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一类视频在网上
流传甚广。视频里，黄色、长条
的固态产品经机器切割，最终
变成了“咸蛋黄”。一些网友不
禁担心咸蛋黄质量，纷纷评论：

“今年不吃咸蛋黄月饼了。”
社交平台上，还有博主吐

槽称，她购买咸蛋黄制作月饼，
可咸蛋黄太难吃了，甚至怀疑
为人造，打算扔掉。截至目前，
该 帖 子 点 赞 评 论 量 已 超 过
4000。

该博主称其购买咸蛋黄的
商家为江门新会“是蛋”蛋品
店，“人造咸蛋黄”的怀疑属实
吗？记者以烘焙店店主身份前
往该蛋品店进行挑选，店主表
示自己售卖的咸蛋黄都是真
的。而当记者进一步询问生产
日期，店主只说“都是最近5天
生产的，非常新鲜”，却无法提
供确凿证据来证明。咸蛋黄产
品标签显示，该产品成分为咸
蛋黄和食用盐，保质期 12 个

月，生产单位为江门市彤辉食
品有限公司，还标明了工厂地
址，但并无生产日期。

广东中检达元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检测主管秦应昌介绍，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经
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
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
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
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
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
容。上述咸蛋黄产品未标明生
产日期，不符合法律要求。

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教
授郑建仙也表示，无生产日期、
无完整标签内容的散装冷冻食
品，或存在食品安全隐患，最好
别吃。

为一探究竟，记者又以求
职者身份进入江门市彤辉食
品有限公司厂址调查。在其
厂区内，有大量盛满腌制禽蛋
的塑料桶，多名员工正将鸭蛋
放入料泥中腌制。工作人员
介绍，鸭蛋腌制完成后，敲开
咸鸭蛋，只留下蛋黄，把蛋壳
挑干净再装袋，就是完整的咸
蛋黄制作工艺。不过，当天工
厂中并没有人在进行这一工
作步骤，“要根据咸蛋的腌制
情况，分时段进行打蛋，并不
是随时都有这个环节的。”基
本可以判断，此工厂售卖的是
真蛋黄。

咸蛋黄还能人造？
专家教你辨真假
配料只有蛋黄和盐，每粒1元，一般为真；包装上标了

“咸蛋黄制品”、一二十粒才卖几元的，可能就是人造品

由于无法亲睹咸蛋黄
制作环节，记者分别在电商
平台以及广州荔湾区、佛山
南海区的菜市场，随机购买
了6种不同产地、厂家的“咸
蛋黄”，并送到专业的检验
机构进行检测。

在某电商平台搜索“咸
蛋黄”，销量第一的产品名
为“正宗红心咸蛋黄”，销量
5万+。点击该产品详情页
才显示产品为“咸蛋黄制
品”，25粒价格约8元，配料
包括蛋黄、淀粉、食用香精、
食品添加剂。记者购买了
此产品，标为2号样品。

其余 5 个样品的包装
上都声称自己是咸蛋黄，
配料均为水、食用盐和咸
蛋黄，售价为 20 粒 20-25
元不等。

针对 6个样品，实验室
进行了防腐剂、食品色素、
苏丹红以及淀粉等指标的
检测。结果显示，2号样品
检出每 100 克中山梨酸钾

含量为0.0724克、淀粉含量
为 39.8 克。其余 5 个样品
则均未检测出添加剂，每
100 克样品中淀粉含量为
0.08克-0.46克。

实验室用生鲜咸鸭蛋
取蛋黄检测对照，发现生鲜
咸蛋黄中每100克样品中淀
粉含量为0.2克。秦应昌介
绍，除了 2 号外的其他 5 个
样品没有检测出添加剂，

“经过对比实验判断应该是
真的蛋黄。”而2号样品不是
真正的蛋黄，是改变了物理
性状的蛋制品。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
院副教授黄卫娟介绍，2号
样品中添加的山梨酸钾是
防腐剂，作用主要是防止咸
蛋黄腐败变质，延长货架
期。根据相关规定，月饼和
焙烤食品馅料中山梨酸及
其钾盐的最大使用量均为
1.0g/kg（以山梨酸计），2号
样品中检测出0.724g/kg山
梨酸钾，在标准之内。

