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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
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谭哲）

“幸亏办了狗证植入了电子
芯片，走失5天的狗狗才找
了回来！”近日，爱犬人士付
某从天元区滨江南路的志
和宠物医疗店领回自家的
柯基犬时，开心地与该店工
作人员合影。据了解，这是

《株洲市城市养犬管理条
例》实施以来，我市通过电
子芯片找到狗狗主人的第
一例。

今年5月1日，《株洲市
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
后，付某通过“株洲养犬管
理”微信公众号，为自家的
柯基犬提交了登记办证申
请。申请通过后，办证点工
作人员为他的爱犬植入了电
子芯片，佩戴上狗牌。前不
久，柯基犬意外走失，他到处
寻找、打听、求助，仍没有找
到。就在这时，他接到宠物
店电话，说狗狗找到了。

原来，有热心市民发现
一只柯基犬在滨江南路一带逗留，
遂将其送到附近的宠物诊疗店。宠
物诊疗店工作人员拿来专用的扫码
仪器，对着柯基犬脖子上植入的电
子芯片一扫，狗狗主人的信息就显
示了出来。现场经过确认，付某领
回了狗狗。

市公安局综合管理支队负责人

介绍说，实践证明，及时办理犬只
登记、植入电子芯片，不仅有利于
执法机关对犬只有效管理，也将方
便主人找回走失的犬只。株洲是一
个文明城市，养狗必办证、出门必
牵绳是养犬人的法定义务。请没有
办证的养犬人尽快通过“株洲养犬
管理”微信公众号或“智慧株洲·诸

事达”App进行线上申请办证，审批
通过后自主选择养犬登记办证点为
爱犬植入电子芯片并佩戴狗牌，给爱
犬、自己、他人增添一份安全保障。

据了解，至 8 月 26 日，全市已
有 9030 只 狗 狗 申 请 办 证 ，其 中
8619只获得通过，进展形势喜人。

我市开出17张涉犬罚单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沈全华
通讯员/谭哲）8 月 26 日，记者从市公安局
综合管理支队获悉，自《株洲市城市养犬
管理条例》实施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已开
出17张《涉犬违法行为处罚决定书》。

7月以来，天元区黄山路喜悦花都小
区有居民报警称，4 栋有人养了一条大
狗，经常在半夜发出刺耳的叫声，导致大
家无法正常入睡。天元公安分局巡警两
次上门对狗狗的主人田某予以口头警告
并责令其整改。一个月下来，田某依然
没有采取行动制止犬吠扰民行为。

8 月 13 日，再次接到群众报警后，天
元巡警根据《株洲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
规定，开出一张《涉犬违法行为处罚决定
书》。接到处罚决定后，田某自愿将狗狗
交给市小动物保护协会收留。

以上 17 张《涉犬违法行为处罚决定
书》的处罚原因，主要是狗狗未办证、超
养、扰民等。部分处罚对象已放弃对狗
狗的抚养权，将其交给市小动物保护协
会收留。

据了解，我市已建立健全 24 小时的
涉犬警情处置响应机制。对群众报警
有治安隐患的流浪犬只，及时进行收
留。《条例》实施以来，已收留流浪犬只
284 只，且全市未发生一起犬只伤人及
涉犬负面與情，株洲文明养犬氛围越来
越好。

▲柯基犬失而复得，狗狗主人与宠物诊疗店工作人员合影。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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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有寻狗神器，走失5天的狗狗回家了

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市民兵训练基地
却“战味”十足。近日，我市首届民兵建制连
军事挑战赛激情开赛。

“加油，加油！”还在战术训练场外，此起
彼伏的加油声、呐喊声阵阵袭来。走进一
看，场面好不热闹，只见两个身影正低姿匍
匐、齐头并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来自天
元区应急连的基干民兵王斌玉以19秒的成
绩取得了该项目的冠军。

“5号靶命中，9环偏上……”在实弹射击
场，10 名基干民兵正在进行步枪 100 米射
击，每名民兵都聚精会神地举枪、瞄准、射
击，要做到弹无虚发很容易，枪枪10环才真
正不简单。一番较量下来，民兵罗捷打出了
49环的好成绩，拔得头筹。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在实弹射击之前
还加入了武器分解结合项目，既是考验参赛
民兵对手中武器的熟悉程度，也是对大家心

