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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中秋
节临近，月饼迎来消费旺季。9 月 24
日，记者走访西安多家商超、酒店等月
饼重点销售场所发现，今年的月饼包装
更“瘦”，口味更“卷”，设计尽显巧思。

创意口味“各显神通”

油泼辣子和月饼，这两个听起来毫
无关系的两种食物，竟也会有“融合”的
一天——今秋御品轩推出陕西油泼辣
子乳酪月饼。在莲湖路的一家御品轩
门店内，记者看到了货架上摆放的这款
月饼。

“陕西油泼辣子乳酪月饼上架后销
量还不错，里边的油泼辣子选用陕
西本地秦椒，馅料中还有花生碎和
肉松。对于这个新口味大家都还挺
好奇的，每天来询问的人也很多。”
门店经理何娟梅介绍道，在 2023
（第 29届）中国月饼文化节上，这款
月饼还获得了“中国特色月饼”“创
新金奖”荣誉。

油泼辣子、炭烧焦糖玛奇朵、香
辣牛肉、黑松露培根……只有想不

到的，没有做不到的，各大月饼品
牌在口味创新上“各显神通”，
纷纷“卷”了起来。除了各式

创意口味外，今年的月饼
也充满了“养生范儿”。

“米旗今年推出低糖
月饼礼盒，里面有低糖荞
麦黑芝麻、低糖黑麦蛋黄
白莲等口味。”在丈八北
路的一家米旗门店内，店

员李云告诉记者，这款礼盒是专为注重
低糖健康饮食的人群设计的。记者观
察到，稻香村、知味观等糕点品牌推出
多款无蔗糖月饼礼盒，西贝推出杂粮月
饼，迎合消费者的养生需求。

传统风味魅力不减

月饼新品频出的同时，传统风味仍
然有一大批忠实“粉丝”。记者来到未
央区一家商超，各式月饼集中摆放在醒
目区域，既有传统口味的五仁、黑芝麻、
豆沙月饼，还有酥皮、冰皮月饼等，节日
氛围十分浓厚。

“小朋友、年轻人比较喜欢口味新
颖的馅料，但总体来看卖得比较好的还
是黑芝麻、五仁等传统口味。”超市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我更喜欢五仁和莲蓉
月饼，传统口味能让人回忆起小时候的
味道，更有过节的感觉。”正在购买月饼
的市民张先生说。

“新鲜出炉，保证好吃！”记者来到
位于广安路的一家陕北月饼摊位前，空
气中弥漫着浓郁香甜味道，一个个金黄
色的月饼整齐码地放在托盘上。制皮、
拌馅、烘烤……店主赵师傅正在有条不
紊地制作月饼，时不时招呼着前来采购
的客人。“咱这是正宗的陕北月饼，每天
现做现卖，有枣泥、豆沙、五仁三种口
味。”赵师傅操着一口陕北口音，“每天
大概能卖 3000个左右，销量很好。”他
一边说一边麻利地给顾客装袋。

“轻装”上市设计精巧

在包装新规之下，今年月饼普遍

“轻装”上市。《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已于今年 9月
1日起实施，新规对包括月饼在内的食
品商品包装层数、包装成本等均做了明
确规定。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过去月饼礼
盒经常搭配的刀叉、餐盘等，现在已
难觅踪影。且礼盒大都采用硬纸板、
铁皮等常规材质，包装多为两到三
层，月饼实现“轻装上架”。“包装简
化，价位也更亲民了，一两百元就能
买到不错的礼盒装月饼。月饼回归
食品本位，对我们消费者来说更实
惠。”在北辰路的一家超市月饼货架
前，市民刘女士告诉记者。

包装设计简约却不简单，各式联
名款、“国潮”插画风盛行，设计彰显文
化意蕴，也是今年各大月饼品牌“赛道
出圈”的制胜法宝之一。记者在走访
中了解到，西安饭庄与府院门联名出
品“千里江山月”中秋月饼礼盒，包装
上的千里江山图尽显国风雅致；昆明
池·七夕公园将汉武楼船、鹊桥等景
区代表性建筑主题元素融入月饼，让
每一枚月饼造型更添古韵；西安交通
大学推出文创月饼，校园经典建筑点
缀玉兔、奔月、桂花等国风意象，打造
一场沉浸式国潮体验。

