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王雪峰 张燕 全媒
体记者 冯兆宽）又是一年退伍季。近日，
陶庄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部分退役军
人志愿者和退役军人亲属专门从兴化赶
往邻近的东台高铁站，为兴化籍退役返
乡士兵举行接站仪式，温暖而热烈。

列车靠站，一个个手推行李箱的挺
拔身影出现。接站人员手持鲜花大步朝
他们走去，“欢迎返乡！我们已等候多时，

请归队！”随后，陶庄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负责人为返乡老兵送上鲜花，披上绶带，
并送上了《泰州市自主就业退役军人教
育培训工作指南》。

“好惊喜，一回来就感受到这么温
暖的服务，倍感荣光。”退役军人徐益
表示，现在回到家乡，将继续发扬军人
优良作风，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
为家乡的经济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陶庄镇退役士兵暖心返乡

本报讯（通讯员 汤志宏 姜洪义
全媒体记者 顾日升） 2月 18日上午12
时许，沙沟镇新大街上的恩典鱼圆店香
气四溢，店主陈丽萍正和员工卢玉菊、
王振兰炸鱼圆。

“今天要炸200斤。”身着玫瑰红工
作衣的陈丽萍笑呵呵地说。200斤供给
两个客户，数量都是100斤，一个是上
海虹口区爱峰敬老院，另一个是无锡锡
山区一家企业食堂，昨天两个客户就将
各自的2000元货款打来。

200斤鱼圆需200斤草鱼，陈丽萍
一早就起来宰鱼，然后到八九点钟喊来
卢玉菊、王振兰进店帮工。除去原料
鱼、油料、快递费等费用，200斤鱼圆
获毛利约800元，其中需支付两名员工
务工费310元。

“鱼圆店能渐有名气，赢得客户青
睐，多亏了市人社局开办的鱼圆技能培
训班。”陈丽萍说。

陈丽萍是沙沟镇沙北村村民，8年
前沙沟集镇老街改造，她花5万多元买
下上下两层的破旧店面伺机创业。2018
年，古镇旅游兴起，沙沟大鱼圆走俏，
她便装修店面，支起炉灶，加工沙沟鱼
圆。虽然生产出来的鱼圆总能卖得掉，
但回头客较少。

“回头客少，说明鱼圆没能留住
客，鱼圆质量需要提升。”2021年春，
市人社局文达职业培学校举办鱼圆制作
专题培训班，陈丽萍报名参加。陈丽萍
拜讲师——兴化皇嘉大酒店大厨张华为
师。将鱼片水中浸泡，改为流水冲洗，
以及入锅不同时段的火候掌控等，经过

不断实践将鱼圆味觉、味感提升了一个
高度。陈丽萍获得了沙沟鱼圆制作专项
能力证书，并将鱼圆店取名“恩典”。

弥散着热气，凉落在竹簿上的一颗
颗大鱼圆，与常规沙沟大鱼有所不同。
鱼圆呈鱼肉的自然色，没有表皮的

“黄”，以及黑点、红丝，食之鲜嫩且有
嚼劲，没有“渣”感。

没有“渣”感，有两个原因。陈丽
萍解释道，其一是鱼原料好，采用是沙
沟大水面草鱼，鱼肉纤维长而硬；其二
是鱼肉片清洗讲究，剐成的鱼片，采用
自来水流水冲洗，直至水清为止。冲洗
非浸泡，之前采用浸泡法，易使鱼肉发
浮，淤血等杂碎清理不清。表面无油
黄、无杂色是缘于油温掌控及适时换
油，加之冲洗鱼片干净彻底，一丝不马
虎。

鱼圆质量上去了，回头客骤然多了
起来，上海等地的一些单位食堂还将店
里的鱼圆列为“菜谱”预定。近两年，
每到腊月，鱼圆店便两张锅同时生产、
加班加点。有一次，为满足客户曾连续
两个通宵生产1400斤鱼圆。

“鱼圆加工是个协作过程，一个人
制作很不顺畅。”陈丽萍说，因为要到
县城照顾两个在读高中的孩子，鱼圆店
基本不供应门市，只依据订单生产。于
是，她选择了能机动上班的姐妹加盟生
产，以小时计酬。目前，共有9名女工
成为固定“小时工”。女工年龄大多在
50岁左右，她们因为家务、陪读不能到
工厂上班，而“小时工”正契合她们。
为提高她们技艺，陈丽萍还计划将她们
送到职校鱼圆制作班学习，待她完成陪
读后将进行全日制生产，改“小时工”
为“长日工”，共同把“恩典”鱼圆店
做精做大。

