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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三七一定要吃“春三七”

云南文山三七分为“春三七”和“冬
三七”。“春三七”是摘除花蕾后采挖的。
一般，每年的七八月份，就有三七花蕾，
采收三七花之后挖的三七，就是“春三
七”，“春三七”采挖的季节一般是每年的
8 月底至 10 月初左右。如果当年不采收
三七花，让三七花留到 11 月至 12 月，那
时候，三七花就会长出红籽来，也就是三
七种子，留种之后才采挖的三七，就是

“冬三七”。“冬三七”的采挖季节大概为
每年12月份至次年2月前。

“春三七”品质较佳，因为结籽前，三
七正是生长茂盛的季节，营养全部在根
系上，是属于生命的黄金期，这个时候采
挖的三七，药用价值较高，保全了其生命
的精华。“冬三七”不饱满，皱纹多，质量
次之，且三七结籽后，部分营养转移到籽
上，所以功效稍差。

晚报惠生活直采云南文山的三七为
纯正云南文山“春三七”。

我们的三七不抛光、不染色、不打蜡

如今市面上销售的部分三七粉多有
掺假，还有部分三七因用滑石粉和石蜡
抛光打磨过，所以外皮发亮。据了解，经

过抛光和打蜡的大部分不是新三七，一
般呈灰黑色，其打蜡的目的不是为了增
加药效，而一般是为了美观、掩盖缺陷，
甚至是增加额外的重量。还有的三七不
经过清洗，干燥后直接用添加剂打磨，打
磨过程中从土壤中携带的农药残留不能
清除，而是被添加剂包裹在内直接销售，
对消费者健康造成很大隐患。

晚报惠生活向您承诺，我们的文山
三七为 60 头和 40 头、纯干“春三七”，从
种植基地直达省会郑州，确保不抛光、不
染色、不打蜡！

吃几十年三七，现在身体棒棒哒

在文山当地，一位 95 岁高龄的老人
钟爷爷，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钟爷爷的
身体非常健硕，说起话来也中气十足。
说起长寿秘诀时，他哈哈一笑，略带骄傲
地说：“我们这儿可是种三七的啊！”

原来，钟爷爷每天都会吃些三七，而
对于当地人来说，三七早已经是日常生
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平时家里做菜啊
煮粥啊，都会放些三七，吃习惯了，不吃
就觉得少些什么似的。”钟爷爷说，“吃三
七的好处太多了，我们这儿的不少老人
身体都很好，这都是三七的功劳。所以
我向你们推荐文山三七！”

春季养生选三七，补气又补血
地点：工人路与颍河路交叉口东北角晚报惠生活专营店
电话：67655667

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春季养生保健，可以让您健康一整年，三七补气补血，
非常适宜春季养生。昨日，晚报惠生活云南文山春三七再次新鲜到货，喜欢养生
的读者，请抓紧时间到惠生活专营店抢购吧，也可拨67655667提前订购，现场
提供免费打粉。此外，晚报惠生活还备有天杞园枸杞、蜂蜜、红枣等养生相关产
品供读者选购，质优价廉。 吴幸歌

温馨提示

1.云南文山三七（60头）：每斤218元，一
次性购买3斤及以上每斤198元。

云南文山三七（40头）：每斤318元，一次
性购买2斤及以上每斤298元。

2.现场为您免费打粉，不需要现场打粉的
读者，也可电话预约提前打粉。

3.晚报惠生活还备有天杞园枸杞、蜂蜜、
红枣等养生相关产品供读者选购，质优价廉。

三七粉服用方法：每日
早晚2次服用，每次3g左
右 ，可以用粥、牛奶、温开水、
蜂蜜水等冲服，简单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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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线辅导：与其禁止不若立好规矩
近日，微信朋友圈里晒出了一张在

线辅导老师王羽的课程清单，2617名学
生购买了一节单价9元的高中物理在线
直播课，扣除20%的在线平台分成后，
王羽老师一小时的实际收入高达18842
元。对此，南京市教育局一位负责人表
示，南京曾出台《关于禁止中小学在职
教师从事有偿家教的规定》，虽然“线上
辅导”是新生事物没被列入其中，但应
该属于“在校外社会力量办学机构兼职
从事学科类教学、文化补习并从中获取
报酬”一类，所以是被禁止的。
(3月28日《新京报》）

教育不均衡问题的关键在于师
资。鼓励优秀老师线上讲课，让优秀老
师稀缺资源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更广
泛的传播，让更多学生分享到优质教学

资源，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诉求，也符
合现代教育的方向。从这个层面看，发
展远程教育，鼓励优秀老师线上讲课，
或者激励优秀老师将课堂讲学录制成
音像资料在网上展示，对刚刚起步的教
师在线辅导，需要的不应该是禁止而应
该是规范与引导。

