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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安徽省文明城市·

（上接二版）

城关镇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刘 复 兴 张 传
虎） 为进一步巩固省级文明城市创建成
果，持续营造整洁、有序、优美的辖区环
境，城关镇紧盯目标任务，严格对标对
表，抓重点、攻弱点，多措并举推动文明
创建再上新台阶。

强化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氛围。通过
微信、朋友圈、电子显示屏、入户宣传等
方式，宣传文明创建知识。社区志愿者上
门发放 《创建文明城市 争做文明市民倡议
书》 3000 余份。城镇主干道上，公交车站
亭、公园广场等配套了文明公益广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讲文明、树新风宣传
随处可见，营造浓郁文明创建氛围。

加快城市更新，缓解停车难题。为解
决“群众停车难、交通道路乱”的问题，
城关镇与市政部门联手，在城镇中心道路
上划定限时免费停车位、交通标识等，配
合智慧泊车系统，将车位日周转次数提高
到接近 6 次，不仅解决了辖区停车难问题，
也改善了道路交通环境。

组织多方联动，深化环境整治。城关

镇党员志愿者针对集镇道路、农贸市场、
绿化带、河堤护坡等区域的脏乱差问题，
进行全面排查，彻底清除卫生死角和盲
区，发现一处、整治一处。

创新管理机制，落实“门前三包”。城
关镇与临街商家们签订了“门前三包”协
议，详细讲解“门前三包”的责任范围、
责任内容和责任要求，共同维护好交通秩
序和环境卫生，让全民共享文明城市创建
成果。

县城管局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 齐勇） 为扎
实推动安徽省文明城市创建工作，7 月 7
日，县城管局精心部署，迅速行动，以实
际行动坚决向“不文明行为”宣战，一场
专项整治行动正如火如荼开展。

当天，县城管局组织执法队员针对农
水路、州来路占道经营、店铺外溢、乱堆
乱放、加装遮阳棚等不文明行为开展专项
整治。同时，充分发挥监督作用，指定专
人对“不文明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开展点
对点督办，建立健全“随手拍不文明行
为”交办和日通报机制，坚持管理在一

线、解决问题在一线，推动“不文明行
为”专项治理工作高效开展。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共纠正公共场所随
地乱丢垃圾行为十余起，治理占道经营行
为二十余起，店铺外溢5处、乱堆乱放杂物
8处、拆除遮阳雨棚3处。

岳张集镇

本报讯 （通讯员 宋道勇） 近日，岳
张集镇由人大主席团联合组织的县、镇人
大代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民政所、派
出所、司法所等单位近 40 名志愿者，在全
镇开展“推进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进街道、进村庄、进校园、进企业、进集
市“五进”宣传活动。

每一个活动现场，全体志愿者们都是
通过设立赶集展台、悬挂宣传条幅、发放
移风易俗倡议书和文明礼仪资料等形式向
现场群众、员工、师生等解读持续推进移
风易俗的重要性，鼓励大家摒弃不良社会
风气，树立勤俭节约、厚养薄葬的文明新
风。

鲍闯闯：带动乡亲们共同致富

让红色档案“活”起来

（上接一版）“从这次主题展览的内容来看，
共分总览、日出东方引华章、筚路蓝缕来时路、
千锤百炼铸党魂、砥砺奋进新征程五个篇章，真
实生动地再现了党带领凤台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
拼搏奋进的光辉印记，真正让红色档案‘活’起
来。”凤台县档案局负责人说。

在红色档案展览现场，记者看到，一件件真
实的档案，把红色故事落实到具体的人、事、物
中，每一段翔实的史料，每一张泛黄的照片，每
一件烈士的遗物，都饱含着一段感人至深的真
情、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

“接下来我们将会把此次红色档案展览延伸
到党政机关、企业、社区和学校进行巡展，并结

合红色社区、红色课堂等主题实践活动，真正让
档案会‘说话’，讲好凤台本土的红色故事，进一
步加强红色档案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负责此次展
览主题设计的档案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档案整合好，既
做好抢救、修复与管理，也抓好挖掘、更新与补
进，这是凤台县围绕红色档案正在抓的“重头
戏”。该县正加强资源整合，挖掘档案价值，丰富
叙事方式，用情梳理、用智呈现，打破红色基因
传承的时空壁垒，以红色档案筑牢红色信仰，汲
取精神力量。

（上接二版） 打理这么多西瓜大棚不是一件
轻松活儿，由于瓜田工作量比较大，所以鲍闯闯
平时也会招聘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妇女前来帮忙种
植、养护、采摘，让他们在闲暇之余多一份收
入，共带动周边农户就业20余人，人年均增收近2
万元。

