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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6日综合新闻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江开军 、通
讯员陈首龙）白色大蒜摇身一变，成为
棕褐色的黑蒜，身价飙升 10 多倍，还获
得“东方巧克力”的美誉。这样的传奇蝶
变，发生在随县的一家食品加工企业。

位于随县经济开发区的湖北万和
食品有限公司，曾以加工销售香菇、木
耳为主。近几年，公司研发出新型保健
食品黑蒜，迅速打开国内外市场，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

白蒜变黑蒜，关键在发酵。在一定
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经过大约 3个月
的发酵，大蒜中的果糖与氨基酸产生羰

氨缩合，完成大蒜酵素性褐变反应，由
白色转变成棕褐色甚至黑褐色，变成了

“黑蒜”，整个发酵过程中，不使用任何
添加剂。

发酵成败的关键，在于对温度、湿
度、时间的把握。万和食品从 2014 年开
始尝试黑蒜加工，最初的产品合格率仅
有 20%，经过一年多的摸索，把合格率
提升到 90%以上。如今，该公司已经熟
练掌握黑蒜发酵工艺，产品合格率达到
98%，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万和食品加
工的糖心黑蒜，表面完整无破皮，蒜香
味浓郁醇厚，口感软糯香甜。

大蒜经过发酵，改变的不仅是颜
色，其内含物质也发生了有益变化。经
中国食品检验检疫局对白蒜和黑蒜进
行实验检测分析，每 100 克鲜大蒜的热
量是 577 卡路里，黑蒜是 1109 卡路里；
每 100 克鲜大蒜含蛋白质 4.4 克，黑蒜
的是 10.4 克；此外，黑蒜还含有 18 种人
类必需的氨基酸。黑蒜可以作为养生零
食，老少咸宜；也可以用来炒菜煲汤，做
出一盘盘美味佳肴。

白蒜变黑蒜，身价翻几番。一般大
蒜每公斤的价格几元钱，万和食品生产
的黑蒜，内销价格为每公斤 100 元，出

口产品每公斤可达 22 美元。产品常年
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国内大型批
发市场。2018 年，公司因黑蒜产品经营
突出，被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评为

“隐形冠军”。今年 3 月，市委书记钱远
坤莅临公司指导工作，对黑蒜赞不绝
口，并给黑蒜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东方巧克力”。
如今，万和食品致力于产品研发，

把黑蒜加工成黑蒜酱、黑蒜汁等，以产
品多样化提升附加值，同时大力推广大
蒜种植，让黑蒜成为拉动农民致富、满
足市场需求的健康蒜、富民蒜、幸福蒜。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杜秋阳、史含
升）近日，笔者来到随县均川镇东润紫
海田园，只见景区内一派如火如荼的建
设景象，部分游玩项目正紧锣密鼓进行
收尾工作。

东润紫海田园原名“均川薰衣草小
镇”，位于随县均川镇。该项目计划总投
资 3.2 亿元，一期流转土地 3000 亩、林
地 4000 亩，计划项目建设周期为 5 年，
项目主要依托均川镇龙泉村现有的文
化底蕴及自然资源，打造花海、民宿、现

代农业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实现以农
业、乡村为载体的吃、住、行、游、购、娱
的薰衣草产业链小镇。

据该景区运营部经理李念介绍，目
前正在对龙湶湖两岸风光进行美化、亮
化，景区内 50 万株薰衣草、七彩花带花
海已初步建成，车厘子、苹果、香梨、杏
树等果木树及银杏景观树已栽种，水
井、风车、旅游公厕等基础配套设施已
建设完毕，实施厕所革命集中联建 90
余户，“童趣”乐园、“爱情岛”已初具雏

形，上千件陶艺饰品、树脂五彩牛已摆
放入园，观光小火车、水上游船等娱乐
设施已正式开放，彩虹滑道、小龙虾垂
钓园等游玩项目主体工程已搭建完毕，
正在进行最后的测试维护工作。

该景区以产业为依托，采取资金入
股、土地入股的方式，让资源变资金、资
金变股金、村民变股民，实现了脱贫，带
动了共同富裕。目前该项目已吸纳 290
多户村民资金入股，67 户村民土地入
股，带动周边脱贫户 30 余户增收致富，

同时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更加夯实了脱
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路径。

该项目总经理刘慧敏说，下一步将
陆续打造花卉、果树、油料、苗木、畜牧、
渔业等 6 个主题农场，通过规模化、机
械化、科学化、智慧化的种养新模式进
行农业现代化建设，促进农业高质量发
展，使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促
进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
裕，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
障。

左图：五一前后，广水市
陈巷镇旭升村 500 亩芍药基
地芍药花盛开。红艳艳的芍
药花映红半边天，每天吸引
数千人前来赏花。

（随州日报全媒记者毛
传荣、通讯员熊熙、董智华
摄）

下左图：4月 28 日，经整
修后，三潭风景区重新开园，
迎来首批游客。图为游客们
佩戴口罩、检测体温后有序
进入景区。

（随州日报特约记者程
淇、通讯员卢佳摄）

下右图：当前正是春耕
备耕季节，市农业农村局组
织各县市区农机监理人员深
入田间地头进行安全生产教
育，对从事农机生产作业的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开展免
费年度检验。

