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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瑪卡變白菜價
一公斤跌至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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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現逾千米宋代城牆

近萬人河南祭拜醫聖張仲景

廈大25元自助餐兩天被「吃垮」

在湖南省懷化市芷江潕水河東岸黃公堤近日發現一段千
年古城牆，全長1,000多米，上面石墩由紅砂岩砌成，最高
的有3.58米，厚達0.5米。芷江文物所負責人介紹稱，這段
古城牆是由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院原院長、北京市規劃委
員會總規劃師朱嘉廣和國家註冊城市規劃師、中國城市規
劃院院長宋曉龍等專家，在對芷江城進行考察時發現的。
據史籍記載，芷江古城牆始建於北宋熙寧初年(公元1070

年)，為宋神宗大將軍章淳主持修建，有防禦和防洪的作
用。目前，芷江正手對古城牆進行保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綜合報道

昨日，農曆正月十八，是
中華醫聖張仲景誕辰1,866
周年紀念日，為弘揚和傳承
張仲景中醫藥文化，近萬名
民眾及遊客在河南南陽醫聖
苑醫聖山下，虔誠祭拜醫聖
張仲景。
祭拜儀式上，祭拜民眾代表分別向張仲景雕像敬獻花

籃、上香、敬獻山茱萸、山藥、丹皮、地黃等六味優質中
藥材，誦讀醫學經典《傷寒雜病論》序文，並宣讀了《丙
申年祭拜仲景文》。
據了解，早在漢代，南陽民間就開始在正月十八張仲景誕
辰日舉辦拜祭活動。民眾現今祭拜的內涵也從單純的祈福、
祈求健康等，上升到了對醫聖文化的崇敬和敬仰。■中新網

據中國之聲《新聞晚高峰》
報道，因為廈門大學推出了25
元自助餐，不僅菜品豐富，而
且價格實惠，很多學生聞風而
動，都來品嚐。但是沒想到，
才試營業兩天，餐廳就「扛不
住」了。23日，廈大後勤集團
通知，24日起僅接受教工刷卡
進入享用。
廈大後勤集團表示，事實上，勤業餐廳三樓一直就被界

定為教工自助餐廳。22日自助餐餐廳開業，不到11時，學
生就自己在外面排起了長隊，考慮到開業第一天，而且學
生都在排隊，勤業餐廳也就敞開了大門。可惜好景不長，
兩天就被「吃垮」了。 ■央廣網

三峽庫區的蘇家村小學24日如期開學，這所村小
位於重慶巫山縣騾坪鎮，全校只有一間教室、四名
學生。11歲的羅品濤是四名孩子之一，就讀三年
級，一個年級只有他一名學生，另外三名5歲左右
的孩子就讀學前班。
新學期第一天，53歲的陶朝雷老師為孩子們上了
開學第一課，主要圍繞愛國、安全、行為習慣養成

等方面進行教育。在這所微型學校裡，陶朝雷既當
班主任，又當任課教師；既是保安，又是炊事員。

「只要還有學生，就堅守到最後」
在此任教33年的老教師陶朝雷介紹，上世紀90

年代，蘇家村小學學生最多時曾達到120多人，但
近些年很多村民外出務工，加上高山生態扶貧搬遷
等政策的支持，不少人都搬出了大山，孩子們也轉
到條件較好的學校上學。「2014年開始，蘇家村小
學一般只有四五名學生。」
「外面的教師不願意來，即使來了也呆不住。但

只要這裡還有一個學生，我就要堅守到最後。」陶
老師說，條件稍微好點的村民如今都搬走了，還有
少數家庭經濟困難暫時沒搬出去，他將和這些困難
家庭的學生一直堅持到最後，帶領他們快樂地學習
與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蕊、孟冰重慶報道

重慶現微小學 全校僅四生

瑪卡原產於秘魯安第斯
山脈高海拔地區，後

在雲南麗江引進大規模種
植。研究表明，瑪卡富含高
單位營養素，對人體有滋補
強身的功用。自2013年至
今，雲南的瑪卡種植已近狂
熱，一些低海拔的地區都在

大量種植瑪卡。據統計，
2012年，雲南全省的瑪卡種
植面積為6,000畝，年產量
約為2,400噸；到2015年，
全省種植面積突破8萬畝，
產能超過2萬噸。

質量良莠不齊
功效未發揮

去年初瑪卡鮮果上市的時
候，平均每公斤鮮果價格是
在60元左右，而品質稍好的
瑪卡鮮果可以賣到120元左
右，甚至更高。然而，面對
現在如此大幅的降價，很多
瑪卡種植戶「苦不堪言」。
一位瑪卡商販說：「這段時
間價格下降得厲害，大概從
去年開始，好像市場內每家
都在賣瑪卡，量一多價格就
下來了，買的人也不多

