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日 科 普

2023年11月2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冯 秦

责任校对:冯欣悦

组 版:洪 薇

民 生
第3 版

联系电话:80677405 投稿信箱E-mail:xh.xwzx@163.com

兴化市科学技术协会
兴化市融媒体中心

宣

虽然每天刷牙是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它并不能完全预防所有口腔问题。如果你经常食用高糖
或高酸性食物，或缺乏钙、维生素D和维生素C等营养素;没有正确选用牙刷和牙高，或刷牙技巧、时间不正确。
此外，吸烟、喝酒、咀嚼口香糖等生活习惯都可能对口腔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别忘了，定期去看牙医也是预防口
腔问题的重要措施哦! （来源：科普中国）

为什么按时刷牙，还是不能远离牙病?

本报讯（通讯员 侯峰钟 欣交
轩）“孩子放学后没有遇到前去接他的
奶奶，找不到家，太悬了，幸亏你们交
警帮助，太感谢啦……”日前，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戴南中队民警、铁骑队员，
在城区英武路与中和路路口执勤时，发
现有个小男孩独自一人徘徊在路口东张
西望，神情紧张，立即主动上前将其带
至安全区域。

铁骑队员张辉通过交流得知，小男
孩刚上小学一年级。当天放学后，没有
遇到正常在某小学门口接他的奶奶，孩
子便独自“顺路”找奶奶，大概走了不
到一公里的距离便迷路了。当其正在路
口徘徊时，被执勤交警发现。

经询问，男孩记不清家庭住址，但
通过仔细回忆，还好记得妈妈的手机号
码，中队领导当即与其取得联系。而此
时孩子的妈妈得知婆婆未接到孩子时非
常着急，正在紧急分头四处寻找，当接
到民警曹桂国打来的电话，她悬在心里
的石头这才落了地。

很快，孩子的妈妈万女士赶到现场
后，泪流满面，喜极而泣，对孩子意外

“走失”而恰巧遇到细心、热心的交警
感到无比欣慰。

据悉，万女士事后又打来电话，一
再表示自己已定制好两面锦旗，到时将
去中队当面感谢。

本报讯（通讯员 何晓雯）“这个积
分制真实惠，我用20分兑换了肥皂。”
荻垛镇兴陈村村民罗保俊利用乡村治理
获得的积分，从村里的“积分超市”兑
换到相应物品后，脸上喜笑颜开。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
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的基石。兴陈村
利用“积分清单制”，推动乡村“德治、
法治、自治”融合，既要人居环境整治
后的“面子”，也要群众素质提升的“里

子”，外在“颜
值”不断刷新，内
在“气质”持续提
升，一幅乡村振兴
的画面徐徐展开。

“我拿到了积
分兑换手册，里面
明确说明了具体事
项和兑换积分。”
兴陈村村民王宝圣
拿着小册子介绍，
这些内容处处彰显
着乡风文明。

所谓“积分
制”，就是村民们在参与公共环境卫生清
理、志愿服务活动、学习强国积分、遵
守村规民约、参与培训学习等方面可以
获得积分。当积分达到要求分值时，便
可以到村里的“积分超市”兑换相应的
物品。

积分清单制的推广让全村的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前，群众总是
很被动，只能按照上面的要求配合村集
体工作，无法主动参与到乡村振兴中的
工作中来，而现在这些村民可以积极投

身到村里的建设中来，从以前的无所事
事到现在的积分赶超，每个人在乡村振
兴工作的付出通过积分制得到了具体体
现。

兴陈村坚持精神鼓励为主、物质奖
励为辅，倡导积分结果与“红黑榜”评
选、“星级文明户”评定、“双禁巡查”
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有机结合，积极探
索“积分制+”的治理新模式，充分发挥

“积分制”的激励作用，兑出乡风文明。
“‘积分制’的建立，调动了村民参与
村务、自治的积极性。”兴陈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冯华介绍，“积分制”兑
换出了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成效
等。如今的兴陈村，村容村貌悄然发生
着变化，农家小院干净整洁，蜿蜒水面
透如明镜，邻里之间和和睦睦。

荻垛镇兴陈村: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飞鸟如“云”
近期，在我市里下河国家湿地公

