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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天气瓶由一个密封的水滴状玻璃瓶和一个原木底座组成，瓶中盛有透明的液体和一些白色的填充物质，颜值极高。其实，

它在诞生之初被称为“风暴瓶”（STORM GLASS），于18、19世纪已为欧洲熟悉并使用。风暴瓶中只含有樟脑、水、酒精、硝酸

钾、氯化铵五种物质，渔民、水手通过瓶中的结晶形态判断风暴等天气。但现代研究证明，“天气瓶”并不能用来观测、预测天

气，其主要意义在于反映环境温度的变化，可作为粗糙温度计使用。降温速率可以极大地影响樟脑的结晶形状。结晶在降温快

的时候会变成雪花状，降温慢时则倾向于针状。 （来源：科普中国）

兴化市千垛镇黄邳村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遗失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321281MJ80804110，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璐 通讯员
张海涛）四月，最是菜花烂漫时，景深
意浓满城春。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社
团作品展示活动在市博物馆如火如荼地
开展。来自实验小学、第二实验小学、
景范学校、新生中心小学的40多名少先
队员们化身“小小摊主”，发挥创意，各
显神通。

“赢定人生”书签、“楚韵剪纸”、魔
法气球、“五月”手工……琳琅满目的文
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队员们热情地向
游客推销自己的作品，介绍着社团的情
况以及文创产品的用途和内涵，他们的
热情和创意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观看和
购买。“红领巾”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活跃着，有的负责维持摊点秩序，有的

现场制作产品，有的则穿插在各个摊位
间，整理海报……

一把剪刀、一柄刻刀，独具匠心守
护非遗传承；纸上生花，方寸之间精雕
流光溢彩。实验小学楚韵剪纸社团的队
员们剪一剪，刻一刻，用巧手推介家
乡，以展现兴化特有的人文历史、风土
人情为己任，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为家乡发展贡献实小力量。

“我们以菜花为主题，用黏土、丝网
花、扭扭棒、编绳等材料制作手工花，
因为菜花是家乡的特色，我想为家乡旅
游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第二实验小学
红领巾“五月”手工社团的队员们告诉
记者，他们还会将制作的产品深入景区
进行展示和义卖，把义卖得到的善款用

于“梦想改造+关爱计划”中。
景范学校少年邮局社团深入调研水

乡兴化的传统文化、历史遗迹、民俗风
情等，挖掘家乡的文化底蕴，开拓昭阳
印“橡”系列主题作品。队员们自主设
计、自行创造，将篆刻艺术与家乡地方
特色相结合，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进
行融合，展现出具有景范特色的昭阳

“印”象。
新生中心小学参加此次活动的分别

是“日新版画社”（校级社团），“剪之韵
艺社”（年级社团）和“魔法气球社”
（班级社团），三支小队集中展示了学校
社团梯队的建设成果，是学校艺术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参与社团展示活
动，队员们掌握本领、培养兴趣、拓展
视野，也锻炼了社交和创新能力。

书签的绘画作者王子涵是《中国少
年报》小记者，她想通过手绘文物，向
大家介绍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代
银锭，期待大家亲眼看看这穿越千年而
来的珍贵货币，以此来了解“镇馆之
宝”的故事。

此次社团展示义卖活动不仅锻炼了
少先队员们的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还能将爱心
和奉献传递给更多人。水乡兴化的“红
领巾”们用行动弘扬传统文化，以巧手
助力家乡发展。

据了解，市少工委和市博物馆联合
共建，开发和利用好少先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有效资源，使其成为队员们喜爱
的文化场所、综合性的大课堂，引导队
员们在实践活动中处理好物质与精神、
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平衡。接下
来，他们通过家乡文化的浸润，继续扣
好少先队员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红领巾”相约博物馆 小文创助力旅游节

曾爆红网络的小礼物“天气瓶”，
其实起初用于航海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韩婷）芳菲四
月，春回大地，钓鱼镇八尺沟村樱花园
内群樱绽放，前来踏春赏樱的游客络绎
不绝。

