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最新一期的《广东党风》披露了潮州市湘桥区委原
副书记、区长陈鹏严重违纪案细节。在纪律审查期间，他写
下 10 份悔过书，文中多次出现“穷人的钱不能收，老板的钱
收一点也无所谓”，“不收钱是不近人情”，“劫富不劫贫”等思
想，并始终认为“自己本质是不坏的”。 （陶小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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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 安 全 讲 了 好 多

年。面对这个事关群众切

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

市市场监管局仙降所一直

在用心作为，今年以来创新

工作方式和管理模式，全方

位开展食品安全各项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详见本报

9月13日第7版报道）。

一说起食品安全，都免

不了要提“民以食为天”的口

号，可见“食”事之大，大到了

天。过去常提的是“民以食

为天，食以洁为本”，现在后

半句改成了“食以安为先”。

这一改，更加凸显食品安全

之“大”，其实质是监管在不

断提升、创新、强化、完善。

“食品安全，也是‘管’

出来的”。但与其他管理工

作一样，不可一成不变或按

部就班，而是需要不断创新

与加强。仙降所改变以往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整

治模式，以打击、帮扶相结

合的模式构建起更加完善

有力的监管体系，在创新监

管介质、拓宽检查监管面、

改造提升小作坊，从源头封

堵漏洞等举措中都可见创

新含金量。不过从全局工

作看，这些在做的事其实都

是举手之劳的“小事”。

创新有时候就是这么

“简单”，每件事都可以从

“小”处着手。像仙降所集

广大经营户智慧订制发放

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索证索

票袋”，它很小，但因其既便

于经营户收纳进出货票据，

又便于该所日常抽查监管，

赢得了各方赞赏并在全市

各所推广使用。再如改造

提升小作坊这个事，虽不是

大工程，但它既反映管理的

人性化，更体现服务的理

念，小中见大，从特定的源

头有效控制不洁食品流向

市民餐桌。

有道是，“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在这里，食品安

全是事关全局的大事，即

“大处”。面对这个“大处”，

监管部门、食品生产、加工

和参与者，人人都可以从各

自的“小处”着手，把一件件

看似不起眼的食安小事和

分内事做好。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2月2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上讲到“食品安全，也

