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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蛋小姐”推荐“喜”
字：我的婚礼在年底就要举办

了，希望把这份喜悦传递给亲

朋好友。

网友“光光”推荐“进”字：

我这一年十分忙碌，但也是事

业进步的一年。我会持续以努

力、上进的态度，为未来的日子

而奋斗。

晨报讯（记者 宗琴 通讯员

陈龙君）11月 11日，2023年集

美区嘉庚云课堂系列普法活动

暨“法治在心中 共护向未来”集

美区青少年法治演讲比赛在乐

安中学举行，9名选手登台，通过

精彩的演讲传播法治知识，展现

法治精神。

据悉，本次活动于今年 10

月启动，经过初赛的层层选拔，

来自集美区不同中学的9名选手

脱颖而出，站上决赛舞台。比赛

现场，选手围绕宪法和法律，结

合自身实际，或讲述自己的故

事、身边的故事，或阐述自己的

认识和理解，或畅谈心得和感

悟，以丰富多彩的形式传递了学

法、普法的热情。评委们从演讲

内容、语言表达、创意形式、演讲

效果、综合印象等方面为选手打

分。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厦门

华锐双语学校刘子谦获得一等

奖。

通过演讲比赛，青少年对于

法治知识有了更加深刻的了

解。一名参与比赛的同学告诉

记者，为了准备比赛，他和爸爸

妈妈一起查阅了很多法律书籍，

学习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知识，

法治意识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增

强。不仅如此，选手们也将自己

学习到的法治知识分享给身边

的朋友、家人。大家纷纷表示，

希望还能参加更多有趣的普法

活动。

集美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嘉庚云课堂系列普法活动

作为集美区青少年普法活动的

亮点品牌，迄今已举办三届。早

在今年 5 月，集美区就举办了

2023年嘉庚云课堂普法活动“美

好生活·民法典相伴”公益云课

堂，邀请集美大学教授现场授

课，讲解民法典在生活中的应

用，受到众多亲子家庭的欢迎。

每年在嘉庚云课堂系列普法活

动中，集美区司法局不断创新普

法形式，扩大传播范围，先后举

办了亲子家庭法治知识竞赛、青

少年法治演讲比赛等，通过多样

形式引导青少年讲好身边的法

治故事，让法治真正走入日常生

活、走入人民群众。

本次比赛由集美区委依法

治区办、集美区司法局主办，海

西晨报社承办，乐安中学协办。

晨报讯（记者 彭怡郡 实习

生 林晓峰）“随便吃”“管饱”的

“10元自助餐馆”在厦门爆火，引

起不少市民关注。那么，这些餐

馆的食品安全是否令人放心

呢？11月10日，晨报记者跟随

梧村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来到湖滨北路“村有良品10元

自助餐”店一探究竟。

便宜实惠菜品的食材从何

而来，是大家最为关注的。该自

助餐店的店长介绍，店内大部分

食材均是由自家基地供应的，部

分肉、菜从批发市场采购。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了食材进货凭证

等情况，发现猪肉检疫检验合格

的“上市凭证”等材料齐全，菜品

大米虽有做到索证索票，但票据

上信息不齐全，缺少供货方盖章

和联系电话等。“一旦食材抽检

发现问题，仅凭这样的单据是无

法溯源到对应供应商的。”执法

人员要求店家对索证索票不到

位的情况进行整改。

随后，执法人员检查了餐厅

后厨加工、配送、用餐等多个环

节。总体来说，各环节操作基本

符合要求，但仍有部分问题需要

整改。例如，后厨区域空间过

小，食材清洗切配加工等区域没

有合理分区，且后厨和前台没有

隔断，容易导致油污侵袭和蚊虫

交叉污染；后厨操作区内灭蝇灯

数量不足，运餐车过于简陋，无

法满足保温及密封配送要求

等。针对这些问题，执法人员根

据现场情况有针对性地给出指

导意见，要求店家在后厨增加隔

断等，并进一步规范操作行为。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继

续跟进，规范指导商家整改，后

期还将开展“回头看”行动，形成

监管闭环。

晨报讯（记者潘薇陈怀安）

自两岸年度汉字征集活动开展

以来，各界人士结合行业发展动

态，以及对自身事业的思考，分

享了能为2023年“代言”的候选

汉字。

在刚刚结束的杭州亚残运

会上，厦门运动员朱德宁连续斩

获两枚金牌，打破两项赛会纪

录。日前他荣归故里，与市民朋

友分享了这份喜悦，希望在明年

巴黎残奥会上能有更多的突破。

上周末，由谭维维、喻越越

领衔的第二届全国优秀音乐剧

展演剧目《绽放》在厦燃情上

演。谈及对厦门的印象，谭维维

笑着说道：“经常来厦门，每次来

都会去跑步，我觉得这是认识一

座城市的一个很好的方式。”

梦饷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EO冷静则认为，我国持续推

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国共享

发展机遇，企业也搭乘“一带一

路”东风，助力国货全球销售，助

推中国文化出海。

●关注海西晨报官

方微信，点击“汉字节”二
级菜单，推荐年度汉字及

理由；

●关注海西晨报官
方微博，在评论区推荐年

度汉字及理由；

●在 ZAKER 厦门

频道汉字节报道专区留
言推荐年度汉字及理由。

荐字渠道

嘉宾荐字

推荐字

慢

读者荐字

事业“开”新局 生活“慢”品味
各界人士结合行业发展动态以及自身事业为年度汉字荐字

荣“归”故里 蓄势待发

放“慢”脚步 享受生活
推荐人 歌手、演员谭维维

推荐理由

“放‘慢’脚步，享受生活”，这

是我对即将过去的 2023 年的一个

感想。厦门这座城市不仅很美，文

化氛围也越来越浓厚。希望更多

人能走进剧场，品味文化魅力，享

受文化生活。 （记者陈成沛）

推荐字

归
推荐人 杭州亚残运会冠军朱德宁

推荐理由
无论取得多么大的成就，最终

都要“归”家。我已拿到明年巴黎

残奥会的“入场券”，接下来会继续

投入到赛事的备战中，希望明年能

再次突破自己，再次荣归故里。

（记者宗琴）

推荐字

开
“开”放共享
扩展全球市场

推荐人 梦饷科技（上海众旦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兼CEO、“全球

女性影响力奖”获得者冷静

推荐理由

“开”是2023年的主基调，各行各业

都聚焦长远发展。我国持续推进高水平

对外开放、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众多中

国企业纷纷“出海”扩展市场，成为全球化

的有力推动者。2023年我们也正式迈向

“开源时代”，一方面打通海外商品流通的

人、货、场交易链路，帮助优质国际品牌实

现本土深耕，另一方面紧抓“一带一路”机

遇，助力中国品牌全球化。（记者钟宝坤）

孩子们把法治知识说给你听
“法治在心中共护向未来”集美区青少年法治演讲比赛举行

“10元自助餐”能放心吃?
市场监管人员一探究竟

集美学子通过演讲传播法治知识。记者唐光峰摄
执法人员发现运餐车不够密封。

记者彭怡郡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