（随州日报通讯员黄伟、
孙友汉摄）

大蒜摇身变“黑金”获誉“东方巧克力”

东润紫海田园乡村振兴项目促农增收

随州日报讯（全媒记者刘诗诗、
通讯员李维）近日，随州海关助力科
宝（湖北）育种有限公司引进 4 批次
共 6万只白羽鸡种鸡。

今年是科宝公司进口白羽鸡种
鸡的第 6 个年头。随州海关加强入
境种鸡的隔离检疫，确保了科宝公
司的引种安全。如今，科宝公司年产
值稳定在 1 亿元，产品已从随州周
边拓展到全国各地，该公司销售的
种鸡通过繁殖，预计每年可以向全
国市场稳定供应 3亿只白羽肉鸡。

近年来，全球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呈持续高发态势。随州海关通过建
立风险评估、风险监控、隔离检疫、风
险预警和应急处置等一系列制度体系，
筑牢了国门生物安全防护网。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向相关企业通报疫情形
势，普及生物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在
种鸡进境隔离检疫期间，采取“5+2”

“白加黑”的工作模式，保障种鸡入境；
优化监管措施，采取视频监管，避免人
为接触，降低生物安全风险，大力服务
白羽鸡产业发展。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徐化珍）为
了更好地服务百姓，4月 23日，随州
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到曾都区何店
镇桂华村开展“健康义诊、免费赠
药”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群众测
量血压、测心率、测血糖，并为他们

讲解贫血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等方
面的知识，提醒大家从源头上预防，
树立“治未病”的理念。此次活动发
放健康宣教资料 100 余份，免费赠
送药品价值近 3000 多元，真正将医
疗卫生惠民服务落到了实处，将中
心医院的关怀送到了群众身边。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黄金苗、
通讯员吴晓昧）近日，随州高新区市
场监管分局以食品药品、广告宣传、
价格整治、产品质量、特种设备为监
管重点，开展市场综合检查，保障市
场经营秩序和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突出重点食品监管。以火车站、
广场、主要街道周边餐饮、超市为监
管对象，切实做好“五一”期间食品
安全保障。

规范药店销售行为。执法人员
督促药店时刻紧绷疫情防控之弦，
严格执行每日消毒制度，确保药品
存储温度符合要求，落实发热类药
品登记上报工作。

进行户外广告整治。在辖区内开
展广告专项治理工作，对于涉嫌虚假
宣传、封建迷信的广告，坚决取缔。

检查重点行业产品质量。对辖
区内涉锂电池企业开展产品质量安

全专项检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注重安全管理，提高产
品质量，减少涉锂行业安全隐患。

加强市场价格监管。执法人员
前往商场、超市、药店进行巡查，抽
查酒类、蔬菜、牛奶、口罩等物品价
格情况，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受
理回复价格举报投诉，营造安全放
心消费环境。

严守特种设备安全。对商场超
市、宾馆、医院、液化气站等人员密
集场所使用的电梯、锅炉等特种设
备开展执法监督检查，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

截至目前，该分局共出动执法人
员 112人，检查小餐饮 118家次，超市
126家次，生产企业3家，药店32家次，
户外广告 120条，电梯 32台，下达《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5份，发现并
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13处。

随州日报讯（特约记者刘冬、通
讯员黄萍、徐利）“发展党员需要经
历 5 个阶段 25 个步骤，即入党申请
人初步培养阶段、入党积极分子培
养教育阶段、确定发展党员阶段
……”4月 29日，广水市骆店镇委党
校举办 2021 年第一期培训班暨入
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
培训会。100 余名党员“后备军”齐
聚一堂，为壮大党员队伍注入“新生
血液”。

培训讲师结合基层实际情况调

研分析，深入浅出解读理论政策，列
出不可触碰的红线，举出具体典型
案例，生动阐述了如何成为一名合
格共产党员。随后，以闭卷考试形式
检验学员们学习效果，确保培训内
容“入脑入心”。

“入党积极分子是党员队伍的
后备军，是保证发展党员质量的基
础和前提。此次培训让我更加坚定
了入党信念，锤炼了党性修养，希望
能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参训学员朱永猛激动地说。

随州日报讯（通讯员魏晓光、余
莎）4月 25日—5月 1日是我国第 19
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4
月 28 日上午，随州职业技术学院联
合随州市疾病防控中心，在校内举
办“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健康 100
年”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通过设置展板、悬挂横幅、发
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师生群众宣传

《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共发放
宣传册200本，为过往学生、教师职工
提供咨询、答疑等多种形式的服务，咨
询人数达 250余人次，普及了职业病
防治知识，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的法
定责任，职业病诊断与鉴定，职业健康
监护制度，职业病患者依法享有的工
伤保险权益和常见职业病防治的科普
知识等内容。

随州海关维护生物安全
服务白羽鸡产业发展

随州高新区开展市场综合检查

骆店镇百名党员“后备军”
上好“入党第一课”

市中心医院下乡送健康

随州职院举办职业病防治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