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已查处
行人交通违法2万余起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沈全华 通讯员/付强）9月15日，全市
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行动视频
会议向全市人民报喜，今年以来未发
生一起较大以上道路交通事故，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平稳向好。

今年，全市已查处各类重点交通
违法13.2万起。其中，查处“百吨王”
违法行为274起。

值得注意的是，查处行人闯红灯、
横穿马路及翻越护栏等交通违法行为
20252起；查处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
乘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以及
车辆驾乘人员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
违法行为30455起。

第一个“无作业日”
这所学校的孩子“有点忙”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孙晓静 通讯员/谭茜）9月15日下午，
天元区滨江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自己
的第一个“无作业日”。学生们在校进
行“三点半课堂”托管，和老师一起进
行主题阅读、演讲、数独、双语课本剧、
运动等活动。回家后，孩子和家长一
起尽情享受快乐时光。

晚饭后，1802班的杨舒云同学跟爸
爸按照约定进行了舞蹈大比拼，父子在跳
舞毯上跟着欢快的音乐节奏，舒展四肢，
不一会儿，便大汗淋漓。杨爸爸表示，
学校设定“无作业日”，让孩子们暂时放
松，让家长享受亲子时光，确实很不错。

学校教学部门林老师介绍，“双
减”政策出台后，对于如何同时实现减
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提升课后服务水
平，全体老师一直在努力尝试和探
索。从本周开始，每逢双周周三设为

“无作业日”，实行“1+X+5”模式。“1”
是指 1 次半小时的运动时间，加强体
育锻炼，保障身体健康；“X”是托管时
开设精品特长班和学科活动课，满足
孩子们多样化的需求；“5”是回家后倡
导推行5个活动，含亲子共读、亲子健
身、家务劳动、文艺爱好、亲情陪聊。

学校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促进
亲子沟通，增进家庭成员间的感情，

“后续我们会继续跟进‘无作业日’学
生的情况，考虑进一步扩展‘无作业
日’的时间。”

▲杨舒云跟爸爸一起玩跳舞毯。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杨凌凌）随着国学热和国潮风升
温，今年，很多家长的中秋购物清
单里多了一件与往年不同的东西
——儿童汉服。“在中国的传统节
日，给孩子穿上汉服，了解中国古
代服饰的知识，这也能间接引发
孩子学习传统文化的兴趣。孩子
所在幼儿园还将举办‘穿汉服，逛
灯会’的活动。”一名家长说。

“第一眼看到，就觉得很特
别。”昨天，在芦淞市场群银谷童

装市场3楼，市民
杨女士为 4 岁的
孩子购买了一身
男童汉服。亚麻
质地、传统刺绣，
样式复古又带点
时 尚 元 素 的 风
格。

银谷童装市
场 3 楼“伊娃”童
装店，主营汉服，
常用丝绸或者亚
麻布料。精致的
内 衬 和 手 工 盘
扣，讲究的色彩

和图案搭配，虽然是童装，其做工
却比成人服饰更为精细。

童装汉服的价格，女童版每
件在 250 元-300 元之间，男童版
每件在100元-150元之间。店员
告诉记者，从本周开始，汉服销量
至少一天卖三四十件，比平时增
加了三成左右。这其中，又以女
童裙装卖得最好。

汉服的线上销售同样火爆。
记者在京东、淘宝等电商平台发
现，很多儿童汉服店的款式已显

示“无货”状态，顾客如需购买，需
要等四五天才能发货。其中一家
店铺的客服人员介绍，因为近期
销售量井喷，导致一些爆款已经
断码或者需要补货。

然而，许多童装店看到汉服
童装大热就一股脑上汉服，忽视
了其中的质量和安全问题。在线
上商品评价中，买家抱怨最多的
就是服装质量问题。有些衣服为
了追求轻盈飘逸的感觉，面料不
用纯棉而用聚酯纤维，里料闷热
不透气，家长反映孩子穿上后起
痱子。有的衣服实物与商品描述
不符，明明写的是刺绣，拿到货后
却发现是印花。还有的衣服掉色
严重，有的妈妈抱怨说裙子把孩
子内裤都染红了。