“文创月饼的设计展现了我们学
校的文化底蕴和特色，中秋节带回去
和家人一起分享，我觉得很有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
冯雪说。
文/图 本报记者 宁黛艳

包装“瘦身”、设计精巧、口味“上新”……

中秋月饼市场“花式”吸睛

本报讯（张松）9月 23日，由省农业农村厅、安
康市政府主办，安康市农业农村局、石泉县政府承
办的 2023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陕西安康稻渔丰收
节系列活动在石泉县中池镇筷子铺村启动。

活动以“收获美好 幸福安康”为主题，分别在
石泉县池河镇明星村和城关镇草池湾设立分会场，
举办蚕桑主题活动及朱鹮小村乡村会客日主题活
动，邀请社会各界与农民朋友一起庆丰收。

启动仪式上，安康市对 2023年度 10家市级合
作社、10个家庭农场、20名优秀高素质农民和安康
市首届“安康汉水鱼”烹饪大赛获奖大厨进行了表

彰，同时举行了安康生态富硒产业链项目签约仪
式，合同金额达3.69亿元。

今年安康稻渔丰收节筷子铺村主会场除了开展
农事技能大赛外，还安排有农事运动会、农家庭院美
食会、金秋消费活动。分会场池河镇明星村安排有
小蚕共育、桑蚕研学体验、摘蚕茧比赛、桑蚕文化展
览等活动。分会场城关镇草池湾安排有小竹笛音乐
品鉴会、乡村诗会、招商政策发布、民宿改造和稻米
订购签约、丰收节摄影、钓鱼比赛、电商直播等活
动。集中展现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成果，真正做
到了让农民当主角、以农业为主线、把农村做主场。

陕西安康稻渔丰收节在石泉举办

（上接第一版）
“‘天上看、网上查、地上管’，就是监管平台运

行模式，由异常问题线索监测发现、取证任务管理、
现场取证APP等系统组成。我们的作业员需要练
就‘火眼金睛’，在成千上万的卫星影像中查找问
题，连一个点的变化也不能放过。”该院纪委书记田
三良说。

大数据赋能
“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

作为全省首家区县级秦岭保护智慧化管控中
心，西安市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总站由自然资
源部第一航测遥感院（陕西省第五测绘工程院）为
其提供技术支撑，建成智慧管控平台。其中，抽调
15名技术人员组成无人机调查团队，完成了鄠邑区
秦岭山区 730平方公里 0.2米高清影像航摄获取和
保护区范围内1.4万余个构筑物/建筑物信息调查；
发挥地理信息空间分析展示的技术优势，为鄠邑区
秦岭保护智慧管控中心与网格员日常工作建立了
有效的互动途径，实现业务处理全流程的闭环管
理，将各类破坏秦岭生态环境的问题“发现在初始，
解决在萌芽”。

“鄠邑秦岭保护站设有 1个总站、5个分站、51
个子站，通过实时掌握重点点位的数据信息，实现
整治过程全方位监控。”9月23日，自然资源部第一
航测遥感院徐培罡向记者介绍，目前鄠邑区涉秦岭
区域相关峪口峪道实行红黄绿“三色”管控，在所有
禁止出入的峪口都设置了电子围栏，一旦有人员违
规进入，屏幕就会发出警报声，红框圈出具体监控
画面，峪口现场立即有网格员劝离，管控中心人员
也会远程劝离。最近，该站还和中国电信合作，以
发送短信的形式及时提醒市民游客，一旦误入红色
区域尽快离开。

该院党委专职副书记吕琳说：“从曾经的靠人
防，发展到如今的物联网监测、热成像识别、无人机
巡护……一项项高科技手段，依靠智慧化秦岭综合
监管平台，为秦岭拉起一张数字监测网，做到了‘人
过留图、车过留影’，实现了‘由看到管’的转变。目

前，陕西初步构建了‘天空地一体化’的秦岭生态环
境立体遥感监测体系。”

