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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后天气逐渐寒冷，有些地方
下起了雪。冷风中的人们裹紧衣服步
履匆匆。对于鄂北豫南大别山一带的
人来说，冷湿的冬天家里有木柴有炉
火，还有父母做的大碗焖罐肉，这个冬
天便能过得有滋有味。

我的家乡在豫南鸡公山下的一个
小村子里，记忆中的冬天，草木枯黄冷
风瑟瑟，天空经常灰蒙蒙的，有时飘着
雪花。我每次走到村口，心里都暖洋洋
的，因为母亲知道我周末要从住宿学
校回来，肯定在炉火边放上一罐萝卜
炖肉。想象着那噗噗煮出来的热泡泡，
我心里荡漾着花儿一样的幸福期待。

根据家乡的习俗，每年入冬，母亲
都要提前买别人家的黑猪肉，或者宰
杀自家的猪来做焖罐肉。这种猪肉质
好，肥瘦适中，还可以做成腊肉，是家
乡人过冬的必备美食。我见过母亲制
作焖罐肉的全过程：取新鲜猪肉里最
好的五花肉，洗净，切成大块在热锅中
摩擦掉猪皮上的碎毛，刮去表面的脏
东西再洗净沥干，切成二指宽厚薄匀
称的肉片，放适量盐腌制一晚，再拿出
来以大火入锅，翻炒出水分。

俗话说“慢工出细活。”焖罐肉之
所以被家乡人一致喜爱，就是因为它
的制作过程极为考究。在农村，土灶
上架大铁锅，是家家户户厨房的标
配。做焖罐肉，需用枯木劈成的棒柴
来烧火，锅下火力均匀，锅里冒热气
才放入肉片，左右翻炒。母亲时常一
边挥舞锅铲，一边强调说：“火力刚
好，不要加柴，马上肉就要出色了”。
果然，在刚刚好的火候下，翻炒及时

的肉片不一会儿就开始两面泛黄，冒
出来清亮亮的油水，这时，母亲才把
肉片铲出来放凉，再放入提前备好的
瓦罐中，最后将温油倒入，没过肉片。
一罐香喷喷的焖罐肉就做好了。

那时家乡的村民家中都没有冰
箱，用这种油盖肉的办法存放肉，能随
时拿出来炖萝卜和白菜招待客人，好
吃省事，并且能存放半年之久不会
变质。

母亲做的焖罐肉，外焦里嫩，肥而
不腻，瘦而不柴，软糯酥香。冬天，我们
一家人围着炉火吃饭，焖罐肉炖在面
前煮出来热腾腾的香气，飘在空气中
稀释在村子的尘烟里。有时肉吃完了，
再放上一些白菜蒜苗或粉条，我喜欢
用肉汤泡锅巴饭，吃得酣畅淋漓。一碗
焖罐肉带来的快乐，是我整个冬天舌
尖上的最爱。

如今我在城里安了家。冬天，我会
在超市买很多熟食，炸好的鱼肉、香肠
或牛肉，都存放在冰箱里，想吃得痛快
就拿出来加热解馋，但是，这些远没有
小时候焖罐肉飘出的热腾腾的香气来
得诱人。

我想，儿时的美味，除了味蕾的享
受，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怀念的，那就是
父母的爱，有父母亲围绕在身旁，童年
的每一缕菜香，都是父母从烟火里给
孩子的疼爱。

舌尖上的焖罐肉
孙晓帆

走一段路，读一座城。近年来，在
安徽省会合肥市，兴起了一股不一样
的“走读热”。孩子们走的并不是常见
的文旅路线，他们来到合肥历史上第
一所官办的地市级学校旧址（现更名
为合肥学宫），登上状元桥，围观状元
井；在卫衙大关倾听合肥青年在五四
运动中的历史回响；追寻抗日战争时
期进步女师生组成的“朝曦读书会”印
记……活动过程中，党史专家、讲解
员、学校教师、志愿者导赏员全程陪伴
孩子们，带来知识点满满的“打卡”体
验。这项活动并不只针对年轻人，对历
史 文 化 感 兴 趣 的 市 民 都 可 以 参 与
其中。

合肥这个“走读老城”志愿服务项
目，是针对当地青少年群体对合肥历
史文化的了解程度普遍不高，且缺乏
相应认知渠道而开展的。该志愿服务
项目将当地文化历史遗址“串点成线、
以线扩面”，梳理形成“10+N”条“走
读”线路，不只服务于青少年，还服务
于青年、党员、企事业职工等不同群
体。项目服务既可进学校、机关、企业、
社区等专程定制，还可以接受散客拼
团，而“走读”过程则包括现场教学、沉
浸式体验、研学沙龙、融媒体互动等内
容。不管服务于什么群体，都是带领市
民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观察、用内
心去感受合肥这座城市，以传承老城
历史文脉、延续合肥城市记忆。

这样的志愿服务项目值得各地复
制。“走读老城”可以读出对城市的自
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我们工作、居
住的每个城市，不管年代是否久远，不
管有多少文化遗迹，其实都是有一定
历史文化的。只不过，很多普通人因缺
乏渠道与契机，对当地历史文化并没
有了解，或了解不深。各个城市的历史
需要传承、活化，而不是躺在故纸堆
里，只存在于文字记载中。倡导市民以

