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文化、爱健康、重低碳

中秋假期这样过
即将到来的中秋假期，带动消费市场迎

来新一轮小热潮。记者探访重庆、上海、湖南

等地发现，文化味、健康化、简约风成为中秋

消费的关键词。

享文化，文创礼盒火出圈

迎中秋佳节，带着浓浓文化味的消费品，

频频出现在消费者的购物车中。

在湖南长沙各大商场，特色国潮茶饮品

牌推出的中秋文创礼盒吸引了来来往往的消

费者。打开精美的礼盒，除茶食外，还有包含

中秋元素的冰箱贴、行李牌等文创产品。

“今年，我们以‘月台’为主题，通过古今

对照的方式，展现古人在月台赏月、当代游子

在月台归家的场景。”茶颜悦色品牌部相关负

责人刘巧芳介绍，茶颜悦色推出“乘月而归”

主题礼盒，目前礼盒在线上和线下部分门店

已经售罄。

在重庆龙湖时代天街新世纪生活超市，

市民刘家义购买了一盒故宫食品文创联名的

月饼礼盒，“包装上古色古香的中国传统纹饰

赏心悦目，连月饼的命名也有巧思”。

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指出，文创月饼

已经成为消费者追捧的热门商品。这类月饼

的出现，丰富了月饼的种类，激起消费者的情

感共鸣。

爱健康，中秋美食无负担

作为中秋节的“主角”，种类丰富的月饼让

人目不暇接，月饼口味和配料成分“花样”繁多。

在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自 8 月中下旬开

始，新雅粤菜馆南京东路总店现烤月饼迎来

销售高峰，日均现烤月饼销量达 10万个，中秋

节前夕日销量更是翻番。今年新推出的现烤

糟香鲜肉月饼，引入了手工吊糟技艺，对于喜

欢糟味的南方消费者来说既新鲜又亲切。

在地处湘西南的湖南会同县堡子镇，当

地传统手工柴火月饼销量近日节节攀升，预

计今年总产量将超过 80 万公斤，年产值有望

达到 5500万元。“坚守手工制作和柴火烘焙的

传统技艺，果木柴火烤制出的月饼外脆里嫩、

香而不腻，更加新鲜健康。”堡子镇党委书记

周吉恩说。

除了手工现烤月饼，主打健康低脂，以木

糖醇、小麦粉等为配料的低糖低脂月饼也卖

得火热。贵州省人民医院的“省医月饼”成网

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推文创月饼

同样大受欢迎。

“人们对健康饮食更加重视，这要求食

品、餐饮企业改进工艺，在月饼制作过程中既

保留食材本身味道，又尽可能减油减糖。”新

雅粤菜馆食品餐饮总监蔡梦芸说。

重低碳，轻量化包装成趋势

记者走访各地商场、超市发现，今年中秋

礼品包装兴起简约风。“能明显感受到今年月

饼礼盒包装总体‘瘦身’，奢华繁复的包装风格

基本不见。”重庆龙湖时代天街新世纪生活超

市相关负责人胡佐琴说，今年月饼礼盒多采用

铁盒、纸盒等材质，包装控制在 3层以内，整体

简约时尚。

记者发现，今年中秋礼盒售价从十几元

到几百元不等，价格基本在 500 元以下，且平

均价格较往年有所下降。“今年礼盒价格相比

往年便宜很多，加上超市团购优惠，消费者能

买到便宜实惠的品牌月饼。”胡佐琴说。

74岁的上海阿爷刘俊从杨浦区来到南京

路步行街，购买了两盒手作鲜肉月饼。刘爷爷

说，自家人分享月饼，简单方便的环保纸盒包

装就够了，但月饼味道一定要好吃。

“以前买过月饼礼盒，节日一过大量包装

无处可去，扔了可惜，放在家里占地方。”今年

重庆市民小吴选择购买手作月饼，在网上买了

帆布、纸盒和腰封，简单几步就搞定了月饼包

装，送给亲朋好友，既有“新”意，又有“心”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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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发掘50周年

看T形帛画上的“中秋元素”
一轮弯月、一只作跳跃状的兔子、一只口

衔仙草的蟾蜍……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
T 形帛画上，充满自然气息和神秘色彩的“中
秋元素”，再现了西汉初期人们对宇宙和生命
的浪漫想象。

中秋源于古人对月的崇拜。2024 年是马
王堆汉墓完成考古发掘 50周年，半个世纪以
来，一代代文博人接力讲述这些中华瑰宝的
故事，透过文物上的点滴细节，带领人们“穿
越”2000多年，在方寸间重见千年明月。

