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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某明知其父亲陈某甲要购买硝酸
钾、硫黄用于制作火药，他仍于去年4—5月
份，帮助父亲在攸县网岭刘某的店铺中购
买硝酸钾、硫黄各30千克，并交给其父亲。

去年7-8月份，陈某甲在自己家中，用
儿子买来的原料制作成火药，随后将制作
好的火药保存在家中木柜中。之后，陈某
将火药使用了两次，均用于农村“白喜事”
上“放铳”，并收取一定的费用。

7 月 13 日，公安机关在陈某甲家中查
获了剩余的火药。经称量，剩余火药净重
为30.45千克。

法院审理认为，鉴于陈家父子俩非法制
造爆炸物未造成严重后果，且均有自首情
节，陈某甲系年满75周岁的老人，陈某系从
犯，遂依法判决陈某甲、陈某有期徒刑三年，
宣告缓刑三年；扣押在案的黑火药30.45千
克和铁铳2把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渌口法院集中宣判3起案件

在家制造储存火药 多名“放铳人”获刑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鸿 通讯员/谢燕）现实生活中，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

爆炸物属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即不论有无发生爆炸伤亡结果，一旦有上述行为，均可触犯刑
法。近日，渌口区人民法院集中审理了三起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的刑事案件。

陈某、罗某是夫妻关系。罗
某在十多年前是该村的“放铳”手
艺人，在村民家里有红白喜事的
时候“放铳”，并且会自己制作黑
火药。之后，因国家禁止，加上身
体不好且患有严重肺气肿，罗某
便不再制作黑火药与“放铳”。

八年前，陈某发现家里还剩

下一些硝与硫黄，觉得浪费了，便
让罗某告诉其配方。在罗某的指
导下，陈某在家中制作出约10千
克黑火药，并以每500克10元的
价格出售给当地村民。

7月20日, 公安机关侦查员
在罗某、陈某家进行检查时，查获
制 作 好 的 成 品 火 药 约 5.55 千

克。陈某对自己非法制造、储存
火药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法院审理认为，陈某、罗某均
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宣告缓刑三年；被依
法扣押的黑火药 5.55 千克予以
没收，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2019年冬季，彭某经人介绍
以每500克4元的价格购买硝酸
钾 400 千克。之后，彭某陆续在
朱亭镇、龙潭镇等地购买硫磺及
自制木炭、米汤在自己家中分批
自制成黑火药用于“放铳”和销
售。随后，彭某分两次将自制的

黑火药以每 500 克 14 元的价格
卖给他人。

7 月 20 日，公安机关民警在
彭某家中搜查出其储存在家中的
黑火药 5 桶及“铳”8 把、引线若
干，经称重彭某储存的黑火药净
重共58.585千克。

法院审理认为，彭某犯非法
制造、买卖、储存爆炸物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被公安机关依法
扣押的黑火药 5 桶予以没收，依
法处理。同时，彭某的违法所得
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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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开好这家宠物店
她让男朋友进京学技艺

策划/谢中良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张威

▲工作人员给小狗做护理。记者/张威 摄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
走……”近日，建设路旁“下午店宠吧”内，当熟悉的音乐响起，小
狗们翘尾以待，知道店主回来了。店主周蓉蓉，从爱好养狗到创
业开店，今年是她入行的第八年。

作为一名刚踏入社会的大
学生，为什么不选择“白领”类
型的工作呢？周蓉蓉说：“大学
学的是会计专业，之前也想过
从事会计的职业，但是心里还
是念念不忘想开店这个梦想。”

父母并没有同意她的想
法，于是她开始瞒着家里谋划，
从了解市场，到为店面选址，一
步步踏上了圆梦的路。看到女
儿这般执着，父母便默许了她
的决定。“从一开始的不接受，

到现在的帮忙抢着养，我还是
胜利了。”她说。

周蓉蓉表示，自己从小很
喜欢小动物，来到株洲就领养
了一只流浪狗。“当时株洲的宠
物店并不多，身边养宠物的朋
友很多，觉得这个市场潜力很
大，干脆就把兴趣爱好当做了
自己的事业来做。”她回忆。

2014 年，周蓉蓉的宠物店
在建设路旁开业。23 岁的她，
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创业故事。

2018 年，大年二十九晚上，店里来
了一位陌生男子，怀里抱着一只满身是
泥的小狗，希望周蓉蓉能给小狗做个护
理。“正是冬天，小狗一身湿透，冻得瑟
瑟发抖，我马上答应了顾客。”出于怜
悯，她没有多想，便开始清洗小狗。

这期间，男子以买烟为由离开了小
店。一小时后，仍不见该男子回来，这
时一个念头从周蓉蓉脑中闪过，小狗已
被弃养。随后，她尝试通过朋友圈和网
上发文寻找宠物主人，结果是石沉大
海，最终这只被遗弃的小狗只能在店里
安了家。

