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格工作群
助走失老人回家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周圆 通讯员/张玉婷）“黄甲村二组村
民李某于昨天晚上十一点钟左右离家
走失，到现在还没有回家，家里人很着
急，如有知情者，请与其家人联系。”7月
3日上午9时，一位居民在醴陵白兔潭
镇网格微信群里反映到。

醴陵白兔潭镇网格员中心得知老
人走失的消息，立即通过网格工作群
发布寻人启事，并发动网格员通过朋
友圈、好友群等多渠道转发寻人启事，
扩大搜索覆盖面。瞬间，这条寻人启
事在白兔潭镇网格员之间传递，并迅
速转发到了各村村级微信群。

4日下午3时许，汆溪村网格员彭
庆东反馈，下午巡查时看见过体貌特征
相似的老人，在民警的帮助下，经过一
番搜寻，终于在汆溪村防洪堤边发现走
失老人。彭庆东立刻通过微信群联系
到黄甲村网格员并转告给老人的家人。

老人最终在家人及网格员们的帮
助下，顺利回到家中。

为贯彻国务院安委会和
省、市安全工作会议精神，确
保混凝土企业的生产安全，我
市预拌混凝土管理办公室成
立了安全专项检查小组，从 6
月 23 日开始至 6 月 30 日，严
格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
并对照《预拌混凝土企业安全
生产规范》的各项标准，对市
区 22 家混凝土生产企业进行
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

治专项行动，本次检查由市预
拌混凝土管理办公室主任谭
峰任组长，两位设备安全管理
方面的专家一同参加此次专
项行动。

检查小组从人员管理、设
备管理、用电安全、消防安全
等几个方面，分别对各混凝土
生产企业进行了现场检查和
资料查验，对企业客观存在的
安全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了

解，在现场为他们出主意、想
办法，针对安全隐患多、问题
严重的企业下发整改通知书，
限时整改。

通过此次专项整治行动，
整改了一批较大安全生产隐
患，增强了企业安全管理人员
的安全意识，规范了企业安全
管理制度，全面提升了混凝土
生产企业整体安全生产管理
水平。（图/文 韩建强 纽带）

▲检查小组在现场进行检查

市预拌混凝土管理办公室开展混凝土企业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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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黎世伟 通讯员/赵荧星 刘渝沅）7
月7日凌晨，一块半圆形金属物体
从天而降，砸在炎陵县中村瑶族乡
中村村的农田里，巨大的声响划破
山野的寂静。经当地武装部门官
兵实地查看，认为这应该是一块火
箭残骸。

7日零时40分许，正在酣睡的

中村村新屋组村民钟志军，被一声
巨响惊醒。由于睡意正浓，他跟爱
人没出去看，继续睡觉。天亮后，
钟志军打开大门一看，发现20多米
开外的农田里，静静地躺着一块黄
蓝相间的半圆形金属巨型残骸状
物体。山村出现“天外来客”的消
息，很快传开，不少村民前来观看。

村民们迅速向上级报告，当地

公安机关和武装部官兵第一时间
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跟有关方面
取得联系，组织人员将坠落在此的
火箭残骸装运回收。经鉴定，这是
一块火箭残骸，长 4.2 米，最宽处
3.23米，最窄处1.78米。

据了解，坠落残骸未造成人员
伤亡，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将对损
坏的禾苗进行适当赔偿。

一声巨响！火箭残骸凌晨坠落炎陵
无人员伤亡，有关部门将对损坏的禾苗进行适当赔偿

▲官兵在回收火箭残骸。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楚曈 通讯员/刘静）7月7日，一
场特殊的生命告别仪式在株洲某
院校举行，七旬老人陈国荣因病
离世后，家人遵照其遗愿，捐献了
老人的遗体和眼角膜，用于医学
教学科研和治病救人。

当天下午，告别仪式现场一
片肃然，陈国荣老人的家属、好友
以及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学校
师生纷纷向老人敬献鲜花，追思
这位“无言良师”。

据悉，陈国荣老人是一名老
党员，罹患重病时刻，拖着病体
来到市红十字会，表达捐献遗
体、造福后人的强烈意愿，并说

服家人签署了遗体（器官）无偿捐
献志愿书。

“父亲去世前，我还在跟他
商量，可不可以不要捐献遗体，
捐献器官就行。可他不同意，坚
持要捐献遗体。”陈国荣老人的
儿子说，作为家属，他们尊重父
亲的遗愿。

7 月 2 日，陈国荣老人永远地
闭上眼睛，离开了这个世界，生命
定格在了75岁。他捐献的眼角膜
将助两位角膜盲症患者重见光
明，同时其遗体也将作为医学院

“大体老师”，教会初登医学殿堂
的学生认识第一根神经、第一根
动脉。

致敬！七旬党员离世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我市共计捐赠遗体75例、器官捐
赠201例、角膜捐赠125例。其中，陈国荣老人是我市第73位成功捐献
遗体（组织）的志愿者。