咸蛋黄到底是怎么生产
的？是否真的能以添加剂人造
咸蛋黄？记者前往全国首个

“中国食品工业示范基地”中山
黄圃镇实地走访，咸蛋黄是黄
圃腊味中的一大预制单品。

“黄圃镇腊妹商贸商行”在
多个电商平台销售咸蛋黄产
品，其中“真咸鸭蛋”产品月销
量 300+。记者根据导航软件
的指示前往该工厂地址，欲了

解情况。不料，当导航显示到
达目的地时，却发现该地址在
一个居民楼内，完全没有商店
或者工厂的迹象。

随后，记者又在导航软件
上搜索到另一家蛋黄制品厂
——中山市东升镇鸿峰蛋类
加工厂。然而，到达目的地
后，记者发现厂房已经废弃，
大门生锈，门口贴着“厂房招
租”的字样。

中秋将至，莲蓉蛋黄月饼可谓是
少不了的应节美食。不过，最近网上
有视频博主称，市面上存在“人造咸蛋
黄”，里面含有各种添加剂，“机器1个
小时可以生产 10 万粒蛋黄！你还敢
吃吗？”

视频里说的是真的吗？一些在售
的咸蛋黄会不会是人造的？记者展开
走访调查，并采购了6款咸蛋黄产品送
检。检测结果显示，标明自己是“咸蛋
黄”的5款产品均无添加
剂，可判断为真的咸
蛋黄；而标识有

“咸蛋黄制品”字样的1款产品，淀粉含
量近40%——这便是“人造咸蛋黄”。
相关发明专利显示，以一定比例的新
鲜蛋、蛋黄粉、淀粉及添加剂等混合，
即可制成咸蛋黄制品。

那么，如何分辨“真假”咸蛋黄？
专家介绍，真咸蛋黄结构不均匀，外部
松软内部紧密，质地较硬；而咸蛋黄制
品结构均匀、有弹性，咬开后不会有分
层和硬心。此外，消费者可通过检查

标签内容、水煮搅拌等
方法判断是否为真
的咸蛋黄。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罗清峣 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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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线上热销的商家线下如何
意外发现经营地址查无此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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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添加剂的5款是真蛋黄
有添加剂的人造品淀粉含量近40%

那么，消费者要如何识
别 真 咸 蛋 黄 和 合 成 蛋 黄
呢？秦应昌介绍，首先是通
过标签标示内容进行识别，
一般真的咸蛋黄，配料表中
配料只会标蛋黄、食用盐。
其次，人造咸蛋黄的标签，
一般会在产品名称附近标
示真实属性“咸蛋黄制品”
等字样。再次，通过水煮搅

拌也可以区分，真蛋黄水煮
搅拌后水较澄清，蛋黄呈浅
黄色块状，且表面会有一层
油脂漂浮；而咸蛋黄制品因
加有大量淀粉，水煮搅拌后
会呈均匀的黏稠状。

黄卫娟介绍，真咸鸭蛋
颜色偏黄，结构不均匀，外松
里紧，个别中间会有小硬心，
口感柔软细腻；而咸蛋黄制
品色泽红润，结构均匀，咬开
后不会有分层，不会有硬心，
口感较硬，有弹性。

此外，真咸蛋黄价格一
般为每粒 1元，而合成咸蛋
黄价格较低，甚至 20 粒才
9.9 元。黄卫娟也提醒消费
者，在选购食品时，要看准
带有 QS 标志的，这是企业
获得食品生产许可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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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咸蛋黄颜色偏黄外松里紧
人造咸蛋黄色泽红润结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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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侨史中挖掘华侨文化精
神财富？在分论坛三的现场，安徽
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徽省社会科
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庆跃
先谈到，华侨群体的形成可以追溯
至历史上中国三次移民潮，“华侨华
人普遍都有爱国爱乡的特点，而且
随着对海外文化的吸收，华侨文化
变得更加开放包容，至今保持着勃
勃生机和活力。”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
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原副巡视员侯月祥则讲述了东江华

侨回乡服务团抗日救国救乡的创
举。侯月祥表示，在新时代，要继续
发挥华侨青年的爱国爱乡爱民情
怀，引导他们树立传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不断深化民族
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积极力量，发挥他们
在海外的有利条件和特殊作用，同
圆共享中国梦。

