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深 度度

北京顾客孔某扫码点餐后发现个人信息被强制获取且无
法删除，遂将某餐饮公司告上法院一案的判决结果近日公布：
某餐饮公司停止侵害孔某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删除收集的孔
某个人信息……向孔某进行书面赔礼道歉。此外，赔偿孔某公
证费用5000元。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许多餐饮店只提供电子菜
单。顾客要点餐，必须扫码登录，关注企业公众号，并同意个人
信息被获取。且不说电子菜单对于老年人不太友好，吃饭还需
提交个人信息这种做法就让许多消费者心生反感。

事实上，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我国《民法典》明确规定，处理
个人信息应当明示处理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个人信息保
护法也规定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应当以显著方
式、清晰易懂的语言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个人告知。今年 6月
19日，中国消费者协会还发文称，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对强
制关注公众号”消费监督工作，以避免商家在扫码缴费过程中
强制消费者关注商家公众号、过度索取消费者个人信息。

由此可见，个人信息保护已经成为法律和社会关注的焦
点，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可任性而为。如今，随着人们个人信
息保护意识愈发强烈，餐饮公司更不能在顾客点餐时要求“一
扫了之”，而应该本着服务初心，提供多元化的点餐方式，既适
合不同消费习惯的人群，更保护了顾客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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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党
报帮你办”抖音号
和今日头条号。你
有投诉困难，我们
帮办帮问。

点菜下单不应强制加“码”
陈 璋

一吐为快一吐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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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乡土，唱出时代内涵

“每届农歌会我都和家人来看，内容

越来越丰富。”观众龙女士对当晚的演出

十分惊喜，“今年在比赛现场新增了舞

龙、剪纸、搬马灯等许多本地非遗表演，

令人大开眼界。”

“从第一届到第十届农歌会，比赛内

容和表现形式都在不断丰富。”会昌县文

广新旅局党组成员梁玲娜介绍，“第一届

农歌会只有一场赛事，形式上就是参赛

选手唱歌。而今年，从初赛、复赛、晋级

赛、半决赛，直至总决赛，历时近 6 个月，

共举办了 34场赛事。”

今年 34岁的选手程基正曾参加过第

二届农歌会，在他看来，比赛场地的变化

更是翻天覆地。“当年只在县文化广场简

单搭个舞台，用彩布做背景，音响杂音也

重。”他回忆道，“今年的舞台效果令人震

撼，五光十色的射灯、绚丽大气的电子屏、

立体环绕音响……效果堪比演唱会。”

《清平乐·会昌》《美丽汉仙岩》《风景

独好数会昌》……同时，近年来，在农歌

会的舞台上，越来越多独具会昌风情的

歌曲涌现出来。“我们鼓励选手唱原创

歌，唱具有会昌特色的歌，这些歌唱出了

会昌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也吸引越来越

多的人走进会昌。”梁玲娜说。

本 届 农 歌 会 上 ，各 类 非 遗 技 艺 、传

统山歌、乡土画作轮番上演，描绘百姓

身边的景和事，带着泥土上凝露沾香的

情与味。乡村振兴，既在塑形，也在铸

魂。常办常新的农歌会，是对乡风民俗

的坚守，不仅反映了百姓对幸福美好生

活的寄托和向往，更把农民对高质量精

神 文 化 生 活 的 强 烈 需 求 化 为 乡 村 振 兴

的内生动力。

全民参与，共奏幸福乐章

比赛当晚，来自会昌的小学教师吴

春燕荣获冠军。装修工人刘松奉上经典

老歌《妈妈的手》，最终获得季军……“第

一届举办的农歌会仅限会昌本地农民参

加，如今参赛选手不限户籍、职业，今年

有来自各行各业的近 2000 名选手报名，

人数比第一届翻了十倍。”梁玲娜说，“如

今，会昌农歌会已成为全民盛会。”

赛场上的视听盛宴不仅引起在场观

众的强烈共鸣，更吸引了众多网友在线

观看。“我们是从第六届农歌会开始对决

赛进行现场直播，当时只有一家直播平

台。”梁玲娜说，“今年共有 10家网络媒体

对决赛进行了同步直播，当晚在线观看

人数突破了 1200万人次。”

会昌农歌会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名

气也愈发响亮。“在网络媒体还未普及的

年代，对农歌会的宣传范围仅限于当地

百姓家门口。”梁玲娜说，如今，主办方充

分利用新媒体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到农

歌会，许多观众慕名而来，还有不少网红

到此打卡。

“我参加第六届农歌会时，是开着货

车在路上偶然看到了宣传横幅，就去现

场报了名。”选手邹志丹是一名货车司

机，这是他第 4 次参加农歌会。“今年不

仅可以线上报名，主办方还为每名决赛

选手拍摄了一段视频，通过微信公众号

进行预热。”他赞许道，“这种形式以往从

未有过，让我感到县里对选手越来越重

视。”