“很气愤，也很无奈。”她说，之前就
有听闻过此类宠物弃养的消息，没想到

自己就亲身经历了一回。她表示，在经
历了这次弃养事件后，便更加关注、参
与到城市流浪犬的救助活动。

据了解，自2013 年开始，株洲市政
府犬类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与
株洲市小动物保护协会开展合作，当
110 接到市民发现流浪犬的报警后，民
警出警保护市民安全的同时，小动物保
护协会的专业救助队也会同时出动，对
流浪犬进行收容处理。

让周蓉蓉感到欣慰的是，最近几年
“领养代替购买”的意识越来越深入人
心，对流浪犬领养的接纳程度越来越
高，志愿者以及市民的关注度与参与度
也在逐年递增。

怎样把小店做到脱颖而
出？“首先是专业性。”她说，开
店前，在网上查阅了很多宠物
相关专业培训机构，为了学习
一线城市的成功经验，她和男
朋友商定，让他去北京参加培
训，了解宠物市场的发展趋势。

2014 年的暑假，男朋友只
身赴京学习行业相关技术。“一
天下来，身上没有一处是干
的。”据她男朋友介绍，从最基
础的给宠物洗澡开始学，一间
不足百平方米的教室内，40 多
台热风机同时开启，热浪逼人，
经常热到学员脱水。

体态、毛发质量、造型设计
……“从来没有想到，这里面会

有这么多学问。”周蓉蓉坦言，
她也会常常弄不懂修剪中遇到
的几何角度问题。

学习、毕业、开店，一切都
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可是开店
第一次给顾客的爱宠“理发”，
就被顾客吐槽“水平不行”。

“跌倒了就不敢继续往前
走。这是周杰伦的一句歌词，也
是我经常提醒自己的一句话。”
受挫的她决定燃起斗志，勤加苦
练，要赢回顾客们的信任。只是
自己家里养的三只宠物狗被迫
成了“陪练”，常年全身光秃秃。

如今，周蓉蓉靠着过硬的
技术在圈内小有名气，慕名而
来的消费者也越来越多。

因为喜欢，把兴趣当做事业来干

为做到更好，远赴北京学习

一只弃养犬，让她更坚定这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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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小区是中国城市小的行政规划，

人们在其中出生、成长、生活，获得情
感和知识。

父母与子女的融洽关系、商贩与
顾客的相互照应、清扫积雪的环卫工、
几年不见的老熟人的寒暄、遛狗的退
休老人……这些日常生活中真实的场
景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出现，转瞬即
逝，不会留下文字，也不会进入历史。

本书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作者以
自己居住的小区为重点，试图记录那
些不间断流动、不会进入历史档案的
景观、人物和语言，将其纳入未来的史
学视野中。在捕捉流动性的意义上，
人人都是社会学家，人人也都是历史
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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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有“汤里的冬瓜，无论是鸡
汤还是鸭汤，炖到好处，似有似
无，几近雾里看花”。脑海里立刻
呈现出的，倒不是他所描绘的冬
瓜鸡汤或冬瓜鸭汤，而是家里经
常做的火腿冬瓜汤。火腿上方切
片放到汤里，与冬瓜同炖，所出成
果，乍看依然是一锅清汤，殊不知
放了时间这种料下去，往往是悄
无声息施魔法。火腿这样的食
材，久炖之下，唯香味和咸味传递
出去，而一身筋肉，依然保持硬朗
风骨。冬瓜则恰恰相反，热气之
中，将化未化，吸聚了火腿的鲜
气，涨足了汤之淋漓，自己反倒懦
弱起来，变成了个说话气若游丝
的好好先生。最后这一锅汤端上
来，原先的三种食材，早已三体合
一，汤为魂，火腿为骨，冬瓜为
肤。大家喝着热汤，在赞魂叹骨
之余，也怜惜着冬瓜的软。

软和暖，在味觉上，有时是夹
缠不清的东西。软是暖的齿感，
暖则是软的温感。有些热量很足
的东西，给人的感觉不是暖，而是
烫，便因为食材是铁骨铮铮的个
性。也有些本身要冷吃的食物，
却不会给人刺骨的感觉，也是因
为，食材够软够温和，那样就不会
造成太极端的温度感。

中国人心目中，说到软，第一
总会想到豆腐。但其实豆腐是有
筋骨的吃食，无论是老豆腐、嫩豆
腐、冻豆腐、油豆腐，一个很重要
的判断豆腐优劣的标准就是，在
火力作用下，无论是蒸还是煮，看
这豆腐容不容易散。好的豆腐，
虽外表看着柔弱，却久烹不泻。
差劲的豆腐，生时看着样子还坚
挺，一上灶台，便现了本相，散成
屑，碎成渣，一脸的糊塌样。所以
说，豆腐之软，诚如中国人心目中
软的最高境界：不攻击，却有抵
抗；不争执，却有原则；这样的软，
不是瘫软，而是气质上的谦和，心
底里的慈悲。豆腐就算煮成羹，
舀一勺与米饭同吃，也是润物细
无声地钻入了饭粒之间的每一个
角落，而不是狼狈地四处流窜，这
便是豆腐之以柔克刚。