理素质的考验。
“患者右小臂骨折，立即处置。”随着考核

员一声令下，4名同台较量的民兵快速进行止
血、包扎、固定，大家的速度几乎相差无几。

最吸睛的无疑是无人机抛投救生圈课
目，只见两架无人机携带救生圈腾空而起，
朝着人工湖迅疾飞去。参赛选手一边娴熟
操控着无人机，一边认真细致地搜寻着救援

“目标”，最终救生圈准确抛投至水面的环形
靶上，引得阵阵喝彩声。

株洲军分区战备建设处处长陈雪勇介
绍，此次比赛包含无人机抛投救生圈、实弹
射击、救生抛投器操作、战术、止血与包扎、
心肺复苏等6个课目，通过贴近实战的比拼，
不仅检验了基干民兵的专业技能水平，也促
进了综合应急应战能力的提升。

据悉，此次比武竞赛的优胜者还将参加
省军区基干民兵大比武。

民兵训练“战味”十足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邓伟勇 通讯员/谭川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
媒体记者/成姣兰 通讯员/
谢璇）一日三餐在食堂解
决，是不少产业园区工作
人员的生活日常。为让
园区工人吃得放心，8 月
25日，天元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走进栗雨工业园，对
该园区食堂餐饮食品进
行抽检。

上午 9 点，抽检人员
来到栗雨工业园高科总
部壹号食堂。厨房工作
人员介绍，该食堂开设三
餐，进餐人员预计 300 人
左右。厨房里，工作人员
已开启了中餐的准备工
作。抽检人员随机抽取
了厨房待切洗的辣椒、豆
角、大白菜及辣椒酱、鸡
蛋等 5 个品种食品原材
料，并现场称重、封装留
样和待检样本。抽检人
员表示，他们主要对食堂
食品农残、兽残、非法添
加、菌落等进行监测。当
天，抽检人员还对千金药

业食堂餐饮食品进行抽
检取样。

天元区产业园区聚
集，园区食品安全尤其重
要。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
各市场监管所将进一步
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企业
进行自查和整改，并对问
题食品进行溯源。

据了解，2021年度天
元区市场监管局预计抽
检 1394 批 次 ，已 抽 检
1083 批次。其中，省市
区三级共检出不合格产
品 50 批次，已完成核查
处置 6 批次，其余正在核
查处置中。

天元区：
园区食堂餐饮食品抽检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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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去饭店想吃到一碗好的
米饭，基本上概率很小，要么煮得
就像是隔夜的剩饭，要么就是精
细过头，嚼在嘴里让你想起清代
里裹小脚的女人，软软细细的，没
几口就腻味了。

米饭好像在现代的生活节奏
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东方人的生
长和身材，被烙上了过多摄入这种
碳水化合物的印记，所以，米饭在
餐桌上也越来越被忽视，和父辈们
动辄两大碗的饭量比，我们现在的
饭量那真是小得惊人了。

所以，米饭的记忆，也好像只
能从山里那些清晨的炊烟袅袅里
再去寻一点滴。山里的清晨，是
从捞一锅好饭开始的。二十多年
前的某一个夏天的清晨，六点不
到，天色已经开始泛白，阳光还只
落在山顶上，奶奶就起了床，用柴
火烧好灶台，放入大半升的米入
锅，舀几大勺的山泉水入锅，慢慢
熬制。火候也不用太旺，熬到汤
头开始浓郁，捞出米饭，装入一个
木桶或者一口陶制的大坛子放到
另一口大锅里，盖上松木锅盖，用
大火继续蒸熟。

盛出的米饭每一颗米都是可
以分开的，口感是松软的，松松的
感觉不像电饭煲里做出那种软烂
的口感，却又没一点水放少了的

那种生硬，再细细地嚼，那饭是清
甜的。伴着大碗米汤，再炒一些
应季的茄子、四季豆或者黄瓜，成
了一顿普通但很可口的早饭。

山里的生活，也就是从这样
一顿普通的早饭开始的，一大坛
的米饭也为一家好几口人，备下
一天最重要的口粮。稻依水而
生，山里的山泉为梯田提供了最
好的水源，田里还放着田鲤鱼，为
稻田施肥松土，成就着一个完善
的生态系统。