此外，在三场分论坛中，众多专
家学者们还从侨批“如意”印章、不同
地域华侨文化、华侨文艺作品等不同
视角出发，展开了充分的交流探讨。

春华秋实，丹桂飘香。9
月25日至26日，来自境内外的
近百名文史专家学者聚首江
门 ，出 席 2023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广东）文史论坛。不少与会
专家表示，江门华侨文化底蕴
深厚，在华侨文化遗产“双创”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
面大有可为。

作为中国侨都，江门在华
侨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基础。
江门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
元醒在论坛致辞时给出了这样
一组数据：祖籍江门的 530 多
万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
145 个国家和地区，江门拥有
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两
张世界文化遗产名片，祖籍和
出生地在江门的两院院士达
34 名 …… 张 元 醒 表 示 ，近 年
来，江门市依托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文化交流合作国家平台优
势，深化实施“港澳融合”“侨
都赋能”等六大工程；全国首
创研究“侨批中的党史”，让尘
封在“故纸堆”里的侨批重新
绽放时代光彩；举办新编粤剧
《碉楼》巡演暨“红线女粤剧艺
术周”、中国侨都武术节、舞蹈
节等活动，打响江门“侨乡文

脉传承地”等十张城市名片。
不少与会的专家学者谈

到，江门在华侨文化遗产遗址
的保留、发展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在此
基础上，江门在华侨文化遗产

“双创”方面可以做得更出色。
对于江门在侨批活化方面

的成果，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
研究馆馆员、五邑大学原副校
长张国雄建议继续深化、常态
化，“侨批中的党史”研究要建
立走出江门、覆盖全国的侨批
档案；而江门一些本土创作的
侨批题材艺术作品，可采取购
买服务的方式由专业艺术团体
进行常态化演出。

曾参与编撰《五邑侨胞耀
中华》的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
研究馆馆员、广东省社科联原
主席田丰认为，可挑选学术领
军人物、组建强大的研究团队，
抓住重大学科发展方向和华侨
文化发展实践中的需要，继续
深挖、用好富有五邑特色的华
侨文化资源。“比如江门的碉
楼，就可以继续研究。通过整
理好、讲述好更多碉楼故事，来
呈现活生生的侨史。”田丰说。

对于如何做好新时代“侨”
文章，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

究馆馆员、南方日报社原社长
杨兴锋建议江门打出一套“组
合拳”：首先是以五邑大学为
基地，在海内外推出更多高质
量的华侨文化遗产“双创”成
果；其次是以“五邑文化海外
行”为品牌，举办“五邑文化
节”，力争在推动中华文化走
出去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再次
是以打造标志性工程为抓手，
如争创国家级侨乡文化生态保
护区、打造海内外中华儿女大
团结文化示范区等，增强江门
作为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
展示地的内涵和形象；最后是
要以“侨”为桥打造中华文化
国 际 传 播 共 同 体 ，实 现 立 体
化、智能化、多层次、多领域的
传播，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贡献

“江门方案”“江门样本”。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

究馆馆员、中 共 广 东 省 委 党
校 原 副 校 长 郑 楚 宣 则 表 示 ，
江门可考虑启动乡村层级的
家 族 、宗 族 族 谱 整 理 编 写 工
作 ，把 五 邑 籍 海 外 华 侨 华 人
的 根 脉 关 系 梳 理 清 楚 ，以 此
提升海外华侨华人的家国情
怀。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 教 授 刘 倩 也 认 为 ，要 运 用

“科技+文化”，做好海外华侨
华人的“寻根”服务。

如何打好新时代
羊城晚报记者 郭思琦 李焕坤 张豪

文化“侨”牌

“中国在海外有华侨华人6000多万人，他们是推动中华文
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使者”“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华侨文化的传承
工作要积极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9 月 25 日下午，
2023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举办了三场分论坛。众多
专家学者围绕“‘侨’与纽带：华侨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侨韵华章：共绘中国式现代化画卷”“侨史钩沉：以史为鉴，
继往开来”三个议题，展开思想碰撞，分享真知灼见。

