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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自有“黄金屋”
——安徽省阜阳市推动全民阅读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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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味“碾转”
刘琪瑞

小满节气过后，北方田野里的小麦陆续进
入蜡熟期，一望无垠的麦田青青黄黄，煞是好
看，让人仿佛能嗅到一缕缕清醇的新麦香。这
时节，乡人有做青麦饭“尝新”的习俗。到麦田
里割取将熟未熟的青黄麦穗，放在柴火上燎去
长长的麦芒，再置于簸箕中连搓带簸去掉麦
壳，现出青莹莹的麦粒儿。将青麦粒用石臼杵
碎，蒸青麦糕、煮青麦粥、炒青麦饭，这种清鲜
爽口、麦香浓郁的小吃食，我总是贪恋着。

不仅我的家乡有这种时令小吃，在其他地
方也有别具特色的青麦饭。四年前，我和同事
到山东德州市武城县出差，在一家不起眼的农
家饭馆品尝到了被称为“碾转”的美食。经营饭
馆的李师傅从一只麦秸编织的囤子里取出类
似粗面条的食材，放在沸水里煮熟，捞出入碗，
淋上用鲜蒜泥、辣椒粉、菜籽油等做成的料汁，
再加上黄瓜丝、莴苣片等蔬菜，稍稍拌匀，吃起
来鲜香可口，尤其是那种青麦的滑爽、清醇之
味，令我们赞不绝口。

李师傅说，当地人还称这种美食为“捻捻转
子”。听李师傅介绍，过去碾转是人们的度荒救急
饭，新麦还未完全成熟，家中余粮所剩无几，稍稍
割一点青麦，掺上大量蔬菜或野菜，做成饭菜兼
备的吃食，聊以度日，称之为“青黄相接”。后来，
日子富足了，碾转成了人们尝鲜的美食，家家收
青麦做碾转，或自己食用，或赠外地亲友，或制成
成品出售，一些农家乐饭店也将碾转作为招牌
菜、招牌饭，吸引各地游客纷纷前来品尝。

碾转的做法比我老家的烤青麦复杂。青麦
收回来，将麦穗齐腰摘下，扎成整齐的束把，用
灶火烧掉麦芒，趁热搓去壳。将清洗干净的青
麦粒放在一口大锅里，经大火不断翻炒，逼出
麦粒中多余的水分。炒好的麦粒不能暴晒，只
能借助风力吹干，这样磨出来的碾转才会劲道
香甜。处理好的青麦粒要用一盘老石磨，一圈
一圈磨出一条条淡青色的圆条状，这就成了清
秀可人的碾转。

碾转的吃法除了凉拌，还有好多种。可热
炒，热锅中放上油葱姜，将鸡蛋炒得黄亮亮、香
喷喷，再加上碾转翻炒，糯香鲜爽，老少咸宜；
可煮饭，将碾转切碎，与青豌豆、地瓜干、小杂
粮一起熬粥，喝起来滑爽生津；还可将碾转泡
发擀面皮，用以包饺子、包包子，那种青绿之
色，那股清香之味，令人齿颊留香，回味不已。

碾转营养丰富，除了小麦通常含有的蛋白
质、膳食纤维、维生素E等营养成分外，还富含
植物生长素、花青素，对处于成长期的孩子可
促进骨骼发育，对于老人有改善睡眠、延缓衰
老的作用。此外，碾转中所含的青麦汁还有清
热利湿、美白养颜、健脾开胃等功效。其中含有
大量的纤维素，对于食欲不振或者腹胀现象，
还有辅助治疗的作用。

“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连着“朝阳”，
关乎民生、连接民心。近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
员会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
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大力
发展银发经济，加快发展多层次、多支柱养老
保险体系”。

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不仅牵动着亿
万家庭，也对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人超
2.8亿，占总人口的20%。不管是专业机构养老
还是居家养老，都需要建设养老设施，让老人
安心养老。随着“三孩政策”的施行，孩子托育
问题是许多家长十分关注的事情。目前，我国
每千人口托位数为2.03个，托育机构不仅少，
大多费用也高，而家长若在家照顾孩子，则可
能会影响工作，“如何带孩子”成为许多家庭
最焦虑的问题。

要减轻“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养老育幼
负担，必须解决“一老一小”的养老和托育问

题。当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老一小”
产业普遍面临着经营成本上升、人工租金上
涨等突出问题，陷入了困境。有关数据显示，
2021 年，全国大多数省份的养老服务机构出
现整体亏损的情况。托育服务机构由于租场
地和发工资是刚性支出较大，加上由于疫情
入托人数大减，有的因疫情被要求停业，导致
许多托育机构退出市场，行业发展信心受到
影响。

家家有小，人人会老。国家发改委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相关文件，明确提出了房租减
免、税费减免、社会保险、金融、防疫等 26 条
纾困扶持措施。比如，对养老托育中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承租国有房屋的，一律免除租
金至今年年底；有条件的地方要多措并举，支
持非国有房屋出租人减免租金；对养老托育
服务业增值税留抵税额一次性退存量、按月
退增量；在今年内顶格减免地方“六税两费”
等。各地为托起“一老一小”打造“特别关爱”，