今年以来，鲍闯闯积极响应镇政府号召，托

管耕地 1200 余亩，从事土地托管规模化服务、秸
秆综合利用仓储、粮食作物种植加工等，累计投
资600 余万元建成规模化机插秧、烘干机设备厂房
及仓储中心，现有各类农用机械设备30余台。“现
在正是创业的年纪，选择了这一行，就要把它干
好，就应该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带动乡亲
们共同致富。”鲍闯闯如是说。

打开舌尖上的大宋王朝

人间烟火人间烟火

中国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宋代更是出现了饮食文
化的高峰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宋代诗词对此也有所
体现，描绘、记录了宋代饮食文化的发展风貌。记者了解到，新近
出版的《杯盘碗盏溢诗情：宋代诗词里的饮食》将饮食文化与诗词
欣赏相结合，以诗词解说和品析宋代饮食品种，并穿插有趣的故
事，引导读者发现宋代饮食中的诗意内涵。

宋诗里能看得到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宋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朝代，不但出现了饮食
文化的高峰期，文学史上诗词发展的高峰也在宋代。著名诗人苏
轼、黄庭坚、欧阳修、陆游、梅尧臣、杨万里等，不仅为宋代诗词
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而且用诗词描绘、记录了宋代饮食文化的发
展风貌。

在中国饮食史上，宋代饮食攀登高峰，宴饮、小吃，简直是琳
琅满目，令人馋涎欲滴。其中，宴饮隆重热烈，有着强烈的仪式
感，推杯换盏之间，便于交流感情；碗碟琳琅面前，可以大快朵
颐，满足口腹之欲。相比之下，普通人家的日常饭食也能让人历久
不忘。

宋代饮食诗词，描绘了一幅幅餐食场景，让人在回味时再次享
受视觉大餐。韩希明认为，相比起恢宏、峻拔、气吞山河的唐诗，
宋诗显得清雅而贴近生活。饮食诗词，记录了种种美味，令人回味

不已，那些寻常的食材，到了诗人笔下，就有了不同寻常的
意义。

饮食中寄托生活智慧

大家们笔下的诗词里，折射出了宋人珍爱生命和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苏轼、黄庭坚等大家用诗词记录了自己最平常的饭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们生活的年代，日子非常艰苦，只有
粗粝的食材，甚至缺油少盐，可是他们用旺盛的生活热情之
火，点燃了蓬勃的生活智慧；在此过程中，他们用心琢磨烹
饪方法，做成了享有盛名的名菜、名点、名饮，穿越千年，
鲜香至今。

在诗人们看来，诗中的一道道美食，融入了亲情、友情
和爱情，对他们而言，吃的不仅仅是美食，更是通过美食寄
托情感。他们把饥寒交迫的生活窘境，转换成了饭香菜美、
有温度的诗意仙境。事实上，也正是这些有学术含量的饭菜
羹汤，再加上有高尚审美取向的诗词，使得原本贫瘠的生活
有了滋养，他们的生命，也因此增加了长度和厚度。

藏在饮食里的人文气息

《杯盘碗盏溢诗情：宋代诗词里的饮食》不但记载了宋代多个
饮食品种，还引用多位诗人的诗词加以解说和品析。

比如一枚普通的圆子，在杨万里的笔下，就有了祈福和祝愿的
美意。“儿女炊玉作茧丝，中藏吉语默有祈。小儿祝身取官早，小
女只求蚕事好。先生平生笑儿痴，逢场亦复作儿嬉。不愿著脚金华
殿，不愿增巢上林苑。只哦少陵七字诗，但得长年饱吃饭。心知茧
卜未必然，醉中得卜喜欲癫。”这首诗里提到一种民俗事象，就是
在正月十五的晚上，百姓们做米粉圆子时，要把自己的美好愿望写
在纸条上包进去，用来占卜接下来的一年运气如何。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小儿女各有各的心事，儿子祈祷自己能早
点做官，女儿祈祷蚕事一切如愿。理智清醒的父亲以往都笑话儿子
太傻了，此时却不忍扫了孩子的兴致，也跟着逢场作戏。父亲的愿
望不是在朝廷做大官，也不是住上华美的居室，只希望能够平平安
安，一年到头全家能吃饱肚子。心里明明知道这种占卜未必能够成
真，但醉醺醺的时候得到了吉祥的卜辞，还是开心得像是癫狂。