T 形帛画出土于马王堆一号墓，墓主是
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妻辛追。这幅布景壮丽、想
象奇特的帛画，被誉为湖南博物院“镇馆之
宝”之一，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湖南博物院院长段晓明介绍，T 形帛画
用笔墨和重彩绘制，从上至下分为天上、人间
和地下三部分。天上部分是“T 形”上端最开
阔的地方，顶端正中间坐着人身蛇尾的烛龙，
其左侧挂有一轮弯月，月上绘有蟾蜍、玉兔，
月下有一位托月女神。

“帛画构形布局完美、图像造型生动、色
彩鲜艳和谐，表现了古人对天国的想象和永
生的追求。”段晓明如是评价。

在古人的观念中，月亮、玉兔、蟾蜍等元

素，都具有神秘的力量。许多学者认为，在帛
画中描绘这些元素，寄托了墓主人对月神的
敬畏和祈求庇佑之情，也体现了古人独特的
精神世界和艺术创造力。

“T 形帛画上的月亮，艺术特色在于它并
非简单的满月形态，而是有着独特的造型，与
帛画中其他元素共同构建出一个神秘的天界
场景。”湖南博物院马王堆汉墓及藏品研究展
示中心主任、研究馆员喻燕姣说，古人对月亮
充满了想象，月亮的阴晴圆缺被视为神秘的
变化。帛画上的月亮，展现出古人对自然现象
的观察、对宇宙奥秘的探索。

“在辛追夫人所处的西汉初年，尽管月
亮崇拜等观念已萌芽，但中秋节尚未成为一
个特定的、具有明确习俗的节日。T 形帛画
上所描绘的月亮、玉兔、蟾蜍等元素，为后世
中秋节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土壤。”段
晓明说。

对马王堆的关注与研究，也早已超越国
界。意大利策展人芭芭拉说，她最钟爱的马王
堆文物便是 T 形帛画，不仅是因为其设计精
美，更在于帛画透过一个个细节，帮助她读懂
西汉时期中国人对宇宙和生命的独特认识。

据新华社

多彩活动迎中秋

9月 14日，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陶堰街道，小学生自己动手体验漆扇制作。

中秋节前夕，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喜迎中秋佳节。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足不出县”看中医
“目标任务书”来了

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县级中医医院如何作为？

到2030年，除人口小县外，我国要基本实现县办
中医医院全覆盖，力争实现全部县级中医医院医疗服
务能力达标、达到二级甲等以上水平等目标……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五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
加快推进县级中医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让“足
不出县”看上好中医有望更快变为现实。

致力于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对中医药服务的需
求，文件从完善县级中医医院设置、提升医院服务能
力、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系列任务，为实现

“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
解决”提供中医药保障。

“因为近便、与健康服务紧密结合，县级中医医
院成为县域群众就医的主要选择之一。”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医政司副司长邢超介绍，近年来县级中医医
院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基础设施相对滞
后、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不够、综合救治能力不足、
人才短缺等问题。

着力补短板、固根基、扬优势，成为关键之举。
——让医院“姓中”。
培育一批中医特色明显、临床疗效较好、具有一

定规模的中医优势专科；健全县级中医医院急诊科
等科室设置，强化中医特色诊疗技术应用；鼓励县级
中医医院开展县域共享中药房、煎药室建设……文
件多措并举提升县级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彰显中医
药特色。

“小小县级中医医院要有大作为，让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获得便捷优质的中医药服务。”湖南省
中医药管理局局长肖文明说。

——让人才集聚。
人才是中医药发展的第一资源，却也正是县级

中医医院建设的薄弱环节。
“中医类别医师配备应逐步达到 60％以上”“推

进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鼓励
高年资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带徒”……文件从加强
中医药人员配置、加强人才培养、建立人才引进使用
激励机制等方面作出部署，让人才在县级中医医院
留得住、用得好。

——让资源下沉。
县级中医医院的“传帮带”，让乡村群众“家门

口”看中医更有保障。
文件鼓励县级中医医院牵头建立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发挥龙头作用指导各成员单位提升中医药服
务能力，并明确各级政府和卫生健康部门对中医医
院牵头组建的医共体给予支持。

——让文化扎根。
作为县级中医医院，四川省射洪市中医院不仅

达到“三甲”水平，还通过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提升
群众看中医的获得感，让人们在就诊之余，于浓浓药
香里走进展示墙上的“道地药材世界”，感受“膏方文
化节”里的中医养生智慧。