业内人士表示，在消费升级
的趋势下，童装行业正在从传统
的批发型、粗放型模式向精细化、
多元化、个性化转型。汉服童装
在中秋档甚至是平时都热卖，这
是好现象，但消费者和商家也不
要盲目跟风，舒适安全才是选购
童装的红线。

传统节日穿传统服饰
儿童汉服近期热销

▲芦淞银谷市场，童装汉服受欢迎。记者/杨凌凌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何春林 通讯员/王斌 杨方）15 日
上午，2021 年株洲市“技能天下”
职业技能网络直播大赛数控车
工终极 PK 赛在职教城展开激烈
比拼，17 岁的职校学生张璟获得
冠军。

顾名思义，数控车工就是编
程数控加工程序并操作车床进
行零件加工。与传统车工相比，
数控车技术的提升与运用对先
进制造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比赛中，选手们需要现场加
工一件名为“庆祝株洲市建市 70
周年技能天下奖杯”的产品。比
赛由两个环节组成，第一环节为

“精雕细琢”，选手们需要在规定
时间内根据图纸完成电脑编程，

一边调试数控车床车削镂空六方
体。第二个环节为“严丝合缝”，
选手们需在35分钟内熟练运用数
控加工技术对奖杯的底座进行数
控车削。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实
施了无差别的竞争模式。也就是
说，学生群体和企业的技术工人
同台竞技比试高低。经过前期比
赛，当天闯入决赛的有技校的老
师，也有企业的“老师傅”。

一番激烈比拼后，裁判从零
件尺寸、表面质量、活动自由度等
方面评定出最终结果。来自湖南
工贸技师学院的学生张璟摘得桂
冠。

张璟是邵阳人，今年17岁，两
年前来到职教城求学，他也是决赛
选手中年龄最小的。他说，学习数

控专业很神奇，毛坯产品经过车床
刀具的切削，可以变成一件件工艺
品，很漂亮，很有成就感。“希望以
后能够通过不断刻苦努力，站在全
国技能大赛舞台上。”

据了解，“技能天下”比赛中，
对株洲市职业技能竞赛各竞赛工
种第一名选手，赛事组委会将结合
其日常综合成绩，推荐参加湖南省
第一届技能竞赛。对株洲市“技能
天下”职业技能网络直播大赛各竞
赛项目获得第一名的职工选手，相
关单位将授予“株洲市技术能手”

“株洲工匠”荣誉证书，推荐市总工
会授予“株洲市五一劳动奖章”。
对获得网络直播大赛各项目职工
组第二名且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
选手，由共青团株洲市委授予“青
年岗位能手”荣誉称号。

老师、学生、企业“老师傅”同场竞技

“技能天下”数控车工比拼 17岁职校生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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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多名新兵
奔赴军营

金秋九月秋意浓，又是一年送
兵时。9月16日上午，从株洲入伍
的 600 多名新兵在长沙高铁南站
集结，踏上驶向军营的列车，绽放
他们的青春和梦想。

当天，市征兵办、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联合组织欢送新兵活动，为
每名新兵送上面包、牛奶、月饼等，
希望他们带着家乡的味道度过在
军营的第一个中秋节。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邓伟勇
通讯员/谭川 摄影报道）

幼年的记忆里，节日的重要
性与那一天吃得多隆重成正比。
一切没有美食的过节都是耍流
氓，让人提不起兴致。当然，不管
是端午的粽子、元宵的汤圆，甚至
是除夕的家宴，都比不上八月十
五的鲜肉月饼来得吸引人。“小饼
如嚼月”，嚼着月饼坐在天井里，
认真寻找圆月里伐桂的吴刚和抚
兔的嫦娥。虽然去了仙界，可是
广寒宫里没有鲜肉月饼吃，这多
么令人遗憾呀，长生不老又能有
多开心呢？小时候的我爱琢磨这
个问题。