视频监控＋智能解析
强化服务能力推动服务革新

当前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需要，对测绘地
理信息服务支撑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常态化图
斑监测外，还要做好专项整治保障、应急保障、常态
化工作保障、数据资源保障等N项服务工作。

卫星影像、三维模型、无人机、网格化、勘界立
标、视频监控、智能解析……正是这些“黑科技”构
成了我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综合监管的测绘服务
格局，初步构建起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空天地网一
体化”监测监管体系。

通过秦岭生态卫士APP和秦岭视频综合监管
系统结合，将秦岭五乱整治、水源地保护、尾矿库监
管、矿山治理、森林防火监测、地质灾害预防、危化
品运输监测等纳入监管范围，将问题线索推送至秦
岭网格员，开展调查取证、视频图像回传、结果反馈
等闭环处理工作，实现对问题处理过程全方位监管。

目前，形成视频监测为主、无人机巡查与人工
监测为辅，网络化与网格化相结合，线上线下联动
的秦岭综合监管体系，已实现人员活动频繁区域面
积的 50%左右覆盖，其中秦岭北麓基本实现全覆
盖，计划到 2023年底，完成人口活动频繁区域、重
点点位全覆盖。

以上这些都离不开测绘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
和技术保障，自然资源部第一地理信息制图院秦岭
运维项目外业负责人王腾龙说：“通过 1749路摄像
头，可以说秦岭保护区域只要出现一辆车一个人，
我们都能及时监测到。”

此外，在保障服务方面，制图院还配合完成小水
电整治、秦岭北麓违建别墅整治情况“回头看”等专
项整治保障任务；累计完成10余次省委省政府领导
调研出行技术保障任务，配合省秦岭办开展秦岭区
域异常环境问题调研、核查、暗访；建成秦岭数据资
源库，编制《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图册》《陕西省
秦岭区域基础数据系列图册》等。 本报记者 鲁静

月饼创新要
守牢安全底线

9 月 21 日至 22 日，在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内，西
安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支
队160余名队员接受为期
两天的集中封闭式军训
队列训练。图为执法队
员训练站姿。 胡义 摄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 田晓航 李恒）
罕见病诊疗确诊难、缺少药、药价高，是世界性的医
学难题。记者从 23日在京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一
届全国罕见病学术年会上了解到，国家罕见病直报
系统已收集 78万个罕见病病例，我国初步建立罕
见病“防、治、研”国家体系，加速破解罕见病诊疗和
用药保障之困。

“约80%的罕见病与遗传有关，约50%的罕见病
在儿童期起病。”中华医学会罕见病分会主任委员、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在会上作主旨报告时说，
虽然罕见病单病种患病率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
我国罕见病患者规模庞大。

据了解，国家罕见病直报系统收集了我国罕见
病的诊疗、分布等信息，为制定人群干预策略、完善
诊疗服务体系、提高药物可及性等提供科学依据；中
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罕见病诊疗水平能力提升项
目已资助2万多例罕见病患者进行免费遗传检测。

近年来，我国多措并举加强罕见病防治，初步

形成了罕见病“诊疗-研究-转化”支撑体系。张抒
扬说，我国已遴选 320余家医院组建了全国罕见病
诊疗协作网，初步建成国家罕见病注册平台、国家
罕见病直报系统、国家罕见病质控平台等国家级罕
见病数据平台，构建标准化、规范化的国家级罕见
病生物样本库，推动建立国家罕见病医学中心等国
家级研究中心。

随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6个部门联合制定的
《第二批罕见病目录》日前公布，我国迄今共有 207
种罕见病被纳入目录，加强罕见病管理、各方努力
保障和维护罕见病患者健康权益的步伐不断加快。

作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的国家级牵头医
院，北京协和医院加强罕见病诊疗能力建设和全国
协作、推动罕见病学科创立发展、培养能诊能治的
罕见病医师队伍、搭建国家罕见病协作平台体系、
推动罕见病科技创新、助力罕见病防治管理和提高
药物可及性，为探索罕见病诊疗与研究的“中国模
式”付出了积极努力。