由于农歌会多阶段的赛事在各乡镇

就地举办，当地百姓都将农歌会视作展

示各自乡镇形象的难得时机。

右水乡的百姓在农歌会举办前自发

地对圩镇文化广场进行彻底清理；庄埠

乡为防止农歌会因停电中断，找出了多

年未用的柴油发电机备用；永隆乡为使

选手有好的表现，不仅组织村民帮助选

手完成农活，还组织了预演……村民们

自告奋勇、争先恐后，人心聚在一起，一

场场农歌会就此活了起来，不仅激起了

百姓的表演热情，更凝聚起大家的情感。

激发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举办农歌会以来，我们村里还时常

开展一些唱歌跳舞类的文化活动。”站塘

乡南坑村 56岁的村民王三招笑着说，“我

喜欢唱山歌，以前总是边干农活边唱，现

在村里和乡里都有专门的场地和设备，

为我们提供了舞台。”

不少村干部也表示，以前村民的娱

乐消遣无非就是喝酒打牌，现在大家一

同唱歌跳舞，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了，村风

民风也好了。农歌会正不断用优秀传统

文化、积极向上的先进文化去浸润、感染

和引领群众，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乡村文

化生态和村民生活习惯。

“仓廪实而知礼节。”一场场带着浓

郁乡土气息的农歌会，就像一根纽带，将

文化文明、经济发展等紧紧串联在一起，

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我们今年在许多赛点都设置了摊

位，不仅为游客和市民带来新体验，也激

发了更多消费需求，释放出更大市场活

力。”梁玲娜说道。

今年 8 月在风景独好园举办了农歌

会晋级赛，商家可以在现场免费摆摊。

当日，京会多食品摊主刘五娣带了红薯

干、酸枣糕、李子干等晓龙乡的农特产品

摆摊销售，几个小时内就销售一空。“比

赛现场人流量非常大，是个绝佳的宣传

平台。”刘五娣说。

“农歌会激发了乡村经济繁荣的可

能性。”梁玲娜表示，今年的决赛现场上，

不仅将会昌的旅游景点、传统民俗、当地

特产等作为推介内容穿插其中，比赛奖

品也大有深意。

据了解，往届比赛的奖品通常是现

金和代金券，今年为了推广当地的肉牛

特色产业，便将一头牛作为奖品之一。

此外，各个乡镇还把鸡、鸭、鹅等家禽家

畜和香菇、酱干等土特产作为阶段性赛

事的比赛奖品，让今年的农歌会成为了

推广当地农特产品的平台。

以歌为媒，经贸唱戏。走过十届的

农歌会提振了乡村的“吸粉力”，开拓了

乡村旅游、特色非遗等广阔的农村市场，

更增强了地方影响力和知名度，点燃其

他乡村产业“导火线”，形成一个可持续、

可发展、可循环的乡村振兴建设。

把好日子唱进歌声里
——从会昌县十届农歌会感受乡村振兴脉动

刘兆春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颖 侯艺松

悠扬婉转的原创山歌、勾人回忆的经典老歌、紧跟潮流的流行歌曲……11月19日晚，“会昌独好”杯第十届农歌会总决赛在会
昌县火热上演。农歌会里有人物、有故事、有情怀，是记忆里的文化音符，传递着几代人的青春和梦想。自2009年创办以来，会昌
农歌会已举办十届。一场场农歌会，正成为当地群众表达情感、唱响家乡好日子的生动载体。多年来，农歌会的举办不仅让大众
看到了乡村和基层文化纯真、美好的样子，同时也潜移默化影响着乡村的生活方式，让歌声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侯艺松）11月 24日，江西日报社民生部

