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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9 月 13 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向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对世界人民对安全稳定的期盼，中国践
行全球安全倡议，不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消
弭国际冲突根源、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为共建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作出不懈努力。

希望本届论坛继续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
鉴精神，凝聚共识、深化互信，为共同应对全
球性安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主题为“共筑和平、
共享未来”，当日在北京开幕。

习近平向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甘肃兰州/陕西宝鸡 9 月 13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近日在甘肃考察时强调，甘肃要深入落实党中央
关于西部大开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在加强生态保护修
复、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加强民生保障、促进民
族团结等方面下功夫，加快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不断开创富民兴陇新局面，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甘肃篇章。
9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在甘肃省委书记胡

昌升和省长任振鹤陪同下，先后来到天水、兰州等
地考察调研。

10日下午，习近平在天水市考察了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庙，了解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
情况。他指出，伏羲庙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
值，要将这份宝贵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好，让祖先
的智慧和创造永励后人，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和
自信心。 （下转4版）

根据上级中秋节放假通
知精神，本报 9 月 15 日至 17
日休刊。休刊期间，本报重要
新闻将在“云邵阳”移动新闻

客户端、邵阳日报官方微信公
众号等新媒体平台即时发布。

特此告知。
本报编辑部

习 近 平 在 甘 肃 考 察 时 强 调

深化改革勇于创新苦干实干富民兴陇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

途中在陕西宝鸡考察 蔡奇陪同考察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杨立军） 在中秋节、国庆节来临
之际，9月13日下午，市委书记严华在市区和邵东走访慰问
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老党员和邵阳籍上市公司实控人家
属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福，送去党和政府的
关怀与温暖。市政协副主席丰新妹参加。

1950年出生的谭艳芳是市六中退休教师，曾获评全国
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今年98岁的王达群，曾任民建
市委会主委，1951年获评全省甲级劳动模范。严华先后来
到谭艳芳、王达群家，详细了解两位老人及其家属的身体状
况和生活情况，对他们为邵阳教育事业进步、经济社会发展
所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叮嘱相关部门倍加关心关爱退休老
教师和劳动模范，把他们的冷暖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努力
为他们安度晚年、发挥余热创造良好条件。他指出，要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充分发挥劳模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全市广大
劳动者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用勤劳双手实现人
生价值、创造美好生活，为建设现代化新邵阳添砖加瓦、增
光添彩。

今年87岁的老党员魏政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邵阳军分区司令员，荣获过个人三等功等多项荣誉。在魏
政员家中，严华与老人忆往昔、聊家常，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
和家庭情况，倾听老人讲述革命经历，并向老人致以诚挚问
候，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的贡献。严华指出，老党员是
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各级党委、政府
要关心和帮助老党员和困难党员，为他们办实事、做好事、解
难事，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严华还来到邵东市大禾塘街道梅岭社区，看望中伟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伟明的父母。严华指出，广大邵
商企业家父母含辛茹苦、言传身教，培养了家乡的骄傲和栋
梁。要持续开展好“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活动，发挥好
市领导联系邵阳籍上市公司实控人（高管）工作机制作用，
加强对接服务，精准招商引资，吸引他们加大在邵投资布局
力度，带动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落户邵阳，助推全市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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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读 者

9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这是10日
下午，习近平在天水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伏羲庙考察。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9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甘肃考察。这是11日下午，习
近平在黄河兰州中山桥段考察。 新华社记者 王晔 摄

“只有最后10个五仁大月饼，
请后面的顾客注意！”9月11日9时
许，位于双清区邵水东路保宁二巷
的回民月饼厂销售员举着喇叭大
喊。来排队买月饼的顾客人头攒
动，即使买不到老式月饼，也打算
尝尝别的口味月饼。

月饼是中秋节的标志性食
品。中秋临近，市面上月饼品种多
样，包装精美，但每年只卖一个月
的回民月饼依旧是邵阳人民的首
选。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下，小
小回民月饼为何有大大魔力？

回民月饼销售到底有多火爆？

今年72岁的刘春华是回民月
饼的忠实粉丝。左手提着一个透
明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又大又圆的
五仁月饼；右手环抱着一纸箱，里
面装着包装好的、不同口味的月
饼。“大月饼自己家里吃，包装好的
拿去送人，大家都喜欢。”

“唇齿留香，软糯不噎人，这
是小时候的味道。”80后的王君一
边说着，一边在大大的月饼上咬
了一口。

中秋节前一周，每天排队买回
民月饼的队伍声势浩大，男女老少
经常从院内排到巷口，再从巷口排
到马路上，一两百米长的队伍浩浩
荡荡，有的月饼狂热粉甚至五六时
就来排队。

回民月饼销售到底有多火

爆？记者走进邵水东路保宁二巷
的回民月饼厂生产区内，30余名员
工正头也不抬地认真制作各式月
饼，上百斤的月饼馅料整齐码放在
操作台上。和面、擀皮、包馅、称
重、压模……现烤现卖的各式月饼
让人看了垂涎三尺。

据了解，邵水东路保宁二巷的
回民月饼厂的五仁月饼一天可卖
2500公斤，销售高峰期供不应求，
蛋黄月饼、牛肉月饼等各式月饼也
深受大家喜爱，每天可售出 1000
多公斤。回民月饼厂经理苏波不
禁感叹：“做的不够卖，人手只这么
多，每天只能尽量多做些。”而在位
于大祥区西湖路的回民月饼厂，每
天至少销售出 2000 公斤月饼，顾
客除了线下排队购买，还可在线上
下单购买物流发货。

回民月饼有何魔力？

邵阳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
族聚居的地区，本地各民族在文
化 上 相 互 交 融 、经 济 上 相 互 依
存、情感上相互亲近，逐渐形成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嵌式
发展格局。在邵阳，回民米粉店
深受喜爱，“民族团结号”公交专
线穿梭在大街小巷，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宣传画和标语
随处可见。

在回族的传统节俗里，本没有
过中秋吃月饼的习惯，然而伴随着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
邵阳回族等少数民族同胞不仅充
分认同中秋等中华民族共享的中
国传统节日，还将中秋节过得有声
有色、欢腾一片。2005年，一群回
族群众在邵阳办起了月饼厂，每年
生产月饼一个月，到如今已成功打
造出深受邵阳各族人民喜爱的“回
民月饼”品牌。回民月饼的诞生与
热销是回族同胞对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节俗等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
认同和弘扬，也是邵阳各民族交融
的主要表征。

苏波说:“我们以饮食惟良、
必慎必择、严格卫生、讲究营养
为准则。这就是当下我们生产
的月饼为什么会备受市民喜爱
的原因。”

不追求颜值，回民月饼独有的
朴实简单包装，也在顾客心中盖下

“放心认证”。“以前很多在外地的
邵阳人想念回民月饼的老味道，找
人代购但怕买到假货。我们创立
了马姑娘品牌，将传统月饼进行包
装，方便顾客携带储存，也有了品
质保障，顾客能通过包装进行鉴
别，有任何问题都能找到我们。”马
姑娘品牌创始人马洁说。

（下转2版）

回民月饼

小小月饼为何有大大魔力？
邵阳日报记者 蒋玲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