中秋节前的一个月，月饼摊
们重出江湖。你也不晓得那些平
时卖香烟老酒或者水果副食的门
店，怎么变戏法一般立起了大烤
箱和大铁盘。烤箱锈迹斑驳，铁
盘油光锃亮。门口支起一块板
子，用毛笔写着“鲜肉月饼”四个
大字。那些店老板们成了我眼中
身怀绝技，但平日卧底吊儿郎当
做买卖的大师傅，一年里有一个
月的时间会恢复真我，制作十分
美味的月饼。后来，我才知道，做
月饼的师傅是专门请来的，只在
中秋期间出场。究竟哪家请的师
傅技艺高超，看看门口排队群众
的多寡就能判断了。

每年我们家都只能吃两顿月
饼。第一顿是中秋节前一个星期
随机的某一晚，第二顿是中秋节
当晚。对于我提出的质疑，为什
么不能刚上市就买来吃，我爸的
解释是：“刚上市的时候，还不到
时间，不太好吃。你看水果也是
这样的。”我居然也信以为真，坚
信中秋前一周和中秋节当天的月
饼是最当时令最好吃的。

到了那天，家里的气氛会特
别不同。爸爸脸上会有一丝得意
的笑容，好像在说：“今天就让你
这条馋虫过过嘴瘾吧。”但全家又
会装作若无其事地做饭、吃饭、看
电视、洗碗。鲜肉月饼就像房间
里的大象，大家都心知肚明又谁
都不戳破。我努力辨别空气里有
没有它们出现过的痕迹，滴溜着
眼睛寻找各种蛛丝马迹，想把它
找出来，入肚为安。

总算是熬过了晚饭，我爸终
于从被窝（朴素的保温大法）里掏

出了一包月饼，而我也迫不及待，
蓄势待发，伸手就拿。和广式月
饼礼盒套叠礼盒不同，鲜肉月饼
一包 5 个，竖着摆，用一张简简单
单的纸把他们包起来，封口处用
浆糊黏上。纸的中央框着四个红
字：鲜肉月饼。

月饼里渗出来的油星星点点
穿透了包装纸，像在炫耀自己无
敌的战斗力。我小心翼翼打开，
哪怕蹭掉一小块酥皮，都觉得心
好痛。动用意念一般拿起一块月
饼，还在下咒：酥皮别掉酥皮别
掉 。 送 到 嘴 边 ，大 大 一 口 咬 下
去。酥皮承受不住压力开始簌簌
地往下落，包裹着喷香带热度的
肉馅儿松软适中，还夹着若有似
无的油汁。如果一口吃不到肉
馅，这个月饼是不合格的。酥皮
本身用大量猪油揉制而成，入嘴
后粉糯的口感混合着猪肉和猪油
的鲜香，嚼到三者模糊难分时刻在
口腔里掀起一个味觉的小高潮。
手切的肉馅都不会太碎，非常有嚼
劲儿而且越嚼越香。就这么一个
机械性的咀嚼动作，我可以一直这
么嚼下去。吴刚有一棵永远砍不
完的桂花树，而我十分希望有一块
永远吃不完的鲜肉月饼。

因为“期间限定”，我的内心
发誓一片酥皮一粒酥皮渣都不想
放过。当然，油噗噗的酥皮掉在
地上，实在难打扫，每次我妈都会
警告不可以掉在地上。无论出于
何种动机，吃的时候一手抓住月

饼，另一只手都必须牢牢并紧，贴
着下巴，接住漏下来的酥皮。吃
完月饼用食指把粘在嘴角的酥
皮，也拨进手里。再把所有接住
的酥皮倒进嘴里，最后舔手舔嘴
唇，大功告成，意犹未尽。咂摸着
余味的我总在琢磨，为什么大家
不天天卖鲜肉月饼呢，像人们每
天卖烧饼那样。“一年一会”实在
是太吊人胃口了。

