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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琦

寒潮自北向南影响，气温“断
崖式”下跌。低温天气不仅给我们
带来凛冽的寒风，同时也催热了

“保暖经济”。连日来，记者走访了
解到，市场上各种防寒保暖商品迎
来热销，“取暖神器”更是层出不
穷，成为市民抵御“速冻模式”的
必需品。

给你贴身的暖意——
家居类取暖产品受捧

“不仅可以调节不同档位的温
度，还可以定时关机，外面的套子
也可以清洗，盖腿上贴身又保
暖。”市民萌萌向记者分享了自己
的“取暖神器”暖身毯。据介绍，
这种外披柔软材质的暖身毯，主要
采用镍络合金发热技术，满足了冻
手冻脚市民随身携带的取暖需求。

“在办公室买了一个后，今年还买
了一个放在家里沙发上，晚上全家
都可以取暖。”萌萌说。

除了传统的电热毯，当下家纺
类取暖产品越加丰富，记者在网购
平台看到，这一类取暖产品可谓涵
盖消费者坐、立、行多种需求，如
可在座椅上放置的加热坐垫、加热
腰枕，还有在地板上放置的地暖垫
等。“开空调太费电，就入手了一
个加热披肩，插上电差不多一分钟
就暖和了，体验感很棒。”市民雨
轩在采访中对自己新入手的电热披
肩赞不绝口。

久坐一族的关怀——
新型“暖宝宝”更便捷

“大概能热8个小时，还非常暖
和，单独包装便于随身携带，最近
几乎天天在贴。”市民小李经朋友
介绍入手了加热鞋垫。“冬天我即
便在空调间里吹着热风，脚还是冷
冰冰的。有了发热鞋垫，可以暖和
一整天。”小李说，这种加热鞋垫
价格也不贵，一片不到一块钱，自
己直接屯了50片。

自发热产品中以“暖宝宝”最
为市民熟悉，近年来这种以铁粉为
材料的自发热产品让人目不暇接，
使用部位也更加灵活。“手部和脚

部都能用，绷带的设计也便于固
定，不仅我自己上班打字在使用，
家中孩子写作业时也安排上了。”
市民张女士在介绍新购入的蒸气暖
手贴时说。

传统热水袋出新——
有你想不到的温暖

热水袋，可谓是取暖界的“老前
辈”了，随着产品开发的多元化，受
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刚刚买了两
只注水式热水袋，保温时间长，也比
较安全。”市民小葛介绍说，这是经
朋友推荐后购买的。区别于以往传
统热水袋，小葛下单的热水袋颜色
是流行的马卡龙色系，环保材质也
减少了橡胶味。记者留意到，新式
热水袋除了尺寸上有了更多选择，
厂家也在颜值上下功夫，如具内置
感温变色图案的透明热水袋，或搭
配有卡通联名造型外套的热水袋，
或爱心形状的热水袋等等，受到各
类消费群体的青睐。

今年，区别于充电式热水袋的
石墨烯暖手袋又横空出世，因轻量
又便携受到消费者的喜爱。“比起
普通热水袋又暖又轻，选了内里填

充鸭绒的材质，还可以整个展开当
做小抱枕。”市民刘女士向记者介
绍，这种暖手袋一次充电可以用四
个小时左右，价格也比普通热水袋
高，在200元上下。

关于“取暖神器”
这份安全提示请收好

记者也了解到，“取暖神器”
用起来“真香”，但如果不能正确
使用，造成的事故也屡见不鲜。建
议消费者选购时，要综合考虑产品
质量、使用寿命等，电子类取暖产
品要认准产品 3C认证、检验合格
证等，尽量选择正规、官方直营的
商场或网店购买。使用前，需细读
产品说明书上的注意事项，避免安
全事故发生。

随着取暖设备的多样化，随之
而来的安全隐患也增多。超过使用
年限的“取暖神器”产品应淘汰处
理，杜绝安全隐患。如电热毯尽量
不要超期使用，如果超期使用，容
易造成线路老化开裂等问题。此
外，各类取暖物品的使用不当，还
要格外警惕低温烫伤，以免“取暖
神器”成为“温暖炸弹”。

冷空气吹热“取暖神器”
民生热点

记者 陈俊 通讯员 杨琇媛

“哇！开空调啦！”
一早，为了让学生能够温暖

地学习，许多学校在今年冬天第
一次开启了空调。

近日，受冷空气影响，我县
多地气温下降。为此，12月 19日
下午，县教育局向辖区内各学校
发布通知：“不强求学生穿校服，
允许偏远山区、离校较远的学生
迟到，一切以安全为第一原则，
也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在接送孩子
的路途上注意安全。”通知发布
后，我县各个学校积极落实，各
乡村学校还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了
一系列冬季防寒保暖工作。

“雨雪天气时，家长朋友接
送孩子路上慢一点，安全为主，
孩子可以晚一点到校。”“偏远山
区、离校较远的孩子可以迟到，
一切以安全为第一原则。”这几
天，一条条通知发送至前童镇中