日前，钓鱼镇八尺沟樱花节正式开
幕。开幕式上，樱花漫舞，精彩的戏曲节
目轮番上演。来自各地的游客和村民共
同见证了这一精彩时刻。樱花园内，粉
嫩的樱花如云似霞，与潭水相映成趣，
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游客们漫步在
樱花树下，感受着春天的气息和樱花的
芬芳，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据了解，钓鱼镇八尺沟的樱花园从
2013年开始培育，经过乡贤捐资和村民
募捐，从原先的800多棵到现在的2万
棵左右，占地50多亩。借助钓鱼镇特色
田园乡村建设，此次樱花节不仅是一次
视觉盛宴，更是一次文化交流的盛会；
既展示了八尺沟的美丽风光，也展现了
丰富的乡村文化。除了欣赏美丽的樱花
之外，活动现场还有丰富的淮剧团表
演，让游客在和煦春日里，享受自然之
美和人文之光。

目前钓鱼镇正对周边的三农展馆，
村史馆和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改造升级，
让游客有更好的游览体验，后续还将继
续扩大樱花园的面积，打造更多集观赏
性、文化性、娱乐性于一体的文化旅游
产品，吸引更多的游客来钓鱼镇休闲观
光，不断擦亮味道钓鱼文旅名片。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 通讯
员 宋加宏 王卫明）近日，沈伦镇关华
复村青年夏素龙冒着小雨赶到该镇中心
小学，看望困难学生，叮嘱她们一定要
好好学习，用知识改变命运，临走时还
送上助学金。

夏素龙曾经是一个“浪子”，初中毕
业后先后在苏州、常州、常熟等地打
工。期间，年轻气盛的他因参与聚众斗
殴受到法律惩处。后来，夏素龙看到身
边的很多人都发家致富，而自己一事无
成。他不甘心这样过一辈子，决意要靠
自己的双手创业奔小康。

沈伦镇知晓
夏素龙想法后，主
动介入，帮助他在
村里流转了280亩
农田，当年秋季他
全部种上了小麦，
并在第二年年初注
册了“兴化市来宏
粮食种植家庭农
场”。刚开始，夏
素龙既不懂技术，
也不善于管理，来
年麦稻两季的收获
平平，只能保本。

生性不服输
的夏素龙随后把农业专家请到田头，诚
心请教，并且到书店购买有关农业种植
技术方面的书籍，一有闲时就认真阅读
揣摩。他还参加了市里有关农业知识的
培训。经过两年系统学习，他的农业种
植和管理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当年年
底，他将家庭农场的规模一下子扩大到
350亩。渐渐地，他的家庭农场走上了
良性发展的轨道。

“既然爱上了农业，就应该全力搞发
展！”夏素龙说，通过村里公开招标，他
又流转了村里50多亩地精养鱼塘，还开
始尝试培育鱼苗，当年一举成功。随着

育苗技术日渐成熟，除了满足自家的养
殖需要外，他对外销售鱼苗赚了10多万
元。

从事农业大有奔头，这让夏素龙激
情澎湃。每年机耕费、插秧费等雇佣机
械费用都高达10万元。于是，夏素龙萌
生了购买收割机、插秧机、拖拉机等农
机的念头。心动不如行动，夏素龙一口
气添置了收割机、拖拉机、插秧机。除
了政府补助外，他自己花去10多万元费
用。

“单有地面上跑的机械不行，还得有
空中飞的‘植保无人机’。”夏素龙介绍
说，购买植保无人机，不仅自己的400
多亩田施肥喷药有了保障，他还为附近
十里八乡的农场和农民服务，有时还赶
到大丰、高邮等地为那里的农场服务。

