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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
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11日下午在人民
大会堂闭幕。大会批准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
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
作报告等。大会通过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法的
决定、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国家主
席习近平签署第73号、第74号主席令予以公布。
大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闭幕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栗
战书主持。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晨、
曹建明、张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
海、万鄂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
金、蔡达峰、武维华、杨振武在主席台执行主席席
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
王岐山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应出席代表 2953 人，出席 2896 人，缺席
57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下午3时，栗战书宣布会议开始。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会议充
分肯定国务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和 2021 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工作部署，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决
议。决议指出，会议同意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
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会
议要求，“十四五”时期要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
布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准确把握新发展
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
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开好局起好步。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人大组织
法的决定、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决定。
这两个决定自 2021 年 3 月 12 日起施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分别根据这两
个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
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决定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
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决定批
准关于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批准 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表决
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 2020 年中
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1 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的决议，决定批准关于2020年中央和地方预算
执行情况与202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2021年中央预算。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
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
会议充分肯定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常委
会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决定批准这两个报告。

随后，栗战书发表讲话。他说，十三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经过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已经圆满
完成了各项议程。

栗战书指出，会议高度评价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的新的重大成就，表达了人民对习近平总书记
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衷心拥戴。会
议审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审查批
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栗战书说，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全国人
大组织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
决定。会议作出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
度的决定，全体代表高度赞同，表达了包括香港同
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维护香港宪制秩序的坚定决心。

栗战书指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人大工作更好发挥职能作用，必须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更加自觉做到旗帜鲜明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人大工
作，长期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确保人大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旗帜鲜明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的
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使党的主张通
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人民共同行动，保证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国家工作中得到
全面贯彻和有效执行；旗帜鲜明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更加自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切实增强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力的政
治保障；旗帜鲜明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在全
面依法治国中发挥重要作用，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紧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
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支
撑和保障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旗帜鲜明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谋划和开展工作，依法行使立法权、
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正确有效发挥人大职能
作用，切实做到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在哪里，人大工
作就跟进到哪里，党和国家大局是什么，人大工作
就重点安排什么；旗帜鲜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挥代表主体作用，尊重代表、依靠代表、服务代表，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使人民当家作主更加有
效地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栗战书说，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新的历
史时刻，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同心协力，担当尽责，朝着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下午3时43分，栗战书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闭幕。大
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结束。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刘鹤、许其亮、
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篪、杨晓渡、张又
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春华、郭声琨、黄坤
明、蔡奇、尤权、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
周强、张军、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
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马飚、陈晓光、梁振
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
峰、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
云龙，以及中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关单位、
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听了大会。

外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京闭幕

▲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这是闭幕会后，代表走出人民大会堂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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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头肉下肚，江湖气上身
□ 甘武进

微言

荐书

内容简介：

《送你一颗子弹》举重
若轻地重新审视了生活的诸
多层面。作者刘瑜通过独有
的敏感知觉和细腻笔触，把
日常生活陌生化，打开了一
系列我们习而不察的维度。
这些维度在我们熟知的知识
体系中分属不同的范畴，但
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既远且
近的互文效应。

本书的文风与姿态既
不高冷，更不学院，相反，读
者时时能够感受到作者的
亲切在场，并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于作者。而字里行间的刘瑜
则像一个爱玩乐高的蠢萌小孩，她在人物、友谊、爱情、电
影、书籍、制度等看上去毫无关联的事物中，以一种奇特的絮
语式文体与逻辑，自由无碍地把一切打碎重组成一个崭新
的、大写的、可视的，同时也是立体的“生活”风格。

寻味

书名：送你一颗子弹 作者：刘瑜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12
定价：48.00元

一切有情，依食而往。
世道或许凉薄，美好的食

物却总能治愈一切。不开心
了，吃一顿就好；如果没好，那
就再吃一顿……

这里是《株洲晚报》全新
打造的“寻味”栏目，我是栏
目主持人茅道，你忠实的寻
味向导。我将跟你一起，搜
寻这城中一切能治愈人心的美好食物。

如若你也有这样的食物，或者曾吃过这样的食物，请
扫码下图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分享。我相信，这些酸甜
苦辣的记忆片段，就是我们共有的聚散离合的烟火人间。

文字里的生活细节

我看书特别喜欢关注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
比如乐府诗《陌上桑》里有一段问答：
问：“罗敷年几何？”
罗敷答：“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
我就想，原来女孩子的年龄自古就不好随便对别人讲，

非要遮遮掩掩，跟你绕弯弯。
而且我猜，罗敷的年龄肯定不是十八，就是十九，否则就不

是二十“尚”不足了，她大概会骄傲地告诉你：二十“颇”不足。
还有一个例子，司马懿的侄孙司马彪，在他所写的《九州

春秋》里，出现了一个词：“唾掌而决”。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往手心吐口唾沫，事情就

解决了。
这个词，显然和后来的“唾手可得”是一个意思，表示事

情轻而易举。
我倒不关心它的意思，我关心的是，这个词透露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信息。就是它说明了，有一个习惯，可能人类已
经保持了至少两千年了。这个习惯就是在做重活儿的时
候，很多人会先往自己两只手心里分别吐一口唾沫。在我
小的时候，见过很多人干力气活，都有这个习惯。据说，一
些老的电视剧里还经常出现这种细节。我记不清楚了，可
能老的三国或者水浒里就有。

随着工具的进步，这个超过两千年的习惯早晚会消失不
见。当然这对人类生活来说不是一件坏事，但这个事情让
我老在想，一定还有更多好玩的、曾经的生活细节隐藏在那
些不经意的文字里吧。 （@唐不闻）