瞄准了行业当前面临的痛点、难点，提供了较
为精准有效的扶持。

要使“一老一小”产业更好地发展，必须
推动兜底线、促普惠、市场化协同发展。坚持
公益属性，深化公办养老机构改革，坚持“宜
公则公、宜民则民”原则，建设一批普惠性养
老托育服务机构；推动培训疗养资源转型发
展养老服务，按照“应改尽改、能转则转”的原
则，着力解决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培
训疗养机构转型养老工作中资产划转、改变
土地用途等重点难点问题；鼓励养老托育服
务企业连锁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培育一
批各具特色、管理规
范、服务标准的骨干
企业，加快形成带动
性强、产业链长、经
济社会效益俱佳的
养老托育服务产业
集群。

广西南宁:
举行原创歌曲优秀作品颁奖
专场音乐会

本报讯（吴潇）5月16日晚，“潮起三月三
奋进新时代”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原创歌曲
优秀作品颁奖专场音乐会在广西文化艺术中
心举行。该活动是2023年“壮族三月三·八桂
嘉年华”暨第24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系列
活动之一。活动为获奖作品进行了颁奖，并展
演了部分获奖作品。

据悉，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主办，是南宁市持续擦亮“天下民歌眷恋的
地方”城市品牌，让民歌回归人民、回归生活的
重要举措。活动得到了众多词曲作者的热烈响
应和踊跃参与，共征集到119首具有浓郁地方
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反映绿城南宁城市内涵
的优秀作品。

活动邀请了区内知名作词、作曲专家组成
专业评审小组，秉着公平、公正、专业的评选原
则，从作品的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创新性、
艺术水准、传播价值等多个维度进行评选，优
中选优，共评选出14首获奖作品，其中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4名、优秀奖7名。

当晚，陈春燕、房少强、银悦西等南宁青年
艺术家热情演绎了《青山秀水绕绿城》《心声》
《我的绿城会唱歌》《家住邕江》《壮乡铺开新画
卷》《爱在绿城》《云雀对我说》《绿色城市》等一
批优秀歌曲，讲述南宁市民故事，彰显南宁城
市精神。

下一步，南宁市将以此为新起点，努力建
设良好的音乐文化生态，吸引更多优秀文艺工
作者常驻南宁，为群众创作更多喜闻乐见、艺
术水准高、表现形式多元化的音乐作品，不断
繁荣发展南宁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
体育运动中心改造工程

正式开工

本报讯（内文）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
心提升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据了解，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
动中心位于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保和少镇野马
图村南侧，北至生态路、南至规划二路、东至呼
和塔拉、西至规划六路，建筑面积81869.8平方
米，包括主建筑、马厩、660亩标准赛道等。

该项目是呼和浩特市积极响应、推进落实
自治区“五个大起底”决策部署的重要体现，是
充分盘活闲置资源、丰富文旅业态，打造敕勒川
文旅综合体的重要举措。为尽快盘活资产，该项
目紧紧围绕呼和浩特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
结合自身优势，立足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
体育运动中心这一展示民族特色的代表性建
筑，重新定位资产运营功能，按照“餐饮住宿+
文旅产业”模式，深度挖掘资源、丰富文化业态、
提升功能品质，在完成好东看台楼提升改造运
营的同时，以1.49万平方米中区亮马圈楼、马厩
和赛道场地为依托，打造马产业主题业态，包括
演出大型舞台剧《千古马颂》、植入马术俱乐部、
赛事运营等运营项目。西区3.27万平方米综合
楼引进国内头部企业进行运营，改变原有射箭
馆、搏克馆、民族文化演艺大厅等功能，按照“沉
浸式数字光影展、沉浸式草原旅游产品展销、数
字化草原婚礼”等业态进行改造装修，同步打造
直播带货基地，全网推广“敕勒川味道”系列产
品。与此同时，利用周边草场，布局建设20座蒙
古包，打造草原民宿体验区，充分发挥内蒙古少
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休闲度假、文化
旅游功能，让内蒙古少数民族群众文化体育运
动中心从“活起来”到“火起来”，成为呼和浩特
市休闲文旅新名片。

据悉，截至2023年3月底，内蒙古少数民
族群众文化体育运动中心东看台楼提升改造
工程EPC项目设计和施工、监理、造价咨询等
招标工作已全部完成。目前，现场已完成临时
设施和围挡的搭建，正在进行东看台楼1-3层
破拆工作，计划2023年10月31日前完工并投
入使用。

读书，是思想的跋涉，指尖轻轻翻动书页，
便品出人间百味，纵览千山万水。校园里、图书
馆、公园广场、新华书店……处处可见读书人
的身影，阅读正逐步融入安徽阜阳市民的日常
生活。

改 变
——传统阅读空间的“自我突破”

很多阜阳人的阅读记忆都少不了新华书
店和席殊书屋，从童年到成年，阜城不少 80
后、90后见证了“老书店”的改变。

“我们小时候，在这里看书都是坐在地上、
角落里，哪有什么座椅，更别提饮料了。”市民
李薇是典型的90后，每个周末都会带着孩子
到新华书店（人民路店）看书。回想儿时读书光
景，李薇不由感慨万千。