靠自己的双手辛勤劳作，夏素龙如
今致富奔小康。在他的带动下，村里近
20位村民在他的农场打工挣钱，也纷纷
走上了致富路。有的村民农忙时帮夏素
龙操作植保无人机，一年下来收入在10
多万元；有的村民农忙时回村到做农机
手，每人每年也能赚3万多元；有的村
民常年在夏素龙的农场打工，一年下
来，收入也很可观……“作为一位‘新
农人’，我热爱农村，也将和更多乡亲共
同致富。”夏素龙信心满满地说。

“迷途”青年回村创业奔小康

八尺沟樱花邀您来

七十七载寻亲终圆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冯兆宽 通讯

员 王桂章 张燕）日前，一封寻亲信从
盐城市寄到了我市沈伦镇安塘村，揭开
了一段尘封77年的故事，而长眠在盐城
五条岭烈士陵园的张广才烈士也终于
盼来了与亲人的第一次“团聚”。

“二叔，我们来看你们了！”77载寻
亲终圆梦，气清景明祭英烈。前不久，沈
伦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组织烈属代表来
到盐城市五条岭烈士陵园，开展“为烈
士寻亲 助烈属圆梦”活动，祭奠埋骨他
乡的烈士张广才的英灵。

张广才烈士是沈伦镇安塘村人，
1944年参军，1947年12月牺牲。“当年听
父亲说过叔叔在东台一次战斗中牺牲，
父亲和家人专门去东台等地多次寻找
过，一直未找到。父亲去世前他交代，要
继续找叔叔。这么多年，由于掌握信息
太少，一直没有头绪。现在父亲的遗愿
总算了了。”张广才侄子张会华哽咽地
说。

时隔77年，烈士张广才终于“看”到
了牵挂许久的亲人，这一次“团聚”既是
对烈士英灵最好的告慰，也是对烈士家
属的慰藉，更是以感恩之心对英雄先烈
精神的致敬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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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雪龙”号极地考察船缓缓驶入

青岛奥帆中心，标志着由自然资源部组织

的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自然资

源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在青岛奥帆基地码

头举行欢迎仪式并举办为期三天的开放日

活动。

此次考察首次由“雪龙”号、“雪龙2”

号与“天惠”轮三船保障实施。考察队于

2023年11月1日从国内出发，历时5个多

月，在时间紧、任务重、恶劣环境频发的情

况下，圆满完成建设南极秦岭站等各项考

察任务。 （人民网）

袁枚 《随园诗话》，因通俗有
趣、短小精悍、个性鲜明而广受朝野
士林闺阁的追捧，翻印成风，被誉为
清中叶书籍市场四大畅销书之一。
《随园诗话》 是袁枚宣扬“性灵诗
学”的重要载体，也是收录点评当世
诗作的前沿阵地。“至 《诗话》 之
刻，海内投诗者，不可胜计”（蒋敦
复《随园轶事》“诗世界”条），袁枚
的声名也因《随园诗话》的流播而升
沉消长。

誉之者赞不绝口。京城诗坛祭酒
法式善收到袁枚赠书，乾隆五十七年
（1792）七月回信说：“披览一过，如
入五都之市，奇珍异宝，使人心目眙
骇，真大观矣。京中随园著作，家弦
户诵。有志观摩者，无不奉为圭
臬。”（《答简斋先生书》）乾隆六十
年 （1795），被袁枚许为诗家“奇
才”的孙星衍移官山东，也说：“读
《诗话》，阐发性灵，皆人意中所欲
言，而得前人所未曾有，快极快
极！”（陈鸿森《孙星衍遗文再补·与
袁简斋书》）毁之者斥为流毒。嘉庆
元年 （1796），章学诚撰 《丙辰札
记》，抨击袁枚乃“无耻妄人，以风
流自命，蛊惑士女……征刻诗稿，标
榜声名”。袁枚下世仅过一年多，嘉
庆四年 （1799） 春焦循作 《刻诗品
序》，含沙射影批评袁枚借《随园诗
话》“充逢迎，供谄媚，或子女侏儒
之间，导淫教乱。其人虽死，其害尚
遗。一二同学之士，愤而恨之，欲尽
焚其书”。