党支部联合民进南昌市青山湖区总支走进永丰县藤田镇岭南

村办实事，为村爱心超市送去了油、米等物资。

岭南村爱心超市通过积分兑换物品，引导村民居积极参与

乡村治理、村务活动和美丽乡村建设，激活内生动力，是服务乡

村振兴、促进乡村文明的重要举措。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委统战

部协调下，民进青山湖区总支向岭南村爱心超市捐赠了 5000 元

物资，解决爱心超市缺货问题。民进青山湖区总支副主委、胡

家小学校长方丽媛表示，捐赠爱心物资是她们与岭南村开展公

益活动的一部分，后期还将通过与岭南村小学结对的方式，开

展爱心帮扶，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废弃菜叶、食物残渣、厨余泔水……

这些让人掩鼻而过的厨余垃圾，在位于瑞

昌市的九江市京瑞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厂

房内，却成为一种叫黑水虻的小虫子争相

抢食的“美味”。依靠这些小虫子，厨余垃

圾不仅实现了就地资源化，黑水虻的粪便

和幼虫也被用作肥料和饲料，串起一条生

态产业链。

每天处理 200 公斤的厨余垃圾，曾是

瑞 昌 市 某 餐 饮 店 老 板 张 素 玲 最 头 疼 的

事。刚开始，张素玲常常把店里的厨余垃

圾送给在乡下养猪的亲戚，可是近年来，

店里生意越来越好，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

越来越多，厨余垃圾如何处理，成为一块

心病。在瑞昌城区，有上千家商户、学校

和机关食堂，也曾像张素玲一样面临着如

何处理厨余垃圾的烦恼。

2018 年，瑞昌市将商户的厨余垃圾集

中收集，统一处理。由于技术有限，处理

的方式仅限于焚烧和填埋，不仅影响了环

境，还提高了二次污染的控制难度。

如何妥善处理厨余垃圾，让它变废为

宝？ 2021 年，瑞昌商人谈会正在一次外

出交流中，了解到养殖黑水虻处理厨余垃

圾的技术。“1 吨黑水虻可以吃掉约 7 吨厨

余垃圾，产生的粪便可以发酵成营养丰富

的肥料土，幼虫可以用作畜禽饲料、化妆

品原料或生物柴油制作，一举多得。”谈会

正说。

谈会正引进设备和技术，聘请专业技

术人员，在瑞昌市创办了九江市京瑞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开始探索让厨余垃圾变废

为宝的路径。这一方式也得到当地政府

支持，去年 8 月，瑞昌市政府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的方式，委托该公司免费为城区沿

街商铺、学校和机关食堂处理厨余垃圾。

11 月 21 日，走进九江市京瑞再生资

源有限公司，20余吨厨余垃圾在通过机器

分拣、挤压、粉碎等流程后，投放到黑水虻养

殖区。黑水虻幼虫在垃圾中翻滚、蠕动，大

快朵颐。“养殖 4天的鲜虫可以用于喂养龙

虾，7至 8天的鲜虫用于喂养鸡鸭鹅。根据

不同用途，黑水虻养到 12天能全部出栏。”

谈会正说，目前公司日产鲜虫可达2吨。

观念一变天地宽，厨余垃圾不再是让

人避之不及的脏东西，而是可以循环利用

的有效资源。

谈会正在出售黑水虻的同时，还养了

5000 多只鸡，承包了 10 多亩水塘养鱼和

龙虾。“用黑水虻做饲料，蛋白质含量更

高，养殖成本也下降不少。”谈会正说，经

过近一年的试验，效果不错。依托黑水虻

形成的生态产业链每年可产生收益 50 万

元。

“厨余垃圾通过黑水虻处理，形成‘厨

余垃圾-黑水虻-有机饲料-生物有机养

殖’的生态循环模式。”瑞昌市国投环卫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安闰荣介绍，如今每天