是‘管’出来的”。必须完善

监管制度，强化监管手段，

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

过程的监管制度。今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食品安全委

员会全体会议又要求，坚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最严”要求，建立健全

食品安全治理体系，织就严

密的“防护网”，把好食品安

全第一道关。

这张大“防护网”，也需

要靠众人从“小”一针一线

织起。不仅需要监管部门

不断创新、完善管理制度，

还需要食品生产和加工者

把好自己“责任田”，守好食

安第一关。如果食品安全

的“善小”做到位了，它就能

汇流成川，“大”亦在其中。

由于超强台风“莫兰

蒂”的靠近，我们无缘欣赏

到今年的中秋圆月。无缘

赏月固然令人遗憾，但只

要心中不忘与中秋圆月的

约定，我们的眼前仍将有

万里清辉。

一月圆一回，一年一

中秋，这是天与人的千秋

约定。这约定穿越时空，

万古不移。漫漫长夜里，

那一轮银月，普洒清辉，慰

藉了亘古至今多少踽踽的

行人和孤寂的灵魂。“天上

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

头看”，这一回“圆”，牵动

了无数人的目光，引发了

情思，激起了内心的美好

涟漪。月照人，人望月，天

人之间，情意绵绵。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

族的哲学基础之一。从人

道对应天道的《易经》原

理，到万物以天地为母的

道家思想；从西汉董仲舒

的天人感应理论，到北宋

理学家的“天人本无二”的

阐释。清华大学国学研究

院院长陈来认为，天道是

人道的根源，人伦人道出

于天与天道，人性来自天

命的赋予，这个意义上的

天人贯通一致的关系称作

“天人相通”。既然天上的

月儿有变圆的一天，那么

地上的人儿也应该有团聚

的一天。于是，团圆在月

圆时节，便成了很多人的

美好愿望和很多人家的喜

庆场景。

天上月儿圆圆，地上

人儿团圆，这就是“天人合

一”的情景。如果说中秋

月圆是天与人的约定，那

么人间团圆就是人与人的

约定，是恋人之间的忠贞，

是亲人之间的挚诚，是朋

友之间的信义。

一个个节日，都是人

与人欢聚一堂的最好理

由；一回回月圆，都是人与

人之间互相惦念的原始动

力。月到中秋分外明，中

秋节对于人的意义不同寻

常。在古代社会，人就是

田园里的庄稼，把根须牢

牢扎进泥土深处。但到了

这一天，人们也会收起根

须，放下农具，从各个方向

相聚在一起，赏圆月，述真

情。即便是急匆匆的现代

人，这一天也会不远万里，

赶赴亲友居住的地方，因

为与圆月有一个约，与亲

友有一个约，与自己的心

灵有一个约。

因为亏多盈少，我们

期待那一轮圆月；因为聚

少离多，我们珍惜那一次

相聚。“不如意事常八九”，

才显得“如意”分外可贵。

实在回不去也无妨，“露从

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只

要心中的那一份承诺还

在，灵魂就不会迷失。不

必 怨 恨“ 何 事 长 向 别 时

圆”，能够“千里共婵娟”，

也会感受到那一份美好的

情愫。中华儿女不管身处

何时何方，相隔多少距离，

只要到了中秋这一天，心

中都会萌动一个共同的念

想：我与圆月有个约定。

因为有了这个约定，散居

四方的炎黄子孙便也是团

圆的一家子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

每年八月十五，苍南莒溪

的陈氏族人都会邀请瑞安

马屿的陈氏族人共庆中秋

佳节。340 多年前瑞安马

屿高峯陈氏梅房后人陈性

如，因兵荒马乱，从高峯迁

往福建漳浦，康熙十一年

（1672）辗转迁到苍南莒溪

定居生产置业。两地陈氏

后人在中秋节自发开展丰

富多彩的纪念活动，缅怀

祖德，互相问候，畅谈家风

⋯⋯中秋聚会，血肉联情，

应该让文化成为中秋的主

旋律。

吃月饼、饮桂花酒、

玩花灯、赏月吟诗、猜谜

语⋯⋯每一个习俗都代

表了浓厚的民族文化，聚

会就要把这些传统文化，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做到

家喻户晓。

族谱乃一家之史，记

载一个家族世系繁衍和

重要人物事迹，传承着家

族 风 骨 ，是 一 种 文 化 信

仰。族人聚在一起，翻阅

族谱，寻找祖宗的足迹、

成就，寄托思念之情。大

家读族谱上的艺文，欣赏

先人的著作、书法手迹、

人物肖像，了解家风、家

规、家训。两地族人一起

吃大团圆饭，谈笑风生，

象征着月圆人更圆，生活

更美好。

中秋传统文化在中

西文化交流中逐渐被国

人淡忘。如今，中秋假期

方便了族人开展有时代

特色、喜闻乐见的活动，

动员人人参与，让传统节

日与时俱进。鼓励族人

学习传统节日及先人事

迹，了解文化，理解其中

精髓。

只有充分调动人民

群众的积极性，丰富节日

内涵，让文化成为中秋的

主旋律，才能成为有生命

力的传统节日。我们要

时刻铭记“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让传统文化永

远植根于群众之中。

食安大事
从“小”处着手

■王国荣

[评论 1+1]

不忘与中秋圆月的
千秋约定

■金粟

让文化成为中秋的主旋律
■陈桂芬

这张大“防护网”，也
需要靠众人从“小”一针
一 线 织 起 。 不 仅 需 要 监
管部门不断创新、完善管
理制度，还需要食品生产
和加工者把好自己“责任
田”，守好食安第一关

只 有 充 分 调 动 人 民
群众的积极性，丰富节日
内涵，让文化成为中秋的
主旋律，传统节日才能成
为有生命力的节日

如 果 说 中 秋 月 圆 是
天与人的约定，那么人间
团圆就是人与人的约定，
是恋人之间的忠贞，是亲
人之间的挚诚，是朋友之
间的信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