正如蒋寅先生《袁枚之出世——
乾隆朝诗学思潮消长的一个浮标》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
期）所指出的，研究者未对袁枚诗学
观念成立及影响于诗坛的具体时间作
深入考察，在谈论乾隆朝诗学流派消
长时，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历史感而流
于隔膜和错位，实际上，袁枚乾隆二
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以后才开始掌握诗
坛话语权、执诗坛之牛耳。同理，考
证《随园诗话》的具体撰写时间也是
大有必要的。这部清代卷帙最富、流
传最广、议论最多的 《随园诗话》，
其写作时间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吴宏一先生利用《随园诗话》35条内

证，撰成《袁枚〈随园诗话〉考辨》
（收入氏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
认为《诗话》正编十六卷编成于乾隆
五十年（1785）袁枚70岁至五十三年
（1788） 73岁之间。黄一农先生《袁
枚 〈随 园 诗 话〉 编 刻 与 版 本 考》
（《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9期） 也
说 ：“ 袁 枚 应 是 在 乾 隆 五 十 年
（1785） 左右开始编纂此书”，“于五
十五年庚戌岁左右初刊正编十六
卷”。随着《稿本随园诗话》的影印
行世，这一关涉袁枚诗学的重要问题
可作出进一步的考订厘正。

袁枚 《稿本随园诗话》 弥足珍
贵。蒋寅先生《清诗话考》署有“稿
本2卷（泰州古籍书店）”。此稿本经
江苏泰州新华书店收藏，末页钤有

“泰州新华书店古籍审定善本”朱文
印，后入藏天津图书馆。此稿本今由
路伟先生觅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3年6月影印出版。在此之前，潘
荣生先生曾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传
抄本，撰《今钞本〈随园诗话稿本〉
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
年第6期）予以揭示。王英志先生新
编袁枚全集时也指出：“此书有手抄
本（部分内容）为上海某拍卖公司认
定为袁枚手稿高价拍卖，未知是否赝
品。”（《袁枚全集新编·前言》）《稿本随
园诗话》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将其撰写
的开始时间提前至乾隆四十二年
（1777），而不是吴宏一、黄一农两位先
生所说的乾隆五十年（1785）。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
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即
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鸿词，手草
奏章，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

“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
安详，绝无年少轻浮之习，必为厚重
大成之器”等语。一时广西司道争来
探问。公每坐八桂堂，见属吏，谈公
事外，必及枚之某诗某句，津津道
之，并及其容止动作、性情嗜好夸张
不已。枚每日在屏后闻之，惶悚愧汗
然。闻公见客，亦必随而窃听也。临
入都时，赠七排一首，有云：“万里
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
实录也。先生有诗集数卷，没后，其
家式微，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
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
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

“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
床。”皆余在署中所见之句也。想见
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今四十二
年矣，知己之感，终身诵之。

《随园诗话》卷一第九条文字与
此高度雷同，仅有两处改动：一是将
屏后听闻被夸的惶悚羞愧之状改为窃
喜自负之态，二是删去“今四十二年
矣”之后的十四字。其实，如此修改
是袁枚撰写诗话以博取声名的惯用手
段，向为学界所熟知，但无形之中透
露出 《随园诗话》 这一条的撰写时
间：乾隆丙辰指乾隆元年，“今四十
二年矣”即乾隆四十二年。据此，
《随园诗话》的始撰时间可成定谳。