陈丽萍（左）在店里制作鱼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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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城区新杨花苑（杨花二期安

置房）工程已竣工交付，开始安置被征

收户。杨花二期安置房东至兴姜河东

路、西至花园人家东支路、南至野行大

桥东接线、北至青苔港南路，总建筑面

积约8.5万平方米，可安置490户家

庭。 符敏 梅立成 摄

本报讯（通讯员 江鸟）慢阻肺是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是一种常
见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日前，
昭阳街道城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1个
家庭医生团队对管辖社区内40岁以
上居民并经同意参加本项目者进行问
卷评估、简易肺功能检查。

筛查结果发现，有异常的慢阻肺
高危人群有586多名。在自愿的前提
下，家庭医生团队组织其在城中社区
医院免费进行大肺功能测试、胸部DR
摄片检查、测量血压、身高、体重、腰围
等一般检查。通过筛查和复查，做到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进而开展生活
方式干预、随访管理等工作，减缓肺功
能下降，显著改善患者生存质量，有效
降低患者疾病负担。

兴化市科学技术协会
兴化市融媒体中心

宣

今 日 科 普
春雷惊百虫实际上是古人对物候现象成因的一种误解。古人认为，惊蛰节气前后，频繁的春雷

“叫醒”了冬眠的昆虫，过冬的虫卵也开始孵化。但实际上，地下冬眠的昆虫是听不到雷声的。真正
让它们结束冬眠、爬出地面的原因是气温回升。 （来源：科普中国）

春雷惊百虫，为何蛰伏的昆虫会纷纷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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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人创业到吸纳一帮姐妹共同兴业

沙沟“恩典”鱼圆升级记

春光好
育苗忙

一年之计在于春，增产增收在于

勤。荻垛镇金石村越源果蔬专业合作社

的甜瓜大棚里，一株株青翠欲滴的甜瓜

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瓜农们忙着为

甜瓜苗施肥、锄草、浇水、扣地膜，一派热

闹繁忙景象。

今年，荻垛镇有甜瓜种植面积1268

亩，家庭农场9家，产品远销苏南、沪浙

等地，预计年产值达1300多万元。

林伟 冯兆宽 摄

市城中社卫中心
免费筛查“慢阻肺”

近日，垛田街道司法所、政法和社

会管理局联合金监、公安、市监、人行、

农商行等多家单位在芦洲村开展“拒

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宣传活

动。活动通过鲜活的“身边事”进行宣

传普及，进一步提高广大群众防范非

法集资的意识。 严冰 冯兆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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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会，又称“庙事”或“节场”。这些名称，可

以说正是庙会形成过程中所留下的历史轨迹。

作为一种社会风俗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原

因和历史原因，而庙会风俗则与佛教寺院以及

道教庙观的宗教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它

又是伴随着民间信仰活动而发展、完善和普及

起来的。

民间庙会自古至今一直在水乡兴化广为

传承。作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早已成为我市民俗与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

目前，我市有各种大、小庙会组织近 220
家，年年举办庙会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庙会经

济”。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参与庙会经贸活动

的，活跃在兴化辖区以及临近兴化周边县市乡

镇的庙会大小商贩有3000多家。

庙会、商贸成“孪生姐妹”

美丽富饶的千年古镇戴南镇茅山社区，像

一颗璀璨的硕大明珠镶嵌在百里水乡的茅山

河畔，而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茅山会船”，更使这里名扬天下。

据《扬州府志》《泰州志》《兴化市志》等文

献资料记载，自南宋至今一千多年间，茅山周

边二十公里范围内的一大片水系近百个大小

村庄，就有撑会船的习俗。年深月久，茅山清明

节撑会船的民间祭祀活动便形成习俗。届时，

观摩会船的省内外游客人山人海、欢声如潮。

千人万篙的河道里，百舟竞发，声势浩大，场面

十分壮观。茅山会船为世人瞩目，同时也引来

了来自兴化周边县市的客商云集茅山赴会经

商、摆摊设点，招揽逛庙会的游客。

民国期间，兴化城区竹业公所、草行和菜

行三大特色行业在每年五月都要举办城隍会、

都天会、龙王会等三班民俗庙会，对百里水乡

兴化本地百姓及周边县市的群众吸引力特别

大。庙会期间，人声鼎沸、川流不息，商贸活动

也十分活跃。每年的庙会期一到，当地及附近

的村庄，无论贫富，均会给予子女一些钱，用来

选购玩物以及妇女的装饰用品，父母本身也会

在赴会期间选购全年的衣料以及其它生活用

品。全家终年所积累的，大多都消费在庙会上。

庙会期间，大街小巷热闹非常，文化、商贸活动

形形式式，如坐台说书的、玩街头西洋景的、玩

杂技变戏法的、练武术的、耍猴子的、数来宝

的、套圈儿的。除此而外，还有来自本省及周边

的淮剧专业、业余表演团体，既丰富了庙会又

娱乐了大众，同时也让各地客商赚得钵满盆

满。

生生不息的兴化“庙会经济”