阜阳新华书店有关负责人张颖介绍，2014
年，新华书店（人民路店）改造后获得大批读者
点赞，而新华书店（皖新文化广场店）开放后，
多样活动也让阅读更加普及。

在颍州路上，席殊书屋二层阅读区，七八
个人围坐桌前，人手一本书籍。“我们是多年老
店了，这些年也在不断转型，适应读者需求。”

席殊书屋经理王馨晨表示，书屋会定期开展书
法班、阅读会、读书沙龙等活动，以灵活多样的
形式播撒阅读的种子。此外，自习室、阅读圈
等，成为不少实体书店的转型新模式。

延 伸
——阅读主动出击的“文化传承”

当阅读方式发生变化，部分传统书店、图
书馆“主动出击”，带着阅读走到读者身边，
2017年春节，分布于阜城三区广场、公园的自
助图书馆正式运行，爱书一族不用跑到距离较
远的图书馆或书店，便可就近借阅图书。至今，
11个自助图书馆常态化运行良好——这算是
阜阳公共文化阅读服务的首次“主动出击”。

此外，“颍淮书房”作为自助图书馆的升
级版，根据“哪里有需要就建在哪里”原则，
2022 年年初在市妇女儿童医院开启首个试
点，随即又在三塔集镇胜华村、市文化旅游体
育局等地开放，“阅读+医院”“阅读+农村”

“阅读+机关”等模式，受到读者广泛欢迎——
阜阳公共文化阅读服务的第二次“主动出击”
成效明显。

主动走出去，传统书店也不甘落后。来到

新华书店（吾悦广场店）时，浓郁咖啡香味扑
鼻；走进书店深处，舒缓的音乐让人身心沉静，
不少读者坐在休闲座椅上享受放松一刻——

“阅读+商场”的“主动出击”，在这里得到实现。
从2022年开始，阜阳倾力打造15分钟阅

读圈，临泉县“辅仁书院”、颍上县“河洲书院”、
清河街道唐郢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九里社
区阅览室等54个阅读空间，将“黄金屋”的功
能充分发挥。

升 级
——图书馆焕新后将“重新亮相”

进入位于城南新区的阜阳市图书馆，径直
穿过大厅，多媒体互动体验区科技感十足，少
儿绘本馆则十分契合孩子们的需要。“一层主
要以服务为主，中庭大厅可用来开展活动，北
侧展览区可展出最新文学类展品。”市图书馆
工作人员陶云峰介绍道。

乘扶梯上到二层，转身即可到达报纸期刊
阅览区和试听体验区。黑色的格子间、沿墙而
设的阅读座椅、设计感十足的休闲座椅……阅
读场所无处不在，两个大阶梯一南一北，分别
在文学综合阅览室和综合展览区，直接连通三

层；二层东侧色彩斑斓且温馨有趣，是少儿和
中小学生阅读的好场所，这里还有一间云朵教
室，为孩子们提供了讨论空间；围绕二层一圈
的露台也是读者放松阅读的好地点。

移步到三层，文学综合阅览区、外文书刊
阅览区、自然科学阅览区、社科综合阅览区，每
个阅览区都设有阅读座椅。连环画主题馆、颍
淮书院则令人眼前一亮——这里是特色阅览
区，安放在露台的书画室是书画爱好者的“小
天地”；穿插在阅览区之间的独立小房间，则可
让读者放心交流学习。

位于三四层的中庭，阅读书桌围了整整一
圈，下午的阳光透过玻璃照进馆内，场景非常
温馨。相比其他几层，这里专业性更强，有独具
地方特色的阜阳人文馆、古籍书区，还有青年
人喜爱的创客空间和自修区域。

“整个图书馆布展设计时就充分考虑，要
为读者最大限度提供阅读场地。”市图书馆馆
长苏允雅表示，按照设计，市图书馆新馆内设
有阅读坐席和休闲坐席共约2700个，预计日
均接待读者约3500人次，节假日客流高峰期
日接待将突破万人次。目前，市图书馆新馆处
于内饰装修、设备安装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
市民即可享受这所最新“黄金屋”的贴心服务。

花 香 刘文正摄

推进“一老一小”服务打造“特别关爱”
胡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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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台：
开展“传承民间文艺助力乡村振兴”
主题交流合作活动

本报讯（武桂成）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关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
村振兴等精神，不断深度推进地校合作、产学
融合。近日，江苏省东台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与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开展“传承民
间文艺 助力乡村振兴”主题交流合作活动。

活动过程中，大家集中观摩了东台市民间
文艺家协会及艺术大师们展示的麦秸画、烙
画、彩绘葫芦、泥塑、木版年画、发绣作品，参观
了黄逸峰故居和周巍峙纪念馆。由苏州工艺美
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小分队
借助本次活动积极进行社会实践工作，不仅沉
浸式体验了古字画修复及书画装裱和发绣制
作等民间技艺，还学习了东台的红色文化，调
研了东台乡村振兴工作的优秀成果，积累了社
会实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