此外，尚有几条写于学界常说的
乾隆五十年之前。《随园诗话》卷三

第五四条曰：“余年二十三，馆今相
国嵇公家，教其幼子承谦。今四十三
年矣。”乾隆三年 （1738） 春，23岁
的袁枚坐馆嵇璜家。后推四十三年，
此条当作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又
如《随园诗话》卷十第六八条：“余
试鸿词报罢，蒙归安吴小眉少司马最
为青盼。五十年来，其家式微。今年
游粤东，过飞来寺，见先生题诗半山
亭云。”袁枚游粤，事在乾隆四十九
年 （1784）。闰三月过广东清远，游
峡江寺，观飞泉亭，《小仓山房诗
集》卷三十有《飞来寺》。可知此条
作于乾隆四十九年。大约在乾隆五十
九年 （1794） 春，袁枚致信孙星衍
说：“荣铁斋中丞素无一面，记有外
甥王健庵诵其佳句云：‘风自旁来无
顺逆，水当涨处失江湖。’仆击节不
已，采刻《诗话》中，已十五、六年
矣。”（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附袁
枚《答书》）荣铁斋即荣柱，乾隆四
十二年 （1777） 二月任河南布政使，
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升任河南巡
抚。《随园诗话》卷八第二三条收录

“风水”二句时，称其为“荣方伯”。
推之，可知此条当作于乾隆四十三年
至四十四年间。

关于《随园诗话》正编十六卷撰
写的截止时间，吴宏一先生据卷十四
第二九条、卷十六第一九条、第四五
条，定于乾隆五十三年。所说大体不
差，然似有可商补之处。《随园诗
话》卷十六第五九条曰：“钱竹初擅

‘郑虔三绝’之才，抱梁敬叔州郡之
叹，屡次书来，欲赋遂初。余寄声规
其濡滞。今秋才得解组，余贺以
诗。”钱竹初即钱维乔。其《竹初文
钞》卷六《自述文》云：“二十四登
贤书，六赴礼闱不第……旋调鄞，在
任七年，以疾归。”钱任鄞县知县
时，曾邀钱大昕纂修县志，今有乾隆
五十三年（1788）刻本《鄞县志》三
十卷。《竹初文钞》卷三《答家竹汀
书》说“志稿发刊已什之七，约夏秋
间可蒇事”，又自陈不愿“与俗人共
事，强之酬酢”，拟挂冠引退。推
之，乾隆五十三年秋县志刊竣后，钱
维乔便引疾归隐。故此条当作于乾隆
五十三年秋之后。袁枚的贺诗即《小
仓山房诗集》 卷三二 《寄钱竹初》，
郑幸《袁枚年谱新编》系之于乾隆五十
四年。又，《随园诗话》卷十六第四七条
载：“吾乡王文庄公际华，与余有总角
之好。……次子朝扬选江宁司马，来修
通家之礼……见赠云：‘……我劝上清
姑少待，缓迎公返四禅天。（今年二月
八日，公梦有僧道二人，来请公复
位。）’”据郑幸《袁枚年谱新编》所考，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八日，袁枚夜梦已
将逝，及期未验，有诗纪之。可知此条
当作于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八日以后。

综上所述，《随园诗话》的写作
时 间 最 早 不 晚 于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1777），而非吴、黄二先生所说的乾
隆五十年（1785）开始编撰，最迟的
条目当作于乾隆五十三年秋以后、五
十四年冬 《随园诗话》 成书付刻之
前。 《光明日报》

袁枚《随园诗话》写作时间新考

4月14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州在景洪市举办泼水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

游演活动，各族群众代表身着节日盛装载

歌载舞，向市民和游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新华社）

4月14日，长江江豚在湖北省宜昌市

葛洲坝下游大江水域逐浪嬉戏。

随着气温回升，长江宜昌葛洲坝下游

附近出现成群的江豚，它们时而结伴潜水，

时而跃出水面。有“微笑天使”之称的长江

江豚，是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旗舰物种。近

年来，当地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长江江豚

数量稳中有升。 （新华社）

4月15日12时12分，我国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

将四维高景三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

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该卫星主要为数字农业、城市信息模

型、实景三维等新兴市场，以及国土测绘、

防灾减灾、海事监测等传统领域提供商业

遥感数据服务。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