心小学的家校联系群中。家住前
童杨家山的杨女士说：“我们家住
在山边，离学校也远，看到群里
的消息，一下子心就安了。”

“出风口调到向下吹，提高
制热效率，温度一般设置在 20-
23摄氏度之间。”在越溪中学七年
级二班，鲁语嫣同学进教室的第
一件事就是为同学们打开空调。
为了有效抵御严寒，该校决定，于
12月 18日开始，开空调上课。每
个班级配有前后两台三匹大功率
空调，遥控器交给班长保管。班长
视当天温度情况，可自行开空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为了应
对寒冷天气，有的学校提出学生
近期可以不穿校服，穿着保暖舒
适的羽绒服，提倡学生下课多喝
热水，食堂为住宿生供应姜汤
水。在多所幼儿园，老师们也会
及时关注每个孩子的衣物，戴好
帽子、手套、口罩，做好充足御
寒准备后再离园。

天气寒冷，县教育局发布通知

允许迟到，不强求穿校服

日前，桃源街道竹口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数十名居民聚在一起，吃炒
圆、话家常。

（记者 李江林 通讯员 王振霖 摄）

日前，跃龙街道怡惠社区开展“暖暖冬至日 融融邻里情”冬至主题活
动，邀请辖区居民品尝汤圆，体验义诊、义剪、美甲、推拿等便民服务。

（记者 何飞燕 通讯员 王欢 摄）

日前，九如城宁海养老综合体组织护理员与老人们一起动手包汤圆，共
度冬至。 （记者 沈鑫 摄）

记者 胡琦 通讯员 吴劼阳

“一般冬至前后最忙了，现在
正在做的订单是一位老客户的，有
260斤。”近日，桑洲镇村民季茂彩
一家正忙着垂面制作，临近中午，
家门口已经挂满了一排排制作好的
面条，微风吹过，细腻又纤长的面
条随风轻轻摇动，散发出阵阵麦
香。

桑洲垂面（又名箸面）因垂直
悬挂而名，面条细腻如丝、入口绵
软，是桑洲当地特有的面食。每年
冬至前后，天气晴多雨少、北风凛
冽干燥，是制作垂面最为集中的时
期。最近一段时间，镇上的一些垂
面制作作坊已是非常忙碌。季茂彩
经营的垂面作坊就是其中之一。季
茂彩家制作垂面已经有近二十年，
每年中秋后开始制作垂面，近期进
入垂面制作高峰期，每天制面量约
有90斤。

在专门用来晒面的面桁上，一
排排近两米长的细面整齐排开，粗
细均匀又强韧不断，而后又再次对
折……这些面条最初只有不到 1厘
米的宽度，经过拉扯、发酵多个环

节，能始终保持良好面条状态，是
垂面制作技艺的精华所在。桑洲垂
面至今仍延续着全手工制作的传
统，制作者会在微风、薄云、晴朗
的条件下才准备做垂面，从凌晨三
四点开始准备材料，通过和粉、盘
面、上面、拉面、出面、开面、晒
面、收面等近十个工序，至傍晚时
分，才从晒架上收获细如丝线又有
韧性的垂面。

“每户制面人家都有自家的一
套工具和经验，初学者需经过两三
年的经验积累才会出师。”季茂彩
告诉记者，像和粉时需要根据当天
天气和温度，配好盐的比例，冷的
时候少加一点，暖的时候要多加一
点，这决定着面团的柔软与坚韧
度。再比如缠面时，缠面细杆上左
右相交缠绕面条的粗细是否一致；
开面后，重新拉扯的垂面是否均匀
又不易断等等细节，都考验着制作
者的功力。可以说，天时、地利、
人和，对制作一份优质的垂面缺一
不可。

随着桑洲农旅经济的不断发
展，桑洲小吃也声名远扬，如今桑
洲小吃技艺已经成为了县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季茂彩介绍，曾经家
里在菜场经营卖菜，兼职做面，后
来垂面渐渐有了市场，便全职做起
了垂面，现在在镇上也是小有名气
了，一年的垂面制作量大约有一千
斤。

“最常见的烧法是煮起来吃，

其实蒸好炒着吃也很美味呢。”季
茂彩热情地介绍道。正说着，他将
前几天制作好的垂面放进包装盒
中，一份具有年代色彩又充满地方
特色的传统面点就诞生了，这份舌
尖上的家乡味，串起了一代又一代
桑洲人的浓浓情谊。

冬至到垂面香

人造极光“火箭云”
12月14日22时20分至22时55分，罕见的火箭云出现在望海岗上空。宁波市天文爱好者协会副秘书长周振波用相机记

录了璀璨的瞬间。
据悉，12月14日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国用一枚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

二级火箭在300千米左右的电离层燃烧产生了630纳米的原子氧红色气辉，形成了一种相对比较罕见的火箭云。
近年来，在宁波地区，火箭云被拍到尚属首次。 （记者 童俊霖）

其乐融融过冬至

日前，跃龙街道正学社区联合县公交公司为公交车司机、环卫工人、保
安等送上了热腾腾的汤圆，让他们提前过一个温暖、有爱的冬至。

（记者 何飞燕 通讯员 张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