国家罕见病直报系统
已收集78万个罕见病病例

中秋佳节来临，秦岭深处的汉中市留
坝县玉皇庙两河品村“味道秦岭”经营者
杨菊新为客人和附近的顾客制作精美的
无任何添加剂的土法月饼，现烧现卖，深
得顾客喜爱。

杨菊新是一位70后，经营这家民宿餐

厅已是第 5个年头。“你们这个地方真好，
住下就不想走了。”这是客人对杨菊新说
的最多的一句话，也就因为这句话，她没
有离开民宿这个行业。

杨菊新说：“岁月静好，我做自己喜欢
的事，是最大的幸福。” 文/图 张岚

中秋佳节将至，月饼迎来消费旺季。为
了适应市场需求，厂家不断创新口味和样式，推出
了芝士月饼、咖啡月饼、冰激凌月饼等创意产品，甚
至还有小龙虾月饼、文昌鸡月饼、笋干烧肉月饼、韭
菜鸡蛋月饼等口味，简直能凑一桌月饼盛宴。

然而，在比拼“花样”的同时，一些生产商忽视
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近期，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通过现场抽样和网络抽
样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了 400 批次月饼
样品。结果显示 6 批次样品不合格，主要存在微
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限量使用和质量指标不
达标等问题。

不合格原因离不开以下几种情况：未按要求
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产品包装密
封不严或储运不当；为延长产品保质期而超标使
用添加剂；原料采购把关不严、生产工艺不达标、
产品储藏条件不当等。这些问题月饼之所以能避
开企业食品安全的道道关卡，投放在市场上，说明
生产企业在某个环节或某些方面出了问题，应该严
查，堵住漏洞。

作为食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是最基本要求。
如果不能严守这一底线，口味再如何创新也无法获
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相比于小龙虾、文昌鸡之
类的创新，安全才应该是月饼最基本的“口味”。

为筑牢月饼质量关，生产厂家需强化食品安
全意识，严格按照国家和行业的标准进行生产和
规范。同时，相关部门也要加大监管力度，严惩违
法行为，帮助企业落实食品安全措施。考虑到月
饼消费的季节性较强，生产厂家不妨在产品设计
等方面多下功夫，比如推出小礼盒包装，一家人一
次就能吃完，无需为了延长保质期加入太多添加
剂。换个思路也许能打开另一片天地。

中秋夜的月饼既是中华美食，也承载着传统
文化和美好寓意。无论口味如何千变万化，都应
当让消费者吃得放心、舒心。 （佘颖）

“味道秦岭”月饼：现烧现卖顾客赞

新鲜出炉的新鲜出炉的
陕北月饼陕北月饼。。

一家蛋糕店一家蛋糕店
内摆放的各式口内摆放的各式口
味散装月饼味散装月饼。。

市民在超市货架前选购月饼市民在超市货架前选购月饼。。

本报讯（白圩珑 刘兢珂）10月份西安将开展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职引未来”及
“金秋招聘月”等系列活动，计划举办 17场网络招
聘会，7场现场招聘会。

7场现场招聘会分别为：10月10日的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现场招聘会；12日的民营企

业专场招聘会；17日、24日、31日的3场不同主题的
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19日的农民工、城镇失
业人员、脱贫劳动力专场招聘会；26日的退役军人
专场招聘会。上述招聘会于当日9:00—12:00举行，
参会地址：西安市建工路28A号西安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大厦三层招聘大厅。

西安将开展“职引未来”等系列招聘活动

本报讯（谢非）近日，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商洛
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商南县县域工业集中区被认定
为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别命名为陕西商洛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陕西商南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商
洛市省级经开区增至3个。

据悉，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是市委、市政府立
足打造“一都四区”和扩大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
定。2022年 7月，商洛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商南县
县域工业集中区申请创建省级经开区。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推进

落实。经过市级申请、现场考察、部门联审、专家
论证等程序，于近期获得省政府批复同意。商洛
经开区批准面积为 722.62公顷，主导产业为新材
料、智能制造和新型建材产业；商南经开区批准面
积为 342.64公顷，主导产业为新材料、装备制造和
绿色食药产业。

下一步，市商务局将依托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平台，加大外资引入力度，培育对外贸易企业，大力
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商洛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商
务力量。

商洛新增2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员工端出烤箱里的土法造月饼员工端出烤箱里的土法造月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