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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日报讯 记者陈敏珊、
吕华锋、王颖尧报道：8 月 14

日，2024佛山传媒大学生美食

夏令营最后一轮团队PK赛来

到海天娅米的阳光城堡，“知食

青年团”在感受酱油传统酿造

工艺魅力的同时，各出奇招，实

现美食+调料的创意碰撞。

选豆、煮豆、制曲、阳光酿

晒、过滤出油……在生产基地

景区的空中走廊，海天酱油全

透明化的生产流程在眼前呈

现。酱园古风、3D动画、约80

万平方米的天然晒池和发酵大

罐……“知食青年团”一边在各

展厅参观学习，一边开展互动

游戏，近距离感受传承数百年

的酱油酿造工艺魅力。

在琳琅满目的调味品帮助

下，“知食青年团”发起了新一轮

的美食挑战。“松茸酱油带有一

股菌菇的香味，而香菇牛肉酱里

的牛肉粒则可以增加口感。”凭

借问答游戏获得优势的“EE11”

组首先出击，选取了两款调味

料，烹调出两种不同风味的“妈

子酱油粒粒炒饭”，阵阵饭香把

其他组组员都吸引了过来。

海天多款面向年轻人需求

的产品激发了“知食青年团”的

创作热情。“我第一次试酱油+水

果这个搭配，出乎意料的好吃。”

第四组队员李章阁介绍，他们组

对海天“给水果吃的酱油”产品

非常感兴趣，于是选用了芒果、

西瓜、番石榴等水果，制作出喷

雾酱油夏日鲜果，并大胆选择了

酸辣凉拌汁和番茄酱，尝试新口

感、新搭配。而第三组则用苹果

醋、小青柠汁等多款饮品，特调

了一款青柠苹果气泡水；第五组

则选择海天酱油冰淇淋，结合水

果制作出可爱的酱油麻薯冰淇

淋甜品。

“大家原以为海天只有酱

油，参观后才发现海天还有很

多产品，让大家非常惊喜。我

们佛山的美食品种非常丰富，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

佛山美食被大家知悉。”李章阁

说，自开营以来，他已经和组员

共同创作了十几条美食视频作

品。夏令营虽然短暂，但在他

们心中种下了传播佛山美食文

化的种子。

第二组虽然在互动游戏中

落后，只能选择一种调味品，但

他们机智地选择了海天的畅销

调味品“味极鲜”与鲜虾搭配，

作品征服了评委们的味蕾，成

为此次PK赛的优胜队伍。

作为本次PK赛的评委，佛

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娅米的阳光城堡负责人米可

彧表示，学员们特别热情、充满

活力，展现了当代青年的青春

活力，希望他们能在美食领域

不断探索和创新。

本次夏令营将于今日举行

结营仪式，届时“知食青年团”

将轮番展示学习成果，与社会

各界共同搭建美食文化交流传

播平台。

美食+调料 玩出酱油新花样
“知食青年团”在海天解锁美味密码

“知食青年团”的大学生烹调“妈子酱油粒粒炒饭”。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王颖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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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小小的摊位鳞次栉比，