兴化传统民俗文化庙会历史悠久，特别是

改革开放以来，全市城乡的民俗文化庙会如雨

后春笋拔地而起。据不完全统计，全市463个

行政村，2000多个自然村庄中，每年的各种民

俗文化庙会就有200多台。

这些庙会的举办，引来了本市周边地区几

百家大小商贩活跃在各个庙会现场，参与各种

经贸活动。这些商贩中，有的开着面包车、卡

车，有的开着电瓶车、摩托车，还有少数的则开

着挂浆船，像赶大集一样，前往举办庙会的所

在乡镇、村，摆摊设点，经销各类农具、工具、家

用电器、文体用品、音像制品、各式男女服装、

鞋帽，花木盆景以及各种风味小吃。特别引人

注目的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来到了

庙会现场，他们中有糖画、糖塑、面塑、泥塑、剪

纸、手工京胡、二胡等。庙会期间，除兴化淮剧

团的现场演出而外，还有来自本省苏北地区淮

剧专业、业余（草台班子）艺术表演团体。他们

既带来了传统的经典剧目，又有与时代合拍的

现代小戏，整个演出既丰富了庙会，又娱乐了

大众。由于观庙会的人气较旺，让各地的商家

生意火了一把。

庙会既弘扬了民俗文化，又发展了地方经

济，促进了乡村旅游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

了农村的两个文明建设。如今，广大农民正过

着“农忙扛锄头，农闲握笔头”的生活。民俗活

动闹起来，乡村农民乐开怀。

兴化拥有众多的“庙会迷”

兴化民俗庙会历史悠久，据《兴化市志》记

载，庙会是由百里水乡的民间行业组织牵头，

通过街头迎会形式出现的。

自古以来，庙会是兴化城乡广大老百姓的

娱乐形式之一，它所传播的民俗文化大多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内容新颖别致、盛况空

前。在众多的民俗节目表演中，舞龙、舞狮气氛

十分活跃，场面非常宏大。其次民间杂技的高

难度“踩高跷”、挑着“花担”晃悠悠、欢地喜地

“荡湖船”、人山人海“秧歌舞”、闪展腾挪“打莲

湘”、精神抖擞“打腰鼓”、一张一弛“河蚌舞”、
兴高采烈“马头舞”、倒挂金钟“文武判”、腾云

驾雾“醉八仙”、活泼可爱“跳毛驴”等表演队伍

珠联壁合,那锣鼓担中“二胡” “竹笛” “三弦”等
乐器奏出的乐曲总是雅俗共赏。全国各地名曲

如《苏武牧羊》《梅花三弄》《八段景》《行街》等

优美曲调，让来自十里八村的观摩群众赞不绝

口。

如今，我市的茅山庙会、东岳庙会己进入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昭阳庙会、三

王龙灯会、东十里三官会等纷纷进入“兴化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

兴化民俗庙会从古至今举世闻名、有口皆

碑，从而形成了我市一大批专门赶庙会的“庙
会迷”和喜爱逛民俗庙会的市民。无论是城乡

哪个角落，只要有民俗庙会举办，都能看到他

们的身影，这些人就像民间形容的“王大脚赶

会，逢会必到”，一些市民早已把逛民俗庙会当

成一件大喜事，一般走出家门前，先要打扮一

番，无论男女老少，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他们

除了观摩庙会民俗表演而外，顺便购买一些所

需物品，品尝各种风味小吃，表演队伍一结束，

便兴高彩烈地踏上回家路。

在历史的长河中，兴化城乡庙会忠实地记

载着社会的变迁以及城乡百姓生活的变化，反

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面貌。庙会既保存着水

乡百姓丰富而独特的历史记忆，同时也展示着

与时俱进的社会现实。随着国家、省、市对散落

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重视、挖掘、传承和保护，

百里水乡兴化的传统民俗庙会文化活动将会

更加丰富多彩。

百里水乡逛庙会
□特约撰稿 孙荣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