了。」
雲南省農科院科技成果轉

化管理處處長、雲南瑪卡產
業創新聯盟秘書長李宏表
示，「前幾年瑪卡利潤太
高，許多不適宜種植的地方
也在種植瑪卡，導致市場內
瑪卡質量良莠不齊，並沒有
發揮出瑪卡真實功效。」
近年來，包括普洱茶、瑪

卡、石斛在內的多種高原特
色農產品價格均經歷了大幅
波動，市場抗風險能力較
低。李宏認為，這裡存在金
融資本炒作帶來的不良影
響，「通過政府部門把行業
標準逐步制定、落實；商家
遵守市場規律保證產品質
量；科研部門加大研發創新
力度，加快產業的發展，這
些雲南高原特色農產品未來
將會越來越好。」

開學伊始，為了培養
學生文明行走的交通安

全意識，安徽合肥市瑤海區銅陵路街道聯合交警
瑤海大隊四中隊，昨日在轄區蚌埠路第三小學開
展「文明行走交通安全進校園」主題活動。圖為
小學生們在交警的帶領下學習正確過斑馬線。

■記者趙臣，通訊員解琛合肥報道

安 全 出 行

在雲南昆明的木水花野生菌在雲南昆明的木水花野生菌

交易市場裡交易市場裡，，2424日日，，幾個瑪卡幾個瑪卡

商販正在賣力地對瑪卡鮮果切商販正在賣力地對瑪卡鮮果切

片烘乾片烘乾。。他們的身旁堆放着幾他們的身旁堆放着幾

十袋瑪卡十袋瑪卡，，零星的幾個顧客零星的幾個顧客，，

顯得這裡十分冷清顯得這裡十分冷清。「。「現在瑪現在瑪

卡鮮果每公斤就卡鮮果每公斤就 77元至元至 1010 元元

（（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商販一邊商販一邊

切片一邊說切片一邊說。。而在前幾年而在前幾年，，優優

質的瑪卡乾片價格曾達每斤質的瑪卡乾片價格曾達每斤

上萬元上萬元，，鮮果價格也衝到過鮮果價格也衝到過

每公斤每公斤5050元元。。 ■■中新社中新社

■■全校只有全校只有 11間間
教室教室、、44名學生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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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仲景。 網上圖片

■■廈大食堂推廈大食堂推2525元自助元自助
餐餐，，試營業兩天被試營業兩天被「「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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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卡鮮果價格曾衝至每公瑪卡鮮果價格曾衝至每公
斤斤5050元元，，如今每公斤只要如今每公斤只要77
至至1010元元。。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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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田區建設一流國際化中心城區的過程中，福田區政協始終主
動作為，積極建言，發揮獨特優勢和作用。記者了解到，近

年來，政協福田區四屆委員會把服務改革發展作為第一要務，把促進
民生改善作為履職之本，把維護社會和諧作為重要職責，圍繞福田區
委區政府「打造高品質綜合環境，全面建設一流國際化中心城區」的
戰略目標，認真履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期間亮點
紛呈，精彩不斷。福田區政協委員共撰寫並提交提案121件，立案105
件，立案率達86.6%。其中由福田區領導領銜督辦重點提案15件，主
持召開了15次督辦會。許多重點提案有力推動了福田區甚至深圳全市
的相關工作。

提案助推政府解決民生短板
去年，福田區政協聚焦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遇到的熱點難點問題，召
集相關領域的專家型委員，開展了多次專題調研，寫出了多篇重量級
調研報告，為福田區委區政府決策提供參考。
政協提案《老年醫養護新型養老模式》推動了福田區的醫養改革試
點工作，《解決福田區基礎教育學位缺口》重點提案，促成了新增學
位一千多個，緩解了學位短缺問題。《電動汽車充電設施》提案辦理
推動了福田區新增電動汽車快充樁213個、慢充樁199個。
此外，福田區政協圍繞改善轄區環境、提高民生福利，福田區政協
班子領導帶頭下基層，帶領委員選擇了文化事業、民生實事、生態建
設、學校改擴建、醫療衛生、弱勢群體幫扶等項目開展對口協商40餘
次和視察調研30餘次。並就居家養老、職業教育改革等問題，提出意
見建議，督促有關部門予以落實解決。

多平台發聲 委員共議政
精心組織專題議政，是福田區政協圍繞中心、服務大局、認真履職
的重點工作。為了激勵政協委員「多發好聲音」，福田區政協開闢了
「委員社區道德論壇」「深港委員大家談」「委員沙龍」等新平台。
福田區政協與深圳新聞網、深圳特區報合作，各街道積極參與，聯合
舉辦了 「文明出行」、「國際化社區」、「法制誠信」、「情繫失
獨」、「拒絕網絡暴力」、「感恩從心開始」和「誠信紅綠燈」等7