华侨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怎样
的传承关系？在分论坛一的现场，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广东省社科联原主席田丰指出，广
东是华侨华人大省，从古代开始就
有广东人走向海外，因此华侨文化
中开放、创新、务实等特色，与岭南
文化有着莫大关系。

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中山市博物馆文博馆员寇海洋以

“在澳大利亚的中山华商”这一群

体为研究对象，提出海外华商秉
承吃苦耐劳、诚实守信等中华传统
美德。

新时代如何在华侨华人群体中
继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广东
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共
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郑楚宣建
议，可以依托华人社团、华文教育、
华文媒体，充分发挥侨力，建立与东
南亚国家文化交流合作的常态化、
制度化与网络化运作机制。

“广东正锚定高质量发展的目
标，积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路
径，广大海外侨胞是推动广东高质量
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分论
坛二的现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
究馆馆员、中山大学原副校长徐远通
建议，充分发挥华侨文化的影响力和
推动力，推进广东侨乡建设，打造华
侨新生代人才汇聚区，让华侨文化在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焕发新的活力。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如

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广东省
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时代潮
人》顾问许昌敏建议，广东可以通过
对侨刊乡讯数字化转型升级，进一
步提升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在文明
交流互鉴中，把侨刊乡讯办成中华
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平台。

侨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聚侨力，共绘中国式现代化新图景

忆侨史，深化华侨青年文化认同

华侨文化遗产“双创”侨都江门大有可为
羊城晚报记者 陈卓栋

9 月 25 日至 26 日，以“华侨文化与
高水平开放”为主题的 2023 粤港澳大
湾区（广东）文史论坛在江门召开，近
百名文史专家学者深入研究华侨历史
文化资源，探讨交流华侨文化当代价
值，建言华侨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5 月 16 日至 18 日，2023 华侨华人粤
港澳大湾区大会在江门召开，来自 90 个
国家和地区的约 700 名海内外侨胞共聚
一堂，共叙乡情、共谋发展。

2 月 24 日至 25 日，中国侨商投资
（广东）大会在广州召开，约 450 名侨商
侨企代表和侨界人士参加，签约投资贸
易合作项目 856 个，总金额 1.63 万亿元。

文化引侨、平台联侨、政策惠侨、经
济聚侨……今年来，广东已多次举办以

“侨”为题的重要大会，释放了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的强烈信号。“改革开放是
推动发展的制胜法宝，华侨华人资源是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现成的抓
手。广东是中国最大的侨乡和侨务大
省，海外侨胞超过3000万，占全国海外侨
胞总数的一半以上。广东做好了‘侨’的
文章，相当于全国完成了一半的工作。”
此次文史论坛上，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
研究馆馆员、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
长郑楚宣说。

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澳门博物馆原馆长陈迎宪是印尼华侨
后代，看到广东如此重视侨务工作，他
深表赞同：“华侨华人一头连接着祖国，
一头连接着海外，是中外交往的重要桥
梁，为海外民众了解中国打开一扇窗。”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中国侨商投资
（广东）大会、2023 华侨华人粤港澳大湾
区大会等大会，2023 粤港澳大湾区（广
东）文史论坛聚焦“华侨文化”，体现了
广东重视华侨文化在凝聚侨心侨力侨
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的作用。

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
研究员、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张海文看来，
华侨文化是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延伸，文
史论坛研讨华侨文化意义重大。“挖掘弘
扬华侨文化，将帮助海外侨胞更好找到
中华的‘根’，团结他们以爱国爱乡的赤
子情怀，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同圆共
享中国梦。”

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山
市博物馆文博馆员寇海洋表示，华侨文
化是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广东深入挖掘
研究华侨文化，一方面能丰富文化底
蕴、吸引侨资，助推高质量发展；另一方
面能凝聚海外粤籍侨胞，传播广东声
音、讲好中国故事。

多次举办以“侨”
为题的重要大会
广东释放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
的强烈信号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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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文史论坛三场分论坛上，专家学者分享灼见

开平碉楼是华侨文化的典型载体 开平宣供图

工人在工作，桌上摆放着鲜蛋
（非正常拍摄）

记者购买并送检的样品
真蛋黄水煮搅拌后较澄清呈浅

黄色，咸蛋黄制品则呈均匀黏稠状

博主怀疑买到人造咸蛋黄
无生产日期，但基本判断是真蛋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