我对猪头肉情有独钟。
在超市里，只要见到那晶莹剔透、

挂着油花的猪头肉，我肚子里的馋虫就
往外爬。妻子知道我有“三高”，每当我
试图购买时她就极力劝阻。

一般情况下，我自己尽量克制，但
最后还是控制不住。妻子在收银台结
账时，我会匆匆离去，待她回头找我，我
已拿着一块猪头肉高高兴兴地回到她
身边了。妻子嗔怪说：“好肉有的是，你
咋非要吃它呢？”

妻子当然体会不到。
回家后，我捣点大蒜切点姜，再倒

点醋酱油、香油，用猪头肉蘸着吃，再喝
上二两酒，比神仙都要美！

猪头肉，有皮有肉，有肥有瘦，肥肉
里裹着块瘦肉，瘦肉里又掺杂着几丝肥
膘；猪耳朵是两层皮夹着一层脆骨，皮
韧骨脆，嚼劲十足；猪拱嘴、猪口条干
脆，分不清肥瘦，肥中有瘦、瘦中带肥，
想起来就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吃
起来则清爽利口，让人销魂。

不过，相对于别的食材来说，猪头
肉是世俗的，是民间的，是巷井市民、街
头百姓均可吃的食物。在以前，它的主
要功用是祭祀。在不年不节的平常时
日，富人不屑问价，穷人就低价买回去
解馋。一来二去，猪头肉竟被改良成为
压过猪肉风头的美食。

早些年，农村凡有婚丧嫁娶，都要
大摆筵席，作为乡村厨师的堂叔忙不过
来时会叫上我去帮忙。在他的指导与
自己的实践下，我居然学会了做猪头
肉。

生猪头煺毛是个技术活。生猪头
拔去粗毛，刮洗几遍，用火通条烫去毛
茬；猪头劈开，削去耳根、淋巴等不能食
用的部分，切成大块，放入清水锅中，加
入盐、花椒、大料，大火炖煮，文火焖熟，
煮到七八分熟，能用筷子穿透即可，太
过则影响爽脆的口感。猪头起锅后立
即投入冷水中降温，待凉后将其片成薄
片，加红油姜蒜汁、盐拌匀，吃起来绵筋
中有快刀斩乱麻的脆嫩。

猪头肉以凉拌为佳。它因肉的分
布部位与肉的肥瘦厚薄不同，食起来感
觉也不同。我们常说的猪头肉，那是较
为笼统的称呼。往细里分，猪头肉大致
可分为拱嘴、口条、耳朵和猪脸，几种分
法各有不同的吃法。

拱嘴、口条和猪耳朵是标配的下酒
菜；猪拱嘴与口条似瘦非瘦，说肥不肥，
吃到嘴里筋道，不油腻、有嚼头；猪耳朵

脆而爽，香而不柴，切成细长条，红白相
间，长短不一，看着就让人食欲大增。

不知什么原因，也不知是什么时
候，桌上有猪头肉时白酒绝对不会缺
席，那好像是很有默契的固定搭配。
酒，当然是农家自酿的比较烈的散装酒
或二锅头。

记得在家乡的夜市摊上，我常与三
五友人小聚，点几份拱嘴、口条和猪耳
朵，加红油凉拌。大家酒肉下肚，聊工
作，谈生活，话人生。粗放式烧煮的猪
头肉充满了江湖气，加上酒的力量，每
个人都血脉贲张，意气风发，感到昂扬
与舒畅。

据说，猪头肉大致可分南北两派，
北方以卤为主，切成薄片凉拌食用，代
表作就是京津的薄饼卷猪头肉。南方
以红烧、酱焖为主，如淮扬菜系的“扒烧
整猪头”，火工最讲究，是道久负盛名的
淮扬名菜。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吃过
扬州的烧猪头。如果有可能，还是很想
去品尝一下。夏日的黄昏，就着猪头肉
喝二两酒，拎个马扎踅到一个荫凉树下
纳凉，该是人生莫大的享受呀。

现代人讲究南北两派猪头肉，古人
对此的研究却更胜一筹。关于猪头肉
的记载，始见于宋代的《仇池笔记》，讲
的是一和尚通过奉献美味猪头肉，逃脱
了生死责罚，苏东坡在此记录的，是宋
时和尚“蒸猪头”的轶事。清代袁枚在

《随园食单》里，记有“烧猪头二法”。另
有部《调鼎集》，至少记录了猪头肉的十
四种做法。清人李斗更是在《扬州画舫
录》中记江郑堂家以治十样猪头闻名。
普通人能将猪头做成熟肉已不容易，居
然能调出十种味道，做成“猪头宴”，实
在令人叹服。

看来，猪头肉很早就大受青睐了。
遥想苏东坡大啖猪头肉时，更是少不得
一壶对月而歌的老酒，此为千古文人渊
源流传下来的文化习性，就算是现代及
当代，许多的文人墨客亦是如此。

有段时间，我痛恨自己爱吃猪头肉的
“劣性”，痛恨自己看见猪头肉就有走不动
道的馋猫劲儿；我还曾一直以为，猪头肉
纯粹是贩夫走卒、下里巴人才喜欢吃的东
西，甚至为此感到惭愧，羞与人言。

然而多年来，我却一直馋着那酥、
烂、筋、鲜、香、肥而不腻的猪头肉，再看
看那些名人大家对猪头肉的赞誉，知道
他们对猪头肉喜爱有加，乐此不疲，我
就更加释然了。

毕竟，一口猪头肉，惬意涌心头。

寻味征集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