对教师在线辅导，公众不应将目光
移向在线辅导的盈利性上，而应关注其
功能和效果。盈利对教师在线辅导固然
有着相应的刺激作用，但有两个问题不
可忽视，而应厘清：一是在线辅导教师并
不是不能获益，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效果
给予必要的报酬，如果老师线上讲课毫
无回报，必然挫伤老师在线讲课或辅导
的积极性，这对均衡教育资源是不利
的。让优秀老师在线授课有钱赚，鼓励

优秀老师在线上课，有益无害。二是对
在线上课尚无规范的背景下，教育主管
部门应予关注，给在线上课定好规矩。

加快老师在线上课步伐，不应该只
是老师自己在努力。对于优秀老师，学
校、网络平台、教育管理部门等应齐心合
力，尽快落实著名教师、优秀教师将室内
教学转化为在线教育资源；对实现在线
辅导的教师，相关方面应结合其线上教
学与平时教学实际，予以必要规范。如
对在线辅导教师，可以要求在线辅导和
日常授课一致，保证学校教学不受影响，
保证日常授课在前，也保证线上授课符
合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而对不务正业
或者哗众取宠的在线上课教师，教育主
管部门应表明态度，亮出观点，维护好
线上授课秩序，造福学生。□卞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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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一家蔬菜批发市场，16年来一家
独大，问题重重助涨菜价。这家本应被查
封的“菜霸市场”，政府主管部门却只能罚
款了事，理由是找不到“替身”，若强行关
闭，将导致菜价更不可控。最近，发生在海
南因高价菜引起的咄咄怪事，发人深思。
就是这样一个市场，蔬菜批发交易市场份
额占到了海南全省的75%以上。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16版）

时至今日，为何仍存在蔬菜市场被严
重垄断的现象？有人完全归咎于当地私
营蔬菜批发企业存在不法行为，比如扰乱
公平竞争、正常经营的市场秩序，甚至欺行
霸市、哄抬物价、低收高卖获取暴利等。而
相关部门又缺乏足够的监管，或者存在收

受贿赂等行为，任由菜价疯涨甚至失控。
事实上，这些问题恐怕只是表象，确实也需
要治理，但不是治本之策。

海南“菜霸市场”的形成，最该反思
的，其实是海南的“菜篮子”建设有没有向
打破市场垄断的方向真正努力。正如海
南省工商局长陈楷所说，“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已经快30年了，修建的高楼大厦、楼
堂馆所比比皆是，但是作为民生最基础的
蔬菜批发市场，却多年一个样”。就拿新华
社此番曝光的那家“菜霸市场”——海口
南北蔬菜批发市场来说，它是海南省唯一
的进岛蔬菜批发市场。当它成了“唯一”，
垄断起市场来怎不会处于极度？当它成
了“独此一家”，相关部门又怎敢因垄断而

将之关闭？明天市民又到哪里买菜？
对于海南及有类似问题的其他地方

来说，当下最应该做的，就是弥补蔬菜批发
市场建设的滞后问题，引进适当的竞争主
体，建立充分的蔬菜市场竞争机制，理顺省
内外蔬菜市场的流通体系，努力扩大蔬菜
市场的有效供给，以打破一家独大的局
面。“娃娃多了不金贵”，监管部门就敢于依
法严惩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恶意涨价等行
为。要做到这些并不难，关键是相关部门
能否上升一个认识高度：小菜价反映的是
大民生，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事关一
个城市的有效供给和物价的稳定，政府“有
形之手”必须抓好“菜篮子”建设和菜价稳
定。□何勇海

“菜霸市场”16年，“有形之手”去哪儿了

还记得电影《私人订制》吗？
只要肯花钱，什么事都可以定制，
其中“代客扫墓”的情节让人记忆
犹新。清明节将至，不少人因各种
原因不能回老家扫墓，于是产生了
新的祭祀方式，如“代客扫墓”、网
上祭扫等。对此，你怎么看？
（3月28日《海西晨报》）

对“代客扫墓”不妨多点宽容

@司马童：要是传统殡葬变得
日渐式微了，那么，既接受“代客扫墓”，
又辅以网上祭扫，就未必不是一种“互
联网＋”趋势下的时尚祭祀方式。

@梅广：对代客扫墓这种祭扫
现象，我们应该多一点理解和宽容。

亲自扫墓才有感情可言

@刘建国：“代客扫墓”无关有
偿与否，而是悖逆了清明节设立的
初衷，错误地将祭祀形式凌驾于目
的之上。

@陈科峰：针对清明节祭扫现
实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在具体操作
形式上可以大胆创新，但万变不离
其宗，绝大多数人扫墓还是亲力亲
为，因为这样才有感情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