場社區道德論壇。每場論壇除現場群眾外，還有十多萬網民上網觀
看，參與討論，網上網下互動，共商治理良策，弘揚社會正能量。
由政協委員主導，舉辦了「一帶一路與金融發展」、「集體股份制

經濟可持續發展」、「福田外貿形勢分析」、「證券投資分析」等4
場委員沙龍。通過沙龍活動，政協委員共話熱點難點，建立了相互之
間更深的聯繫，健全了溝通協調機制。
此外，此前政協開闢的街道委員聯絡室功能更加完善凸顯，委員通
過街道委員聯絡室平台，深入社區參與「兩代表一委員」接訪群眾、
居民議事會、民生微實事、社區法律服務、公益慈善、調解矛盾糾紛
等活動。
除了組織活動，福田區政協還從制度層面推進協商民主化工作。出

台並試行《委員提案辦理質量評價暫行辦法》、《委員提案工作服務
質量評價暫行辦法》、《區政協與區政府對口聯繫工作試行辦法》、
《政協委員履職量化綜合評價辦法》等4個制度文件。

「十三五」打造學習型服務型智慧型政協
今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福田區政協提出了打造學習型、服

務型、智慧型政協，緊扣「城市治理、經濟轉型、民生改善、改革創
新」，發揮政協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和專門協商機構作用，建真言、謀
良策、出實招。
未來福田區政協將搭建更多學習平台，建立委員學習文史組，創新

學習形式，探索創辦「福田政協講堂」平台，讓政協委員真正做到
「懂政協」；邀請國內和深圳知名專家學者就經濟、政治、社會、文
化、生態的熱點難點問題開設講座。
此外，福田區政協將緊緊圍繞福田區建設發展的重點方向，為「城
市治理」發聲，為「經濟轉型」匯智，為「民生改善」獻策，為「改
革創新」建言。探索建立政協協商咨詢委員會，挖掘政協人才智力資
源，探索建立政協智庫。打造「互聯網+」協商平台。發揮「兩網兩
微」（門戶網站、提案網、微信公眾號、委員微信群）等「互聯
網+」的作用，探索創設網絡協商、遠程視頻協商等新協商平台。繼
續完善協商機制和提案辦理協商制度，力促福田區建設一流國際化中
心城區和率先實現「四個全面」的首善之區。

政協深圳市福田區四屆六次會議昨日開幕，福田區政協主席陳志新在
作政協工作報告時表示，過去的一年，福田區政協積極履職，建言獻
策，推出了「委員社區道德論壇」、「深港委員大家談」、「委員沙
龍」等新型活動形式，推進協商民主制度化，多管齊下服務於福田的建
設發展。2016作為「十三五」開局之年，福田區政協將重點打造學習
型、服務型、智慧型政協，繼續完善深港委員的溝通和合作機制，推動
福田早日建成一流國際化中心城區和「四個全面」的首善之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冉勇何花深圳報道

交通堵塞、公民教育、城市管理、司法改革……面對這些城市管理的
共性難題，香港如何解決？又有哪些做法可以借鑒？這些都是福田區政協
「深港委員大家談」活動的議題。「深港委員大家談」已成為福田區政協
的品牌活動。記者了解到，福田區政協有41位香港籍委員，借助香港委
員較多的優勢，積極構建了福田區政府和委員之間，以及深圳和香港委員
之間的溝通協調、共論議題的合作平台，推動深港委員的信息共享，促進
深港委員的思想碰撞，共同商議出更加完善的解決難題的方法。
2015年，福田區「深港委員大家談」舉辦了「城市管理執法」和「新

能源汽車」兩場深港委員大家談，為福田法治城區建設、城市綜合環境提
升、綠色生態發展支招。此外，福田區政協先後組織了深港委員拜會香港
特區政府新聞署，參觀孔子學院，圍繞工藝宣傳、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等主題，學習和借鑒香港做法；結合福田區的實際，為推進中心城區國際
化出謀劃策。福田區政協還圍繞福田區的經濟熱點問題，組織了各個領域
的專家委員，舉辦了文化創意、中小企業發展、企業服務、電子商務、故
事政權等委員主題沙龍。
記者了解到，今年福田區政協將繼續擦亮「深港委員大家談」的品
牌，發揮港區委員在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中的作用，以做好群眾工作特
別是青少年工作為重點，深化深港兩地交流與合作，為福田區學習借鑒香
港國際化建設先進經驗搭橋鋪路。

■福田政協「道德論壇」走進社區。

■政協深圳市福田區四屆
六次會議昨日開幕。

完善深港委員溝通合作機制
打造學習型服務型智慧型政協打造學習型服務型智慧型政協福福田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