延伸阅读

九旬老人迷路
民警及时救助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何小平）公安队伍教
育整顿收官，“我为群众办实事”等平
安建设实践活动仍在继续。7月7日，
渌口公安分局南洲派出所救助了一名
90多岁的老人，对方在醴陵赶集时迷
路了，已在外流浪一天。

当天上午10时许，南洲派出所接
到早竹村村干部电话称，有一名男性老
人躺在S313线早竹村罗家组路段。民
警迅速赶往现场，将满身是汗且一天未
进食的老人扶起并带回所里安顿。

待老人缓过神来，民警与老人进
行沟通。老人自述姓殷，是醴陵市均
楚镇人，其他情况则讲不清楚。民警
通过老人户籍地派出所联系到当地村
干部获得老人家属的电话，告知其家
属到派出所接老人回家。

老人的女儿、侄子闻讯赶到南洲
派出所。民警了解到，老人今年 91
岁，患有阿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
呆”），7月6日早上出门到镇上赶集就
一直没回家。

▲大家纷纷敬献鲜花。记者/易楚曈 摄

偷饭的小贼们
唐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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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国古代

政治制度史的力作，选取了16
个历史横断面，着重探讨在每一
个封建王朝的盛世背后，百姓生
活的历史真相。作者直指封建
王朝的核心理念“外儒内法”，将
秦制帝国纷繁复杂的历史常态
化、规律化，探索帝国运转的内
在理路，揭示其延绵长达两千余
年的奥秘；深入每一个截点，解
读信史文献，用严密的逻辑掲
开王朝治世的面纱，也颠覆了
世人许多想当然的认知。

这些历史横断面关联起来
再现了两千年来秦制从萌芽到
成熟，再到进化的全过程，为读
者提供了另一种审视王朝兴衰
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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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荐书

书名：秦制两千年——封
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作者：谌旭彬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7
定价：88.00元

寻味征集令

珍妮古道尔有次坐出租车，结果
司机得知她是研究黑猩猩的，就对在
动物身上“浪费”很多钱的人展开了
长篇大论的批评，特别说到了自己妹
妹，他妹妹为当地一家动物保护组织
工作。

“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在受苦受
难，有这么多儿童受到虐待……”司
机认为，有这么一个对动物很关心的
妹妹，他感到讨厌。

“像他这样的人有成千上万。他
们不了解问题，不懂得如何探讨，只

是炫耀他们所听来的陈词滥调，不厌
其烦地一遍遍重复。”珍妮古道只好
跟他讲自己的工作，讲道理，讲了半
天好像没用，他还是固执地认为关心
动物是浪费时间。

下车的时候，珍妮古道尔觉得不
论他持的是什么观点，小费还是要给
的，但她没零钱，于是她给了他一张
整钞，就说你自己留下一两镑，其余
给你妹妹支持她的动保工作，她当时
觉得他不会给的，只是为了她自己幽
默。结果她回去以后收到司机妹妹

写来一封信，说收到了捐款，而且很
奇怪，她哥哥变了，变得对她特别好，
对她的工作也感兴趣起来，问了她很
多关于动物的问题。

珍妮古道尔觉得：我辛辛苦苦讲
了一小时得到了回报。我觉得也不
能忽略最后的整钞啊。道理加钱可
能会效果特别好吧。虽然钱不是给
司机的，但司机感受到了“这个人不
是只有空口说说的，那她说的事可能
是真的有意义的”。

（@顾不厌）

有意义的事

寻味

微言

▲图片来自网络。

韩剧说韩国有“三大神偷”：偷青
春的郎君，偷 S 型身材的孩子，和偷
米饭的酱螃蟹。头两种“小偷”没啥
特色，对时下的潮妻辣妈们，其招数
也早已不大灵光了。唯有这排行老
三的小贼，算得上是久经考验的韩国
造：五六月间的满黄梭子蟹，盐渍后
拆好，调入掺了佐料的滚酱油汤。吃
的时候，米饭盛进蟹壳，拌上蟹黄、
酱汁，嘬一口蟹肉配一口饭，“根本
停不下来”！

江浙一带也嗜生蟹，一般是加盐
加酒，佐以五花八门辅料，短则醉几
小时，长则呛十来天；对象也不限梭
子蟹，近海滩涂小螃蜞、阳澄湖里大
闸蟹，均照醉不误。这类蟹肴自古有
之：《齐民要术》里不放酒而放蓼汤，
借水蓼的辛辣味去腥；隋炀帝好甜
口，他的“镂金龙凤蟹”要先在糖稀
里浸一宿才入盐汤；《东京梦华录》
里的“洗手蟹”调味更讲究些，添了
生姜、陈皮、花椒等香料；浦江吴氏
的方子最粗犷，“糟、醋、酒、酱各一
碗，蟹多，加盐一碟”。