水果中，很多是质地软的，但
真正的软还得包括味觉之软。比
如某些酸浆果，嚼着绵软，酸味却
足以刺激人到眼睛发绿，也就不
够达到温润之意。蔡澜先生曾
说，熟透的榴莲是最好的牙疼食
物。榴莲确是至软之物，但须是
熟的，吃到嘴里，口感犹如天然乳
脂一般顺滑浓厚，其味道也是润
泽的甜。榴莲中的上品，带点醇
酒的香，又微微泛点持重的苦，当
然柔肠百转，最后还是会回甘。
这就是为什么，就算冰冻过的榴
莲，吃着仍会给人以温暖的感觉，
不过这温暖堆积多了，也会上火。

与榴莲一样，以大气稳重之
“软”胜出的，还有一样水果，那便
是柿子。柿子分软、硬种，两者给
人的印象截然不同。我小时候吃
软柿子长大，所以至今说到柿子，
仍有一腔软浆的甜美心境。柿子
成熟时，几近软烂，家里人总给我
一把特别小的勺子，把柿子皮朝
四个方向，剥成一朵方方正正盛

开的花，就用勺子在花心里舀着
吃。每一口，都甜得丝丝入扣，软
得流光泻玉。但最好玩的，还是
在软中找那稀有的脆。每个甜烂
的柿子，内里总能拨到二到四个
小而扁圆的“瓣”，紧绷绷的，嚼起
来生脆弹牙，是柿子之软的点睛
之笔。

软的食物，一时说不完。更
多时候，软是一种通感，而非简单
的质地之软。世人饥肠辘辘之
时，总追求“硬菜”，吃肉喝酒，解
决欲望必须热辣烫口。但到我们
累了，老了，疲乏了，不再敏感而
坚持了，甚至麻木到了饥饿感都
不太明显的时候，我们都会心心
念念着那些“软”的食物。而软，
究竟是什么，这问题问谁，都会有
不同的答案。而这答案，也只是
征兆着每个人心底，本身最柔软
的部分。于我而言，软的东西，是
海胆、豆腐、芝麻糊、熟透的柿子、
热汤里的冬瓜、放在口袋里忘记
了的巧克力，以及小孩子的吻。

软心记
殳俏

寻味

寻味征集令

荐书

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让
一群被试者进入一间屋子，屋里
啥也没有，四周还刷上白漆，就让
人在里边干坐着，没多久，这些被
试者就纷纷感到烦闷，接下来，随
着实验的推进，这些被试者身上
又被安装了电击装置，由他们自
己控制，只要启动就会被电一次，
经观察，被试者们中竟然有不少
人用电击给自己解闷，这些人宁
愿选择疼痛，也不愿忍受无聊。

关于这个现象的解释有很
多，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无聊的环
境缺乏刺激，而缺乏刺激会让人
不知该如何安放自己的注意力，
这有悖于人类这一物种的认知习
惯，所以，没事就要找事成了人类

社会中跨文化的现象。
英国一位人类学家曾经去非

洲考察一个多瓦悠人村落，等在
当地开始生活后，学者发现这个
非洲村庄的生活极其无聊，芝麻
绿豆大的破事都能在人群中被讨
论个没完没了，然后，这些村民还
互相串门，一进屋就坐下聊几个
小时，而且还是在根本没啥可聊
的前提下聊几个小时，话题无非
就是庄稼、牛、天气什么的，大家
搜肠刮肚地聊，反反复复地聊，你
要是不陪着尬聊，那就是失礼，除
了尬聊还有喝大酒，当地人经常
喝的酩酊大醉五迷三道，也是为
了对抗无聊。

这位英国人类学家在当地观

察时就感慨，说“最糟糕的，多瓦
悠人似乎无所事事，没有信仰，没
有任何象征性活动，只是存在
着。”绝大多数人还都是文盲，这
一切使得多瓦悠人在语言和文化
上的局限性很大，精神世界几乎
一片荒芜，人们无法探讨那些深
刻的，幽微的，宏大的，复杂的话
题，就只能搜肠刮肚地反复讨论
一些小破事以对抗无聊。

反过来，如果那些那些深刻
的，幽微的，宏大的，复杂的话题
无法讨论，那么大家一样会把注
意力转移到小破事上，翻来覆去
搜肠刮肚地说。宁愿忍受痛苦，
也要驱散无聊感，这大概就是人
性奇怪的地方。 （@河森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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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

人性的奇怪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