园里有成千上万的鸟飞过天空，形成

飞鸟“云”。它们在空中飞翔、盘

旋、俯冲，组成不同的队形、图案，

场景宏大、令人震撼，吸引了许多游

客驻足观看。 梅立成 摄

孩子迷路街头
交警暖心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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螃蟹是美味佳肴，历代名流雅
士、文人墨客写蟹、啖蟹、品蟹、咏
蟹、画蟹、刻蟹，浓浓的文化气息，
总是令国人回味无穷。

螃蟹有着久远的食用史，在周成
王时，螃蟹便列为御膳。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 中，有“蟹藏法”一
说，到了宋代出现了 《蟹谱》《蟹
经》《蟹略》等书，可见中国人吃蟹
之早、吃蟹之精。

目前，古籍中关于
吃螃蟹的最早记载，是
东汉郭宪撰的《汉武洞
冥记》:“善苑国尝贡一
蟹，长九尺，有百足四
螯，因名百足蟹。煮其
壳胜于黄胶，亦谓之螯
胶，胜凤喙之胶也。”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注
释《周礼》时就提到过

“青州之蟹胥”，说的就
是把蟹剁碎，腌制后的
肉酱。这说明早在先秦
时期，蟹肉酱就在当时
贵族的食谱和祭祀的名
录上出现过了。

螃蟹正式成为古人
眼中的时髦珍馐，要数
毕卓，其生活在众星云
集的魏晋时期，既没有
潘安卫玠之倾城美貌，
也没有阮籍嵇康之盖世
才学，并且还是个嗜酒
如 命 的 “ 酒 鬼 ”。 然
而，他却以一己之力推
动螃蟹变身文艺范，成
为古代当之无愧的“螃
蟹第一代言人”。

《国语·越语下》
记载越王勾践与宰相范
蠡的对话：王召范蠡而
问焉，曰：“吾与子谋
吴，子曰‘未可也’。
今其稻蟹不遗种，其可
乎？”对曰：“天应至
矣，人事未尽也，王姑
待之。”看看越国螃蟹
成灾都把粮食种子吃光
了。即使到了元代螃蟹
也是成灾，《元史》 中
记 载 ：“ 吴 中 蟹 厄 如
蝗，平田皆满，稻谷荡
尽，吴谚有蟹荒蟹乱之
说。”正谓此也。

《周 礼》 中 载 有
“蟹胥”，晋 张载 《登
成都白菟楼》 诗：“黑
子过龙醢，果饌踰蟹
蝑。”亦作“蟹蝑”，亦
作“蠏胥”，即蟹酱。

《晋书·毕卓传》
载，西晋名士毕卓嗜酒
如命，不理职事，常
说 ：“ 得 酒 满 数 百 斛
船，四时甘味置两头，
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
螯，拍浮酒船中,名人名
言，便是了一生矣。”

后世遂用“持螯”“持蟹”“把蟹”，
作为饮酒行乐或借酒消愁的典故。沿
袭至今的兴化中庄醉蟹似乎与其有着
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

宋代吃蟹可谓花样百出，有炒
蟹、渫蟹、酒蟹、赤蟹、白蟹、蝤蛑
签、辣羹蟹、溪蟹、五味酒酱蟹、酒
泼蟹等诸多蟹馔。沈括在 《梦溪笔
谈》 记载：“关中无螃蟹。元丰中，
予在陕西，闻秦州人家收得一干蟹，

土人怖其形状，以为怪物。每人家有
病疟者，则借去挂门户上，往往说
差。不但人不识，鬼亦不识也。”《梦
溪笔谈·杂志一》：“何胤 嗜糖蟹。”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六：“唐以
前书传，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
蟹、糖薑皆是。”林洪的 《山家清
供》中：“橙大者截顶，剜去穰，留
少液，以蟹膏肉实其内，仍以蒂枝顶
覆之，入小甑，用酒、醋、水蒸熟，
加苦酒入盐，供，既香而鲜，使人有
新酒菊花、香橙螃蟹之兴。”因记危
巽斋稹赞蟹云：“黄中通理，美在其
中；畅于四肢，美之至也。”此本诸
《易》，而于蟹得之矣，今于橙蟹又得
之矣。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元慎曾这
样嘲讽吃螃蟹江南陈庆之：“吴人之
鬼，住居建康。小做冠帽，短制衣
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
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
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乍至中
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
阳。”在唐代，北方吃螃蟹是渐渐被
广泛接受的。