红膏呛蟹揾米醋，是沿海居民的
“大下饭”，可对付不了内陆舌尖。
云贵川陕一带，不少人连清蒸虾蟹配

姜醋都嫌有味儿，非搁花椒辣椒爆炒
不可，生腌的海物河鲜就更消受不了
了。这跟许多两广人吃不了手把羊
肉是一个理儿，“水居者腥，肉攫者
臊，草食者膻”，好哪一口跟小时候
吹没吹过海风闻没闻惯草甸子味儿
大有干系。

西南地界土生土长的偷饭小贼
另是一个路数。贵州“老干妈”、重
庆“饭遭殃”一类重油配辣子的杂拌
酱，是他们走南闯北丢不下的小跟
班。成都朋友去上海开会，对着一桌
子本帮菜嘀咕，这么甜，老子嘴里要
齁出鸟来了！宴席一散，直奔宾馆，
弄碗方便面拌上小半瓶老干妈，还必
须摆起王宝强在康师傅广告里那个
吃相，才镇得五脏六腑都平稳了。

这当然是出门在外不得已为之，
川渝人屋头的小贼们要温和许多，比
如泡菜。不管桌席还是火锅，大伙
儿先都尽情喝酒吃菜，但肚皮里只
有酒菜哪能算饱？末了总要喊“小
妹儿，添碗饭！”小妹儿若只管拿饭
来，是要遭埋怨的：“白饭啷个吃
嘛，打碟泡菜噻！”其实桌上的菜远
没消灭完，哪至于吃白饭？害的是
那口小贼。

四川泡菜和韩国泡菜不是一码
事儿。盐不重，主要借花椒白酒之
力。名堂多——红白胡萝卜、黄瓜莴
苣条、藕片豇豆角、卷心菜苤蓝、辣
椒、姜、蒜、藠头——只有你想不到
的，没有他不敢泡的，我在峨眉山脚
下吃过泡茄子！名堂多颜色就好，农
家乐柜台上，几大玻璃瓶红黄白绿在
前，瓶子后面偶尔探出年轻老板娘桃
花色的脸蛋，现成的油画。

比起单用泡菜下干饭，更精致
的做法是加点鲜菜炒成咸香口，下
粥。泡豇豆炒鲜豇豆在重庆的早点
摊儿上极受欢迎，酸、爽、脆、嫩，配
上绵滑的米油子，开胃指数爆表。
异曲同工的是江浙小菜萝卜干炒毛
豆，我四岁多在上海，就着这口创造
过一顿下去三碗泡饭、吓倒舅妈的
记录。

湘西也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腌菜
炒鲜菜，叫“外婆菜”，是拿梅干菜、
酸豆角一类腌物加大蒜、青红辣椒、
五花肉丁爆炒，这里头辣椒就是鲜菜
啦！“外婆菜”可以直接下饭，也可以
烧鱼炒肉烩豆腐当佐料使，据说能把
一锅菜都带成偷饭小贼。至于为什
么叫“外婆菜”，一说乡下外婆清贫，
无钱大鱼大肉地办招待，整出这么一
碗能让一大家子人吃高兴了，划算；
另一说做这个菜总要用腌晒得恰到
好处的时令菜，想想也只有外婆经验
多耐心又足，记得什么节气该腌什么
晒什么。我心中总偏向后者，觉得多
着外婆柔和厚实的手掌和太阳味儿，
暖烘烘地舒服。

各地主食有别，如果将“饭”的外
延扩大一点儿，那么陕北拌凉皮的油
泼辣子，山东卷煎饼的大葱和豆酱，
北京抹烤窝头片儿的王致和臭豆腐，
也都可纳入偷饭小贼一列。豪爽如
东北菜，大碗大盘之间还是会有酱碟
的一席之地，黄瓜、水萝卜、生菜、柳
蒿芽，蘸黄酱、东北大酱或蜢子虾
酱，就大茬子粥贴饼子，嗷嗷香！

如今各式菜谱多得卖不动。不
知为什么没人动动偷饭小贼的脑筋，
像《水浒》开篇那样来个一百单八

“贼”绣像（照片）和简历（制法），保
险不胫而走。

没错儿，你尽管嘴大吃八方，放
胆造天下美食。但总归有些个时候，
各式大菜的诱惑都暂时被屏蔽，只有
蛰伏在记忆深处的味觉密码才支使
得动舌尖。那是隐秘的犄角儿里蹲
着的某位小贼，拿小爪子轻轻挠你的
胃么？那是你的发小，你的另类青梅
竹马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