在宋代，饮食里被赋予了浓厚的人文气息，圆子的滋味，全在
圆子以外。

·来源网络·

春秋时期也有经济大战

古人智慧古人智慧

世界经济，风云诡谲，经济战，层出不穷。早在两千多年前
的春秋时期，管仲就指挥了几场精彩的经济战。

齐桓即位后，任管仲为宰相，管仲不但是政治家，军事家，
还是经济学家。鲁和梁两国的织绨产业非常繁荣。管仲就建议齐
桓公穿用绨料做的衣服，让大臣们也穿用绨料做的衣服。上有所
好下必甚焉。齐国人民，上上下下流行穿用绨料做的衣服。

齐国的绨价格大涨，鲁和梁的商人把绨的生意做到齐国，去
卖高价，鲁梁两国的百姓都纷纷织绨，鲁梁两国的 GDP 大量增
长，财政收入大量增长，出口大量增长。百姓都织绨致富，因而
放弃了农业生产。管仲看到时机成熟了，就让齐桓公改穿帛料衣
服，闭关锁国不许进口绨。也不许出口粮食给鲁梁两国。

由于长时间不搞农业生产，土地难以恢复，不得不归顺了齐
国。管仲的谋略成功了。在他的辅助下，齐国征服了割据一方的
诸侯国，笑傲群雄。但齐国若想称霸中原，还有一个拦路虎，就
是楚国。楚国自恃实力强大，一直不把齐国放在眼里，楚王更是
嚣张。齐桓公为此犯愁。几位大将军纷纷请战，要求率重兵攻打
楚国，试图用武力夺取楚国。齐桓公犹豫再三，不敢做决定，就
问管仲怎么办。管仲说：“楚国实力，不容小觑。如果交战，我们
不一定胜利，到时候，积攒多年的国库定会空虚，不管谁赢谁
败，都将会尸骨遍野，生灵涂炭”。

齐桓公问：“那怎么办，总不能任由楚国嘚瑟吧?”管仲说：
“我们要智取，兵不血刃，可以先从经济上拖垮他。经济发展不起
来了，楚国就会变弱，一切迎刃而解。”管仲想的干扰楚国经济发

展的计划，当然还是从粮食上突破。
鹿是稀少动物，当时只有楚国有，一只鹿只需要两钱就可买

到。管仲派商人去楚国买鹿，并宣扬说“齐桓公喜欢鹿，不惜重
金买鹿。”后来齐国去买鹿的人越来越多，给的价钱越来越高，最
后竟涨到四十钱一只。楚国人发现自己辛苦劳作一年竟不如一只
鹿值钱，于是，楚国人纷纷狩猎，去逮鹿，卖给齐国人。就连官
兵也停止训练，将兵器换成猎具，上山抓鹿。

楚王并未看到自己国家的经济危机，还嘲讽齐桓公说：“玩物
丧志，齐国要灭亡了。”(卫懿公喜欢仙鹤，痴迷鹤，竟然赐给鹤官
位与俸禄，因此失去民心，最后被狄人侵略国亡。)

楚国在全民卖鹿的时候，齐国则在发展生产，并收购囤积粮
食。一年之后，楚国赚了很多钱，但田地荒芜，粮食匮乏，百业
萧条。楚王想，有钱，害怕买不到粮食吗?于是向周边国家买粮
食。可是，齐国已经下令封锁各国边境，禁止向楚国出售粮食。
楚国即使有金山银山，也买不到一点粮食。楚国境内粮食价格疯
涨，物价上涨，经济下滑，民不聊生，十分之四的楚人逃往了齐
国。这时候，楚王才真的慌神了，迫不得已向齐国俯首称臣，齐
桓公霸主地位日益坚固。齐国不费一兵一卒，就征服了楚国。

管仲的两次胜券在握，就是他懂得粮食的重要性。不管何
时，粮食都是生存之本，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

绨与鹿，其实是泡沫产业，倾国之力养大，后患无穷。而只
顾眼前利益，轻视了天下粮仓，定会不战而溃。

·来源网络·

古代“夜市”兴衰史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
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这是人们对于古代集市最早的一个认知。

夜经济的起源
说到夜市经济，这个词比较新，但说到夜市，这可真就是个老词了。关于我国古代夜市的最早起源，目

前并没有统一的说法，最可靠的说法是起源于西周。据《周礼·地官·司市》 记载：“夕市夕时而市，贩夫
贩妇为主。”这里提到的夕市就是夜市的雏形，然而当时在夕市上活跃的主要是一些小商小贩。到了两汉时
期，我国正式出现了夜市，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豳地、姑臧、姑奴以及狼月荒等边疆地区都有了成规模的夜
市活动，更不用提经济发达的内地了。