“走读老城”等方式，带着一种敬畏之
心，寻访、接触甚至研究当地历史文
化，捡拾城市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市民
认识到，原来自己所在的城市也是一
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从而产
生一种自豪感、归属感和认同感。

“走读老城”可以读出保护、传承
城市历史文化的责任感、紧迫感。在
很多城市的老城区，一街一巷都可能
承载着历史，一砖一瓦都可能写满故

事。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不可
再生的宝贵资源，是人们的乡愁寄
托。传承保护好每个城市的历史文
化，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职责。保护是
传承的前提，传承是保护的最终目
的。倡导市民参与“走读老城”活动，
有助于唤起市民对城市人文史迹的
关注，由关注产生认识，由认识产生
热爱，因为热爱所以去保护、传承。可
以说，不同于建立刚性的保护、传承
机制，将“走读老城”持续下去，是在
培育一种自觉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
化的软性社会环境。其作用或许更
有效。

从老百姓角度说，“走读老城”这
类文化活动，翻开老城这本厚重的书，
也是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充
分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老百
姓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比如在“探寻老
城宝藏”文化活动中，志愿者引导孩子
们来到散布在合肥老城中的“李鸿章
家族当铺遗址”和“金融大厦”等地点。
有学生表示，自己对当铺在古代的重
要作用有了新的认识，了解了铜钱上

“通宝”“长乐”等字样的寓意。这就是
对学生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走读老
城”志愿服务项目还开发了创意海报、
明信片、走读地图、笔记手账等文创周
边，像这样活动精彩、内涵丰富的群众
性“文化课堂”，多多益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国家
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期
待有更多城市开展“走读老城”志愿服
务活动，让城市历史文化在一代又一
代人的追寻中得以延续，直抵人心，浸
润灵魂，促使人们树立起强大的文化
自信，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也期待
各地探索出更多各具特色、可复制推
广的文化志愿服务项目，并提高志愿
者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让广大群
众能够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走读老城，
值得复制的文化课堂

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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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曾荣莉）近
日，由四川省自贡市沿
滩区文化馆主办、沿滩
区故事作家协会承办的
曲艺创作公益培训会在
该区图书馆举行。

本次公益培训主题
为“ 三 句 半 的 创 作 技
巧”，由沿滩区文化馆副
馆长夏刚主讲。讲座从
三句半风趣诙谐的特
点、三句半的组成与主
题、三句半的押韵与平
仄要求、三句半的口语
化与节奏、三句半创作
禁忌等方面，以详实的
事例，晓畅通俗的话语，
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
讲解了三句半作为一种
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形
式的创作规律与表演特

点。夏刚旁征博引，语言风趣幽默，引来阵
阵掌声，听者表示受益匪浅。讲座结束后，
与会者还现场完成了“作业”——即兴创作
三句半，然后进行交流、修改。

据了解，沿滩区文化馆拥有一支高质
量的曲艺创作和演出队伍，多次获得省市
比赛的各级奖项。

自
贡
市
沿
滩
区
文
化
馆
举
办

曲
艺
创
作
培
训
会

本报讯（冯堃）为进一步加强
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传承和
发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11月
13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西林
街道甜城社区、东兴区甜城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兰居茶室联合开展

“中华茶文化，缕缕茶飘香”茶文化
儿童体验活动。

“小茶友，你们看看，我这里准
备了几种茶，现在请你们闻闻，这
些分别是什么品种的茶？闻起来像

什么味道？”
“这茶有股小麦的味道。”“这

茶闻起来甜甜的……”
当天，兰居茶室的工作人员

给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家长演示
了“待客茶”的茶艺过程，介绍了
茶叶的由来、茶礼仪、认识茶具
等，也让大家观察了泡茶时茶叶
的变化及通过看一看、摸一摸、闻
一闻、尝一尝，了解茶的品种、产
地、功效等。

活动中，小朋友们对中国的茶
文化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纷纷积
极回答问题，跟着工作人员学了一
首茶诗。

据了解，通过本次茶艺活动，
既陶冶了小朋友们的情操，又让每
个小朋友在学习茶艺的过程中体
验了茶文化带来的收获与乐趣，掌
握了传统的敬茶礼仪规范，让传统
文化的种子在小朋友们的幼小心
灵里生根发芽。

本报讯（江文）为深入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丰富和活
跃农村文化生活，让基层百姓共享
文化成果，助力乡村文化建设，11
月10日，由江西省进贤县文广新
旅局主办、梅庄镇文化站协办的
2022年“送戏进万村”文化惠民演
出活动在梅庄镇文化广场举行。

演出现场，乐声阵阵，鼓板点

点，吸引了大批村民驻足观赏。深
受群众喜爱的黄梅戏经典剧目《姐
妹换嫁》《状元争母》《冲喜状元》
《婆媳情》等剧目轮番上演，剧情跌
宕起伏，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传
统的戏曲韵味，并极富现实教育意
义。舞台上演员们深厚的唱功和惟
妙惟肖的表演让观众大呼过瘾，欢
笑声、鼓掌声此起彼伏，台上台下