有 4 台垃圾车对全市城区的非居民厨余

垃圾应收尽收，每天收集 20 吨左右，最高

峰可达 30吨以上。

厨余垃圾的有效利用，既减轻了商户

烦恼，提升了市容市貌，又减少了焚烧填

埋、二次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延长了产

业链，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三方共赢。安闰荣表示，依托瑞昌市

城区生活垃圾分类试点项目，厨余垃圾的

收集处理范围将进一步延伸至居民区，下

一步将打造一个处置能力为 150 吨的厨

余垃圾处置中心，让更多厨余垃圾“放对

地方”。

黑水虻“帮忙”厨余垃圾变废为宝

初冬时节，登上乐平市高家镇高家村的山顶，漫山遍野的

油茶花竞相绽放，村民们在油茶林中忙着松土施肥。

2021 年 5 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高产

油茶示范林落户高家村，该项目由国家油茶科学中心、中国林

业科学研究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提供技术支撑，茶树所有权和

收入归村集体所有。经过两年时间培育，油茶在今年首次挂

果，亩产茶油达到 50 公斤。进入盛产期后，亩产茶油预计将增

长到 500公斤，收益可观。

乐平市现有油茶面积约 5 万亩，油茶基地呈现出遍地开花

的局面，得益于近几年油茶育苗与栽培技术得到广泛推广。

11 月 16 日，走进乐平市洪岩镇油茶良种繁育基地，绿油油

的待出圃油茶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该基地负责人洪涛正在

向 10 多名村民传授油茶嫁接技术。在茶苗越冬大棚，该基地技

术指导兼科技特派员胡金有正在向村民讲解油茶种植的培育、

栽种技术要点以及注意事项。

洪涛是洪岩镇下埠段村人，是远近闻名的油茶育苗“土专

家”，该基地现有幼苗与出圃苗 60 余万株，今年预计产值可实现

100 余万元。自该基地开办以来，每年解决就业岗位 100 多个。

“以前秋收完了就等过年，现在还能在油茶良种繁育基地做事，

每天有 120 元，还能兼顾家里。”村民洪三妹说。不过洪涛表示，

仅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对群众的帮助十分有限。他开始向有关

部门寻求帮助。

洪涛的求助，很快得到了乐平市林业局回应。该局迅速与

江西省林业科学院等院所开展合作交流，邀请专家组成“一镇

一技”油茶服务队，通过就近务工、自愿入股、合作经营等方式

参与到产业示范园建设。同时，乐平市充分利用洪岩镇山区林

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油茶种植，打造乐平市赣东北生态

油茶种植培育产业示范区。

“洪岩镇油茶良种繁育基地是景德镇市唯一一个油茶产业

核心培育区。”乐平市林业局副局长余能斌表示，该市不断通过加

强林业政策引导、科技项目实施落地、组织技术人才培训等措施，

向建设良种化、标准化、专业化油茶培育种植不断发力，为拓宽全

市油茶产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接下来，该市将推动油

茶专业合作社形成集油茶嫁接培育、茶籽统一收购、推广油茶种

植技术等，年底按实际入股方式保底分红和按股分红，让群众分

享油茶培育、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的收益。

夜幕降临，天气渐冷，但在上高县街

心花园夜市街却是一派热闹非凡的场景

——烤肉、生蚝等美食抚慰着忙碌了一天

的人们；在万象广场等商业街，市民正在

逛街消费。

今年以来，上高县住建系统在点亮夜

经济中持续发力，通过联合其他部门丰富

夜间经济消费业态，改善消费环境，着力

打造集饮食、游乐、惠民等元素于一体的

夜间消费市场，让城市焕发新活力。

上 高 县 住 建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今

年以来，该县住建系统将惠利民生作为

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落脚点，打通交

通“大动脉”，畅通城市“微循环”。通过

与 城 管 部 门 合 作 ，对 老 城 区 9 条 道 路 、6
条背街小巷进行了整体提升，融合街区

特色，解决城区道路修补疤痕多、平整度

差、行车舒适感低等问题，并新增停车位

700 多个。

今 年 以 来 ，上 高 县 发 放 政 府 消 费 券

410 万元，拉动该县零售餐饮、大宗商品企

业消费约 2000万元。

今年 ，上高的夜经济已不再拘泥于

袅袅烟火、美食飘香，而是借助文旅融合

的东风，让文化、旅游、娱乐等元素成为美

食的高配。该县通过整合旅游产品，推出

大观老街汉服秀、街舞秀、夜市街等活动，

形成“食、游、购、娱、演”的全方位场景，丰

富市民夜生活的同时，给城市增添了文化

韵味。

“我们优化各项业务审批办理流程，

不断压缩办理时限，加快推进手续办理，

为夜经济保驾护航。”该县住建局副局长

付志强介绍，依托现有商圈、特色街区、文

化 场 馆 等 ，打 造 了 上 高 中 心“ 唐 潮 不 夜

城 ”、大 观 老 街 、街 心 花 园 3 个 夜 市 经 济

圈，同时在不影响市容市貌的前提下，在

万象广场周边、敖阳北路等地设置 150 余

个临时摊点，实现城市品质提升与规范发

展的平衡与共赢。

接下来，上高县将继续鼓励大型商贸

体建设夜间经济特色街区，开展美食节、

餐饮嘉年华、啤酒节等夜间餐饮主题消费

活动，让城市的烟火气更加浓郁。

提升城市品质 点燃夜间经济

育良苗送技术
油茶结出致富果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强

暖暖爱心注入爱心超市

农歌会冠军获得者吴春燕演唱现场。 通讯员 刘兆春摄

在晋级赛现场，许多商家在此摆摊。

冠军的奖品之一——一头牛。

通讯员 刘兆春摄

通讯员 刘兆春摄

易永艳

邮箱：1518098306@qq.com
电话：0791-86849662

本报全媒体记者 徐黎明

◀民进青

山湖区总支相

关负责人向岭

南村捐赠爱心

物资。

本报全媒

体 记 者 侯 艺

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