鲜肉月饼最美妙之处在于现
烤现卖，现买现吃。为了买到新
鲜出炉的月饼，我爸会问好老板下
一锅出炉的时间，掐着点儿骑车去
买。如果时间允许，我会央求着一
起去。看着老板熟练地从铁盘里
拿出月饼用纸包好递过来，我得到
授权伸手去接，可以称之为“烫”的
感觉从手掌指尖传来，一个吃货的
快乐也洋溢了起来。

现在，大城市里一些商店的
鲜肉月饼都全年有售了，制作出
来就放进保温柜里保持加热。个
人觉得风味在持续加热中损失了
不少，肉质变老、发干，肉馅会彻
底脱离酥皮。家乡那样的小城
市，也找不到什么会制作鲜肉月
饼的师傅，基本都靠连锁品牌的
供应链。制作月饼简化成了加热
月饼。

真怀念从前那种，又香又烫，
美滋滋、鲜眯眯到跳脚的鲜肉月
饼。你馋兮兮看着锅里的月饼，
做月饼的师傅笑眯眯在玻璃窗后
看你。

书名：旧时书事
作者：张伟 编
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08
定价：88.00元

内容简介：
喜欢买书，自然也喜欢看别人买

书的故事。那些曾经的得到与失去，
经历的欣喜与哀伤，是相通的，即使隔
了很多年。这就是《旧时书事》这本书
的主题。

从晚清到民国的各种报纸上，刊
登有大量回忆叙述以往种种的文章，
由于作者是当时人，所写均为当时事，
亲历亲见亲闻，保证了文章的可靠性，
并因而具有新鲜的语境以及丰富的细
节，堪称研究近代中国的一手文献。
由于以往查找报纸资料的极大不便，
这些文献大都湮没于报海当中，长期
无法受到应有的重视。本书所收录的
正是这些被遮蔽了一个多世纪、以近
代中国城市上海为中心的珍贵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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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有一块
永远吃不完的鲜肉月饼
翠大西

寻味征集令

荐书

最近，一些舆论痛批“娘炮”审
美，说一些小伙子打扮缺乏阳刚之
气，甚至还出现了艺人机场被骂

“娘炮”的极端事件。可到底什么
是“娘炮”？男性怎么打扮自己是
妥当的？我认为，这些纯粹是理念
之争，并没有客观标准，如果大家
只是在抽象层面上撕扯，吵着吵着
就成了对人不对事的矛盾，最后大
家都一肚子火，还啥结论都没有。

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追溯到
物理层面，就会发现男性外貌的
审美倾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会受
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如果一个地

方的公共卫生水平差，或者治安
状况糟糕，那么此地的女性就会
更青睐那些雄性特征鲜明的爷们
儿，孔武有力的汉子更能威慑潜
在的麻烦，带来安全感，但如果一
个地区的公共卫生和治安良好，
那女性往往会更加青睐那些中性
特质的男性，毕竟他们看起来温
柔精致且富有雅趣。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客观因
素共同决定男性的外貌倾向。

男性们怎么打扮自己，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女性们对所处环境的
感受，阳刚还是“娘炮”这一问题只

要追溯到物理层面，就会发现这其
实就是一个由环境决定的统计规
律，与审美理念的高下对错无涉，
没啥好吵的，这样一来，主观问题
变成了客观问题，对人不对事的争
吵也就此变成对事不对人。

所以我觉得，网上很多争端，
都可以通过分析问题，追问到物
理层面，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
样问题才更有可能得到切实解
决，而且人们面对不同意见时，心
态也会宽容很多，特别适合那些
想真诚讨论问题的人们。

（@河森堡）

微言

真诚的讨论

▲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