《东京梦华录·饮食果子》:“生
炒肺、炒蛤蜊、炒蟹、渫蟹、洗手蟹
之类，逐时旋行索唤，不许一味有
阙。”宋 祝穆 《事文类聚·介虫·
蟹》：“北人以蟹生析之，调以盐梅芼
橙椒，盥手毕即可食，目为洗手
蟹。”鲜活螃蟹拆解成块，拌上盐、
梅、橙、姜和酒等调料，快速腌制而
成。

历代诗词大咖争相咏蟹的情况，
集中于唐宋，而延续至明清。李白、
苏轼、袁枚、李渔、张岱等许多文人
墨客都钟情于蟹，留下了脍炙人口的
诗词文赋和精彩美妙的逸闻趣事。唐
代皮日休《咏螃蟹呈浙西从事》、李
白 《月下独酌四首》、李贞白 《咏
蟹》宋代韩琦《九日水阁》、周邦彦
《齐天乐·绿芜凋尽台城路》均为螃
蟹“树碑立传”。李白曾赞道：“蟹鳌
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
乘月醉高台。”短短几句，将人们大
快朵颐大闸蟹的饮食文化展现得淋漓
尽致。苏东坡更是直言：“不识庐山
辜负目，不食螃蟹辜负腹。”将螃蟹
与庐山相提并论，足见诗人对螃蟹钟
爱之深。陆游也是快人快语：“蟹肥
暂擘馋涎堕，酒绿初倾老眼明。”

曹雪芹在《红楼梦》的螃蟹宴处
处有伏笔，展示了一副翔实贴切的封
建大家族生活画卷。第三十八回可见
用意颇深，反映出那个时代贵族家庭
的生活特征，通过贾府饮食这个奢华
的侧面，看出富贵人家的衰败便隐藏
在这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刘姥姥对
于螃蟹宴的算计，已经指出了这一
点。更重要的是，曹雪芹通过螃蟹宴
上凤姐与鸳鸯斗嘴引起的一段闹剧，
反映了封建贵族大家庭的权利之争一
直都没有停止过。大观园中姐妹们共
聚海棠诗社，席间吃了螃蟹，于是宝
玉、黛玉和宝钗起了兴致，便各作了
一首螃蟹咏。 （上）

冯秦 篆刻
释文：景德禅寺

第五届豫剧艺术节暨“致敬香玉”

系列活动11日晚间在河南郑州揭幕，以

此纪念中国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

大师诞辰100周年。

豫剧是中国第一大地方戏剧种，常

香玉创立的常派艺术备受推崇，在中国

豫剧界有“无旦不学常”之说。今年是

常香玉诞辰100周年，纪念、追忆常香玉

等环节贯穿其中。

简短开幕式后，第五届豫剧艺术节

开场上演，梨园声起，常香玉、陈素

真、崔兰田、马金凤等豫剧大师们的画

像赫然出现在舞台屏幕上方，观众以雷

鸣掌声向他们致敬，让人为之动容。

当晚的开幕式演出分为“回溯源

流”“薪火相传”“致敬香玉”“再铸辉

煌”四个篇章，常、陈、崔、马等豫剧

流派名家、名角云集，共同追忆和回顾

常香玉大师的艺术成就，激励新一代豫

剧人弘扬“戏比天大”的精神。

其中，在“流派联唱”环节，常派

传承人虎美玲率先登场，表演了常香玉

的代表作《花木兰》。随后，陈派(陈素

真)、崔派(崔兰田)、马派(马金凤)、阎

派(阎立品)、桑派(桑振君)、唐派(唐喜

成)、李派(李斯忠)、牛派(牛得草)等豫

剧流派传承人也依次登场，表演经典剧

目，赢得阵阵掌声。

在“致敬香玉”篇章，豫剧名旦李

金枝、王惠分别表演了《常香玉》选段

“遥望那战斗机冲天而起”和“你随我南

北义演”，演出背景也分别显示出“香玉

剧社”号飞机和“戏比天大”画面。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花木兰》

《穆桂英挂帅》《朝阳沟》等经典剧目享

誉海内外。如今，传承的接力棒已传到

新一代豫剧人手中，以李树建等为代表

的豫剧人更是将豫剧推向世界舞台，被

西方观众赞为“东方咏叹调”。 (光明网)

螃蟹，在历史长河里“横行不霸道”
□特约撰稿 陈鸿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