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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燃气镇镇通”工程
全线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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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县，有一种温暖
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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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引领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经济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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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
《冯屯村志》

我县组织收听收看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1 月 17 日晚，丰县警方举行“严打击、强基础、除隐患、保平安”梳网清格集中清查行动，筑牢平安根基，营
造祥和氛围。县公安局共组织 200 余名警力，在文博园博物馆广场开展“严打击、强基础、除隐患、保平安”梳
网清格集中清查行动，各派出所、检查站远程点调，社区网格员协同配合，在统一指挥调度下，同步开展清查。
行动中，参战民警按照方案要求，重点对现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对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行
业场所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对相关工作线索进行搜集，同时做好矛盾纠纷摸排化解工作。 张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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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味界，辣椒是目前最
当红的明星。辣条抢占各大超
市的零食货柜；麻辣火锅店永
远排着队；酸奶、冰淇淋、棒棒
糖、月饼推出麻辣口味；在重
庆，你去足浴店泡脚，足浴盆里
下着辣椒，“能祛湿”；还有商家
特制了四川火锅味香薰。

嗜辣地区的人吃饭离不开
辣椒。湖南人把辣椒扔进热
锅，撒上蒜蓉，倒入豆豉，翻炒
几下，一盘豆豉烧辣椒能让人
干上三碗饭。豆花苦于咸甜之
争已久，但川渝的豆花别具一
格，把整坨豆花放入辣椒调制
的蘸水里打个滚，再和着米饭
一起下肚，鲜辣提神。

一线城市里，就算是以清
淡口味为特色的粤菜馆，也不
得不整几道加了辣椒的菜肴，
争取那些无辣不欢的胃。

吃辣一时爽，“菊花”火葬
场。辣不是味觉，而是一种痛
觉。辣的痛觉感受器几乎遍布
全身，而味觉感受器只在嘴里，
这就是为什么“菊花”能感受到
辣，却不知酸甜苦咸。总结这
个结论的两个科学家，因发现
温度和触觉受体，拿到了 202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辣椒出手狠辣，肠胃不能
敌，仍阻止不了人类对它上
瘾。但在辣椒刚刚被发现时，
远不如当下受宠。在哥伦布抵
达新大陆之前，这种红色植物
从来没有记载在各国历史文献
里，哥伦布一行人最初看到辣
椒时，把它视为印度香料“胡
椒”的相似品，叫它Pepper（胡
椒英文名）。

它独有的剧烈的灼热感并
不为人所接受。《中国食辣史
——辣椒在中国的四百年》一
书中记载，16 世纪下半叶，辣
椒开始传入中国，在浙江、福建
等地传播。最开始，它不被当
成食物，而是一种观赏性植物。

把它摆上中国人的餐桌，
也是出于无奈。最早吃它的是
贵州人。在明清改朝换代的变
更时期，战争和灾荒影响了跨
省交通，贵州本地不产盐，盐价
变高，农民不得不寻找平价的
调味料代替品。

辣椒就此登上擂台。种植
辣椒占地少，对土质要求低。
而且，辣椒的味道重，能下饭，
掩盖质量不好的食材口感，廉
价又实际地帮助农人大量进食
主食。

所以辣椒是个穷亲戚。那
时，在城市或乡村富绅之家，吃

辣被认为是一种穷人的饮食习
惯。在美食界，调料始终是边
缘的，可以增减的，体现口味偏
好和阶级差距。

辣椒在全国各地的扩散与
长期缺盐、商旅艰难、人地矛盾
紧张密不可分。明末清初，四
川暴发瘟疫和战乱，人口急剧
减少，其他省份的人移民入川，
价廉物美的辣椒和花椒成了移
民家庭的主流选择。

这种来自美洲的作物，慢
慢地，被赋予中国特色的文化
内涵。最典型的是把辣椒拟人
化。《红楼梦》里，王熙凤被叫做
凤辣子，形容人物个性爽利、果
断。

真正把辣椒推上主流榜首
地位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移
民涌入城市。辣是一种痛觉，
某种程度上，共同吃辣的行为
与劝酒相似，意味着“我愿意和
你一起接受伤害”，能迅速拉近
两人的距离，在陌生的城市交
付信任。

于是，平价辣味餐馆开始
兴起，将原先酸甜苦咸的差异
迅速统一。各种辣椒制品也开
始流行。1998 年南方地区遭
受重大洪涝灾害，农产品损失
严重，湖北平江县特产的酱豆
干因原料大豆价格高涨，当地
企业不得不用廉价的小麦粉代
替大豆，再在传统配方上加重
辣味和甜味，“辣条”就此诞生，
成为一代人的零食记忆。