唐朝夜市光彩夺目
唐代，是夜市 （唐时称“夜肆”） 得以产生的滥觞。那时的唐朝实行“宵禁”制度，一旦入夜，任何人

不得在街上走动，违令者定罪发落。因此，突破当时各种各样的城管条例和市场交易时间、地盘的制约，是
史上“初代夜市爱好者”们享受一种崭新生活新鲜感的源泉。

当时的都城长安，商业繁盛；从唐中期起，商业冲破了地域的限制，开始越出两市 （交易区），渗入坊
（住宅区） 间。后来，坊间的店铺又逐渐冲破了时间的限制，务本坊西门率先出现了“鬼市”。

鬼市是古代宵禁制度的产物，人们在凌晨三四点钟避开守卫到达秘密的指定地点，进行买卖，交易一些
白天里不能出售的东西。

“长安暖月银光泄，古唐夜市酒旗斜。对月一举三百觥，醉卧十里长亭街。”，在文人笔下，盛唐的夜市
极为繁华，街边酒坊饭铺一字儿排开，好酒佳酿香味扑鼻，中唐诗人王建《夜看扬州市》诗云”：“夜市千灯
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是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夜市灯火以千数，虽说是文学艺术的夸
张，但也可想象到唐朝夜市的盛况。千年都城，大唐遗风，每个角落都充满故事，每个地方都诉说着平仄韵
味。

宋朝夜市消费主体扩延
宋朝的夜市，不同于唐代夜市只出现在少数商业繁盛区，且多限于供达官豪吏纵情声色的场所，宋代的

夜市消费主体扩延至社会各个层次，是真正属于市民自己的夜市。
宋太祖赵匡胤，下令取消宵禁制度，并采用了坊市合一的城市规划，大大地解放了当时老百姓的活动范

围和时间。
北宋的首都开封，人口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南宋的首都杭州也是繁华异常。两座城

市都是不夜城，坊市合一，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都很宽松并无限制，据说，常常是夜市未了早市已开，间有
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真正“车如流水马如龙”。

东京城内御街一带的州桥夜市，一个让减肥者落泪的地方，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夏天有“麻腐、鸡
皮麻饮、细粉素签、砂糖冰雪冷元子 （丸子）、水晶皂儿、生淹水木瓜、砂糖绿豆甘草冰雪凉水、荔枝膏、
咸菜、杏片、梅子姜”等；冬天有“盘兔、旋灸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煎夹子、猪脏”等滋补肉
食。

吃饱喝足之后，再去繁华夜市的另外一处—马行街逛逛。到了马行街，就又是一副人间烟火，马行街长
数十里，店铺比较多，绝对的购物天堂，小贩们担着茶汤四处游走，方便那些走得累了、唇干口燥的市民呷
一口香茶、饮一碗甜汤，补充体力后继续吃吃逛逛。

元明朝夜市的断裂
夜市与夜市文化的断裂之处，发生在“元”代这一异域文明统治之下的历史时段。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元

朝，南征北战的元代皇帝
们，并不像唐宋一样的开
明。闭关锁国，关闭夜市，
都是他们的掌控这个国家的
办法。

幸运的是，夜市到了明
清，又迎来了一个春天。明
朝朱元璋登上皇位后，见一
些元代旧臣落魄贵族生活无
着落，白天变卖东西不方便，
就命设“黑市”便于交易。

古代夜市的多姿多彩带
给我们很多思考，夜间经济
既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
经济发展的结果。现代的夜
市，说起来也更像是某座城
市的旅游名片。

·来源网络·

历史拾遗历史拾遗

疫情发生的地区为什么要开展多轮核酸检测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应对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流行新阶段。奥密克戎变
异株具有传播更快、潜伏期更短、隐匿性更强的特点，我们必须以快制快，及时
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链，才能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在发生聚集性疫情时，特别是风险来源不明的情况下，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划定区域人口的核酸检测。在人群筛查结束后，根据感染者检出数量及其分布
等情况，研判疫情防控风险，再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下一轮的核酸检测。只有尽快
做到“应检尽检”，对感染者和密接“应转尽转”，及时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途
径，尽早控制疫情，才能减少核酸检测轮次；如不能做到“应检尽检”和“应转
尽转”，将不得不通过更多轮次核酸检测来找出感染者。

在印发的第三版区域核酸检测组织实施指南中，对核酸筛查的策略给出了指
导性建议，各地应当结合实际情况进行研判、细化，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