各种小吃琳琅满目……暑假期

间，顺德区均安镇仓门夜市现场

火爆。火爆的背后，是仓门社区

党委以党建赋能集体经济发展，

把荒地改造成为集体经济聚宝盆

的成功实践。

过去，仓门食街村改地块被

闲置，是一块杂草丛生、垃圾乱堆

的荒地。仓门社区党委多次召开

书记茶话会和街头议事协商会

议，邀请党员群众为地块的改造

出谋划策，最终决定通过“以租代

管”的形式管理原食街地块及周

边环境。2022年末，原食街地块

被改造成新潮好玩的网红夜市，

成为均安人茶余饭后消遣的好去

处，吸引了大量的人流。

在夜市初显繁荣之际，仓门

社区党委顺势而上，巧妙利用夜

市周边闲置地块，改造成集装箱

商铺和临时停车场。既解决了居

民停车难的问题，又为集体经济

注入了新的活力源泉，实现了资

源的高效整合与利用。如今仓门

夜市作为经济活力的新地标，照

亮了群众增收致富的希望之路。

夜市的火爆不免带来了垃

圾增多、交通拥堵等问题，仓门

社区党委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不仅发动党群

先锋队、驻村团队等力量，还发

动了一批爱家乡、有热忱、乐奉

献的无职党员领岗担责，投身服

务一线。党员群众通过环卫保

洁、交通疏导、爱心帮扶等方式

消除了夜市发展带来的不良影

响，让夜市在繁荣和有序之间找

到了平衡，持续提升居民的生活

品质。

夜市步入正轨，新的项目即

将动工。位于横九路边的粤黔

生鲜数智生态港项目将于今年

9月动工。这个占地面积260

亩、总投资超20亿元的东西部

协作重点项目，是仓门社区集体

经济提质增效的生动实践。仓

门社区党委用心当好“店小二”，

积极协助办理用地手续、向上级

争取配套设施落地，以“红色引

擎”驱动项目加速跑。

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

仓门社区的集体经济收入实现

了质的飞跃，2023年较2022年

增加超200万元，增长幅度达

9.3%。接下来，仓门社区党委

将继续在党建引领的道路上，

盘活资产资源，使资源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增强集体经济

的发展引力，解锁更多集体经

济增收新密码。

闲置地块改出新潮网红夜市
均安仓门社区党建赋能集体经济强劲增收

均安仓门夜市游人如织。/社区供图

佛山日报讯 记者李倬伦报
道：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近

日发布了《佛山市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办法明

确，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价不

高于市场价六成，单套建筑面积

50平方米以上。

《办法》提到，配售型保障

性住房项目分为新建类项目、

筹集类项目。新建类项目是指

新开工建设的配售型保障性住

房项目，筹集类项目是指在建

或已竣工验收的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项目。

其中，新建类项目坚持以需

定建，单套建筑面积为50平方

米以上、不超过100平方米，且

在项目开工前，应当征集社会购

房意愿，当申购人数与项目房源

套数之比达到120%时，才允许

开工建设；筹集类项目坚持以需

定筹，单套建筑面积应在50平

方米以上、不超过120平方米，

以100平方米以下为主。

此外，《办法》提出，按照保

本微利原则，配售型保障性住房

的配售价格参照成本法评估，且

一般不超过同地段同品质同时

期新建商品住房市场价格的

60%。

《办法》明确，保障对象分为

住房困难户籍居民、住房困难人

才两类。两类保障群体均需要满

足在佛山市累计缴纳基本养老保

险或住房公积金满12个月、在佛

山市无房或家庭人均居住面积低

于15平方米等共性条件。配售

型保障性住房以家庭为单位申请

购买，每个家庭只能购买1套。

家庭成员包括申请人本人、配偶

及有抚养权的未成年子女。

此外，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

动产权证书附记栏应当注明“该

房屋为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不得

作为商品住房自由上市交易”等

内容，房屋性质登记为“保障性

住房”。

佛山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通过新政加大保障性

住房建设和供给，加快解决工薪

收入群体住房困难，进一步完善

住房保障体系，推动佛山房地产

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佛山拟出台配售型
保障性住房新政
售价不高于市场价六成，单套面积50平方米以上

佛山日报讯 记者束维 通
讯员邝倩华报道：佛山市博物馆

携手市图书馆于日前举办首期

“博物馆里觅书香——佛山文博

非遗读书会”活动。读书会以

“西樵山考古与研究”为主题，邀

请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历史

时期考古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王欢博士到场分享，与文博非遗

爱好者共赴学术与文化的盛宴。

西樵山作为珠三角地区的重

要考古遗址，为研究岭南地区的

史前文化提供了宝贵资料。王欢

长期致力于广东田野考古与研究

工作，拥有丰富的考古发掘经

验。她在读书会上称，西樵山考

古工作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发现

了丰富的实物资料，更在于通过

这些资料揭示了岭南地区的史前

文化序列。平面岗遗址的发掘首

次在珠三角地区发现了确切年代

的旧石器晚期层位，将该地区考

古学文化的轴线向前延伸了数万

年。同时，新石器时代地层的发

掘也为学术界对西樵山文化的认

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此

外，考古团队还通过科学测年方

法，确定了西樵山石器加工活动

的时间范围，为研究东亚地区现

代人来源与扩散、旧石器时代晚

期石器技术多样性等问题提供了

关键材料。

“西樵山不仅是一个石器加

工厂，更是一个承载着丰富历史

文化内涵的地方。”王欢说，从石

器时代到明清时期，西樵山见证

了岭南地区文化的变迁与发

展。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石器的

发现，不仅揭示了古代人类的生

产生活方式，也为研究岭南史前

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围绕“西樵山石器及其文化

影响”这一话题，王欢与现场读者

进行了深入探讨。“霏细岩双肩石

器更像是一种文化特征，而非某

一地区的独有产物。”她举例说，

就像陶瓷一样，虽然世界各地都

有生产，但某些技术形态的传播

可能源于某一特定地区。西樵山

的石器技术可能以类似的方式传

播，不一定是通过直接的物品交

换，可能是通过人群迁徙和文化

传承等多种途径。

最后，王欢还分享了有关西

樵山文化历史的书目，包括《珠

江文明的灯塔：南海西樵山古遗

址》《西樵山遗址考古研究》《西

樵山石器》，并指出其中的重点

篇目和章节，帮助读者快速抓住

西樵山文化的精髓。

首期佛山文博非遗读书会举办

揭秘西樵山考古新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