气氛热烈，现场洋溢着喜悦的氛
围。村民纷纷表示，党的政策越来
越好，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精彩
的表演，给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希望能经常举办此类文艺活动。

据悉，此次演出分为上午、下
午、晚上三场，不间断地为全镇父老
乡亲们奉献一系列精彩的节目，让
群众切实享受精彩的“文化盛宴”。

中华茶文化 缕缕茶飘香
内江市东兴区开展茶文化儿童体验活动

江西进贤县：送戏进万村 文化惠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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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山东省济宁市委、
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济宁市坚
持以群众满意为目标，高起点建
设文化惠民设施，高水平组织文
化惠民活动，高质量打造文化惠
民品牌，努力让文化发展成果惠
及更多人民群众，不断开创文化
惠民新局面，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幸福感持续增强，济宁市文体生
活群众满意度去年跃升至全省第
4位。

坚持以群众利益为中心
精心打造文化惠民设施

建设文化惠民地标。坚持高起
点规划、大投入建设，高标准建成
了全省一流、全国领先的市文化中
心、市杂技城，市文化中心自运营
以来，已经开展文化惠民活动1700
多场，接待量突破500万人次，600
多个省内外考察团前来参观学习，
成为济宁市文化惠民新高地、城市
地标新形象。

提升文化惠民阵地。为进一步
满足群众文化需求，全市累计建成
25家文化馆和图书馆、54家博物
馆，其中国家一级馆17家。济宁大
剧院等 5处新建专业剧场投入运
营。声远舞台等设施设备面貌焕然
一新，全市能正常演出的国有专业
剧场达14家。积极建设城市书房，
让群众享受特色化、多样化的公共
阅读空间，目前，全市已建成29家
城市书房。

完善文化惠民设施。全市150
多个镇街综合文化站、4000多个村
（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实现
100%全覆盖，每个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都包含农家书屋、文化广场、
百姓大舞台，成为基层开展文化服

务、群众乐享文化生活的重要
平台。

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精心举办文化惠民活动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今年
以来，重点围绕“喜迎二十大”等主
题，广泛组织开展了“我们的中国
梦”-文化进万家、“喜迎二十大·颂
歌献给党”等一系列文化惠民活
动。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2.8万多场，有效丰富了群
众文化生活。

戏曲惠民演出广泛开展。坚持
以送戏下乡浸润民心，在全省率先
印发《“千场大戏进农村”文化惠民
演出规范》，今年以来，高标准完成
送戏下乡惠民演出7100多场、戏曲
进校园演出360多场，将一批艺术
质量上乘、群众喜闻乐见的惠民演
出节目送到了群众家门口。

公益电影放映形式多样。进一
步优化放映内容、丰富放映形式，
灵活采用电视、视频号、公众号等
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同时采
取“电影+N”的放映模式，与交警、
消防、民政、卫生防疫等单位深入
合作，有效拓展了农村公益电影的
功能和作用。今年以来，全市已经
放映农村公益电影4万多场。

全民阅读活动深入推进。实施
“书香山东·数字阅读”共享工程，
“书香山东”数字阅读二维码实现
城乡各个角落全覆盖。今年以来，
大力开展乡村阅读活动 2.6 万多
场，向群众发放了110万元惠民书
券。精心组织“我爱阅读100天”读
书阅读打卡活动，全市参与活动群
众数量达39万余人，综合排名居全
国第5位。

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标尺
精心培育文化惠民品牌

培育儒家文化惠民品牌。深入
挖掘优秀传统文化，高起点打造了
13处“尼山书院”，建成3740处“儒
学讲堂”，其中，达到“四个一”标准
的“儒学讲堂”3016处，创新开展了
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青少年国学
夏（冬）令营、“新六艺”体验小课堂
等一系列优秀传统文化惠民活动，
有力优化了城乡文化供给，儒学讲
堂等经验做法被全省推广。

培育公共服务惠民品牌。坚持
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打造了千场大
戏进农村、万场演出惠民生、文化
惠民演出季、广场舞大赛、青年歌
手大赛等一批创意优、接地气、反
响好的公共文化服务惠民品牌。今
年以来，金乡县打造15分钟数字文
化圈的做法入选全国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省推荐名
单，创新举办的2项展览荣获全省
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优秀奖，策划
的2个项目入选省文旅系统青年志
愿服务优秀项目。

培育文艺创作惠民品牌。统筹
推进文艺精品创作惠民、群众文化
创作惠民，今年以来，《韵·花样顶
技》入围中国杂技金菊奖杂技节目
奖终评，邹城吴官村“欢乐过大年·
喜迎冬奥会”元宵喜乐会入选全国

“村晚”示范展示活动，广场舞《珊
瑚颂》入选全国广场舞线上展演活
动，《舅舅那些事》等4件作品在全
省群众性小戏小剧评选中获奖，
《运河两岸歌不休》等3部作品分别
入选“厚道齐鲁地 美德山东人”主
题情景小剧优秀作品、入围作品、
十大剧本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