早些年的时候，种籼米的也
有，但是后来的山里，也基本都种
粳米了。现在的大多数人，基本
也说不清籼米和粳米的区别了，
度娘会告诉你说，籼米要长些，吃
起来干一些，就像泰国的香米。
而粳米要圆一些，吃起来会软一
些，就像东北大米。灶台煮出来
的米饭，粳米蓬松的口感，比电饭
煲里那黏糊糊的口感要舒适很
多。

如今的灶台边，奶奶早已不
在。偶尔回山里吃一顿姑姑和婶
婶做的捞饭，那也是很奢侈的事
情，后辈们都出去了，少数留守的
他们，也开始用起了高压锅电饭
煲。后辈们回家的那几日，也是
他们最开心的时候，烧起灶台，又
可以见到屋顶上的炊烟袅袅。

捞饭的历史也渐行渐远，这
种方法煮饭却还背负一个不好的
名声，电饭煲的支持者们认为，这
种捞饭，将米汤分离，会使得米饭
里的维生素损失，他们却不知道，
剩下的米汤富含营养，是一日三
顿最好的佐餐，甚至口渴的时候
是最好的饮料，还是山里的小儿
们早晚的“牛奶”。

如今，米汤的浓郁只得在偶
尔闲时在煤气灶上寻找。煤气灶
上烧一小锅米，烧至半熟，捞出米
饭，放入蒸笼继续蒸煮。剩下的
米汤，稍微熬制，也是有了一些味
道。但是没了柴火和清澈的山泉
味道，纵使你煮饭用的是农夫山
泉，也是徒劳的，只能说聊胜于
无。铁锅里捞出的米饭，也没有
了太多的清甜，幸运的是，还算有
些松软，偶尔还能从冰箱或柜子
里翻出一些老家带来的咸肉和野
生牛肝菌，配一点上蒸笼，再撒几
枚银鱼或者干虾仁，就像那碗山
里的米饭，来到了海边。

还要说点什么的话，真的，如
果你要开一个饭店，劝你好好经
营那一碗米饭。如果去了一个好
饭店，上了一桌好菜，结果那碗米
饭很坑爹，真的忍不住和那些老
板说一句，几万块的西服你都卖
了，还差配条好领带？

书名：浪漫地理学——追寻崇高
景观

作者：[美]段义孚 著 陆小璇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8
定价：59.00元

内容简介：
“浪漫”与“地理学”看似是一对矛

盾的词。地理学脚踏实地，充满常识，
亦是生存所必需。在过去，每个人都
要懂得去哪里寻找食物、水源和栖息
地；而如今，所有人都必须细心经营地
球家园，使之更宜安居。当今的地理
学著作缺乏戏剧性，地图、数据、描述
和分析比比皆是，却没有豪侠之举，没
有孜孜以求的精神。然而，在不远的
历史中，地理学的确曾有魔力，并被认
为是浪漫的。那是一个英勇探索的时
代。探险家深入海洋、山岳、森林、洞
穴、沙漠和极地冰原，检验着自己身体
和精神的忍耐力……

作者指出，若是将精神视为人类
存在的核心，或许人类需要将整个宇
宙当作游乐场：超越中庸之道，信奉诸
如光与暗、高与低、头脑与肌肉等两极
化价值，皈依一些并不满足生存需要，
却迎合热烈的浪漫渴望的地理环境。

全书以灵动的笔调，从哲学、心理
学、人类学的角度讲述人性与大地的
互动，发掘地理学的诗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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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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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 一碗好米饭，一条好领带
沈山叔

寻味征集令

荐书

昨天看到林徽因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写给女儿
的信，那时候梁再冰才八岁
呢，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懂，
但林徽因写了好几页，第一
句话是“宝宝，妈妈不知道
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
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
给你听”，然后就仔仔细细
从第一写到第十。第七是
家国大义：“我们希望不打
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
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
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
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
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

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
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第
十就又关心女儿有没有长
胖，“要听大姑姑的话。告
诉她爹爹妈妈都顶感谢她
照应你，把你‘长了磅’。你
要的衣服同书就寄来”，最
后还画了一张地图，“叫二
哥给你讲杨六郎雁门关的
故事”。被这样细致地爱过
可真好啊，童年的爱就是存
款，父母不给多存一点，人
生有这么多挫败沮丧，都不
知道怎么熬。

（@威格死于昨日世界）

微言

细致地爱过

▲1932年，林徽因和女儿梁再冰（图
自《林徽因文集·文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