了很多新
式茶饮。”市民吴东豫表示，新中式
的环境也更适合年轻人聊天、放松，
感受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独特魅力。

记者看到，该店专业茶艺师身

着传统服饰，现场展示温杯、投茶、
注水、出汤等一系列泡茶步骤，让年
轻人在品尝茶饮的同时，也能近距
离感受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随
着春茶的上市，我们也不断推出新
品。比如，我们的一些冷萃茶系列，
非常受年轻人喜爱。”该店店长徐小
丹表示。

同样的，在奉化梅园茶咖店内，
不少茶酒、茶咖饮品也受到了青年
消费群体的青睐。店内将春茶与咖
啡、酒水巧妙融合，推出了红茶拿

铁、龙井梅酒等特色饮品。这些饮
品不仅保留了茶香的鲜爽口感，还
融入了咖啡的醇厚或酒水的微醺，
满足了年轻人对多元口味的追求。

记者看到，店内还设置了茶文
化展示区，摆放着各种茶具和茶叶
知识手册，让消费者在享受饮品的
同时，也能静下来了解茶文化。店
主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创新的
方式，让‘茶’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
的饮品，而是成为年轻人社交、休闲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春茶上市，茶铺带火茶饮新风尚

聚“微”成塔
记者 袁伟鑫

本报讯（记者 邬怡灵 单
晓峰 通讯员 李金龙 徐攀）日
前，溪口镇东岙村村口热闹非凡，
三三两两的老年村民围在一起，
交谈着各自的身体状况，眼中既
有期待也有些许紧张。山脚下，
一排车队在蜿蜒的山道上缓缓攀
升，驶向这座依山而生的村庄。

当天上午8时，宁波市公安局
巡（特）警支队的警车与中国人民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六医
院和溪口医院的医疗车队依次驶
入村庄。随着车门打开，医生手

提医疗箱、携带诊疗设备，迅速进入
工作状态。巡特警们则协助维持秩
序，确保义诊现场井然有序。普外
科、心血管内科、消化内科、肾脏内
分泌科、骨科等多个科室的医生们，
耐心地为村民测血压、问诊、开处
方，并讲解健康知识，帮助他们提高
日常健康管理意识。

“这几年，由市巡（特）警支队牵
头的‘医警直通车’每个月来一次，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病。”东岙
村党总支书记李飞龙感慨道。

记者了解到，前年，市巡（特）警

支队在与东岙村结对过程中，发现
村民普遍存在就医难的问题，便联
合医疗资源创新推出“医警直通车”
模式。溪口医院在东岙村设立了云
顶医疗站，市巡（特）警支队则在此
基础上增设“蓝鲨警务站”，共同构
建“警医共建”义诊服务体系，惠及
周边多个村庄。

“我们住在四明山上，平时看病
要坐很长时间的公交到溪口镇上，
再转车去市区，非常不方便。现在
医生每个月都会上山义诊，真是太
好了！”80岁的村民李开昌脸上满是

喜悦。另一位村民李中定说：“前几
天一直头晕，正愁去医院麻烦，今天
医生就来了，还免费给我开了药。”

在“警医直通车”模式实际运行
过程中，市巡（特）警支队发挥跨系
统协调优势，建立“市级医院—特警
支队—医共体检查团队—卫生院家
庭医生团队”人才流动机制，前来义
诊的每批次专家团队配置精准对接
前期诊疗数据分析，如第三次义诊
特别增设了骨科专家，正是基于前
两次义诊时发现山区老人具有骨关
节病高发特征。

“医警直通车”翻山越岭守护村民健康

本报讯（记者 王璐 单晓
峰 通讯员 骆平山）春季草木
茂盛，牲畜易外逃觅食。近日，我
区便上演了一场警民联动的“寻
牛记”。

当晚 8时 25分许，区公安分
局交警大队尚田中队巡逻人员在
葛岙水库A线中段开展例行巡逻
时，发现有一头老黄牛正优哉游

哉地在马路中央“散步”。为避免惊
扰牲畜引发意外，巡逻人员立即采
取紧急措施，将老黄牛引导至路边
安全区域并拴好牛绳。

葛岙水库环线为尚田街道通往
大堰镇的重要通道，日均车流量超
2000 辆次，其中夜间货车占比达
35%。“此路段周边山路蜿蜒且夜间
能见度低，如果不及时处理，过往车

辆稍有不慎极易引发事故。”尚田交
警中队辅警陈吉武表示。

为尽快找到老黄牛的主人，巡
逻人员通过尚田街道网格群发布信
息。在网格员的快速响应和多方联
络下，老黄牛主人很快被找到。交
警对老黄牛主人进行了安全教育，
提醒其加强牲畜看管，避免类似情
况再次发生。考虑到夜间车流复杂

且视线不佳，为确保人畜安全，交警
主动提出护送，将一人一牛安全送
至村口才离开。

交警提醒广大农户：务必做好
牲畜圈养管理，在放牧时加强看护，
避免牲畜上路引发交通事故。若发
现类似情况，请及时拨打 110或向
路面执勤交警求助。

老黄牛在马路上“散步”

交警紧急处置保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