辣得不行，又停不下来，实
际上是一种“良性自虐”。类似
于坐过山车、玩跳楼机、看恐怖
电影，吃辣产生痛觉，欺骗大脑
释放内啡肽产生愉悦中和，又
不使人陷入危险。

如今兴起的吃辣椒大赛，
是优胜者展示忍耐疼痛能力的
表演。如果世界各国人民都加
入这场比赛，中国不一定能夺
冠。有研究发现，与其他国家
相比，中国是个吃辣普遍、吃辣
人口上升快、但总体而言不能
吃太辣的国家。印度、墨西哥、
东南亚等国吃辣烈度都超过中
国。

但这并不妨碍售卖辣椒的
淘宝店销量。网友评论里，每
次吃完辣椒，皮肤、口腔、胃肠
道、屁股都轮番来一场火辣辣
的吻别。有人的嘴唇辣成了香
肠 形 状 ，有 人“ 辣 得 屁 股 冒
烟”。友情提醒：做完痔疮手
术，千万别吃辣。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
陈列厅，摆放着一件无比珍贵的文
物，它就是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无线电通信事业开山鼻祖的“一部
半电台”。

在第一次反“围剿”之前，由于
环境条件艰苦，红军的通信非常闭
塞，除少量电话外，主要靠司号、旗
语、烟火等进行联络，距离远的，则
只能派通信员骑马甚至徒步传递。
落后的通信方式，甚至无法满足战
役指挥的基本需要。

1930年 12月，蒋介石调集兵力
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12月 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冈战斗
中全歼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两个旅
和一个师部，活捉了师长张辉瓒，还
意外收获了一份“礼物”——一部通
信电台和十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
员。

由于红军战士从来没有见过电
台，出于对敌人的仇恨，在缴获过程
中，他们把这部电台的发报部分砸
坏了，一部电台就只剩下了“半部”，
变得只能收报不能发报。

当这“半部”电台送到当时红军
总部驻地时，毛泽东、朱德非常高
兴，指出虽然这部电台没有了“嘴
巴”，不能发报，但还带着“耳朵”，可
以用来收听情报，并当场指示：“以
后凡是在战场上缴获了敌人的东
西，不懂的不能随便破坏，都要完好
无损上交。”

不久，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又缴
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至此，红军一
共拥有了“一部半电台”。十余名被
俘获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自愿参
加了红军，其中就有后来被誉为“中
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创
建者”的王诤。受到红军一心为民
作风的感染，他们急于要求开展工
作，为红军作贡献。

1931 年 1 月 6 日，在红一方面
军总司令部的组织下，宁都小布镇
赤坎村龚氏家庙的院子里热闹非
凡，里里外外围满了红军战士和群
众。王诤、刘寅等无线电通信人员
将“半部”损坏的电台修理后，准备
正式架台开始工作。在有条不紊地
将电台和铅笔、电码本、毛边纸、灯
盏一一放到桌上后，王诤等人又将
天线高高悬挂在窗外。能否正常使
用？他们心里没有底。发电机响起
后，王诤示意刘寅接上电源，轻轻打
开电台开关，瞬间就听到耳机里发
出响声，不一会儿就收到了国民党
中央社发出的新闻——红军终于有
了无线电台！

不久，以“一部半电台”为基础，
在赤坎村陈家土楼成立了中国工农

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由王诤
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同时，为满
足红军部队对通信技术人才的紧急
需求，毛泽东、朱德亲自签发《调学
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赤坎村开办
无线电训练班，由王诤亲自担任教
员。训练班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
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在短
短 4个月时间里就为红军培养了第
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这样，
红军便开始有了自己的电台，也因
此有了“一部半电台”起家的说法。

1931 年 4 月，蒋介石向中央苏
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毛泽东、
朱德要求电台侦听敌军动向。敌人
做梦也没想到红军有了电台，所以
仍使用明码联络。成立不久的红军
无线电通信队里，王诤亲自上机操
作，利用那部只能收听、不能发报的
残损电台，日夜监听着敌军的动向，
终于截听到了重要的情报。

5月 15日黄昏，王诤、刘寅侦听
到国民党军第 28 师电台与吉安留
守处电台正在联络，师部电台发出：

“我们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
台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答：“东
固。”东固正是红军总部驻地。王诤
感到敌人这一动向很重要，马上向
总部首长报告。毛泽东、朱德依据
这一情报下达命令，于拂晓前占据
东固有利地形。次日 6 时，敌军进
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突然发起攻
击，激战一昼夜，全歼敌第 28 师和
47师一个旅的大部，取得了第二次
反“围剿”首战的胜利。接着，红军
一鼓作气，连打五个大胜仗，粉碎了
敌人第二次“围剿”。毛泽东为此写
下“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豪迈诗句。
在苏区军民欢庆胜利的集会上，毛
泽东称电台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
宝，表扬王诤、刘寅立下了头功。

此后，无线电通信逐渐成为红
军作战的主要指挥联络方式，为革
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在
中央苏区 1933 年“八一”建军节的
庆祝大会上，王诤作为通信兵的代
表，与陈毅、罗瑞卿、张云逸等一道
被授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级红
星奖章”。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是辣椒先动的手

一部半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