据新华社

附注

醴陵善园慈善会
十条善举

1.发送劝善书画；

2.救助守节寡妇；

3.凿池放养龟、蛙、鳅、鳝；

4. 丐妇分娩送给一月口粮，婴儿

衣裙两套；

5.隆冬散发棉衣棉絮；

6.酷暑设药茶站送防暑药丸；

7. 办善园小学、内分求实饮成两

部、平民子弟入“求实”征费入学、贫

民子弟入“饮成”免费入学；

8.购水龙一部、防救火灾；

9.施放贫户过春节口粮和猪肉；

10.向困难小贩无息贷款、一次整

取，分期归还，还后再借。

据《醴陵文史》

本地特稿

民国时期的醴陵孤儿院
曹家栋

醴陵孤儿院，原名醴陵善园孤儿院。
建于 1930 年，1951 年停办，二十多年收养
了孤苦儿童近千名。起因是 1929 年冬，邑
东有俩乞儿僵毙雪中。这一悲惨情景，牵
动着城乡人们的心弦。

当时，张铭扬、晏桂斋、陈盛芳、邬霭
堂和丁瀛湘兄弟等，不忍类似悲剧重演，
倡议于县城兴办收育孤儿的慈善事业，得
到了各界人士的同声赞许。翌年，便开办
了醴陵孤儿院。

孤儿院 1941 年前只收养本县贫苦孤
儿。1942年，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要求，对
抗日阵亡战士遗孤，出征军人贫苦幼儿，
以及沦陷地区的流浪难童兼收并育，故改
名为醴陵善园儿童保育院。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适应复员救济
事务的全局，使本县育婴堂、孤儿院、同仁
医院、同仁堂慈善团体组成一个育婴、育
幼、医疗、济贫的完整救济体系。孤儿院又
曾改名为醴陵育幼院，收养孤儿。在育期
间，教养兼施，工读并顾，所以孤儿们长大
成人离院时，大都身心得到了健康发展，
也提高了自主谋生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大力扶
植培养，孤儿中在工、农、商、学、军、政各
界卓有建树的更是越来越多。孤儿院是社
会的公益慈善事业，所需费用浩大，着手
筹集，更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后经
张、晏诸公勠力同心，奔走筹划，才得以筹
建成功，晏桂斋任孤儿院首任院长。晏病
逝后继任院长的有李济甫、邬霭堂、凌云
霄、王国彬等。

原先醴陵有善园慈善会，是本县私人
集办的一个慈善团体，有田租四百多石，
在城北陆续建有砖房一所，大小三十多
间，屋后还毗连着宽广的林园。该会自民
国初年以来，举办“劝善发书”“恤嫠励节”

“爱物放生”“给养产丐”“寒施絮衣”“暑
送药茶”“新办义学”“消防救灾”“年米度
岁”“因利贷款”等十条善举。当孤儿院倡
建的时候，善园慈善会的同人们反复磋
商，积极赞助，并且允许将孤儿院院址设
立在慈善会所管的砖房内，将收育孤儿纳
入慈善会原办各项事务的首位。

慈善会同人还在经济上权衡轻重缓
急，将原办事务中的“劝善发书”“恤嫠励
节”“惜物放生”“给养产丐”等开支冻结，将
义学中的平民班予以停办。这样一来，孤儿
院的开办有了基地。接着，举办了育孤义捐
菊花游艺大会和敦请急公好义人士分赴四
乡向私人或神祖祀会广泛劝募的活动。不
到两年，便募集田租八百余石，合慈善会原
有田租共一千三百余石。从这以后，不仅育
孤基金初步有了着落，而且房舍问题也迎
刃而解。接着在屋后园地上鸠工庇材兴建
了孤儿工厂一栋，使在育孤儿读书习艺、藏
休游息时有了较为舒适的环境。

经济基础虽然得到了初步奠定，但所
有产额毕竟有限，因而收育孤儿在招收范
围、招收名额、教养年限等方面，不得不加
以适当的控制。经过反复研究，作出规定：
每年秋初招收本县境内七至十二岁孤儿
一个班，计 40 名。收育期间为四个整年。
从开办第四年起，每年毕业一个班招收一
个班，经常在育人数不少于 160人。

在收育前，派人分赴各住居所在地认
真调查，根据实际情况甄别分类：以孤儿
本身父母双亡毫无依靠的为甲类，父亡母
存生活贫苦又无旁系血亲能予照顾的为
乙类，父亡母存或父母双亡，尚有旁系血
亲可予抚养的为丙类。终审以后，再按先
甲次乙再丙确定收育对象通知入院。

孤儿入院后，除专人专责，力求使他
们衣食温饱、生活安定外，更重要的是使
他们能学习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所以他
们在教育期间，能够受到前期小学四年的
义务教育(当时国民义务教育的规定为四
年)。同时，孤儿工厂也分设织染、缝纫、编
爆、蚊香、陶画、藤织各组，量材安排参加
一组或两组的工艺学习。由教务处负责规
划，每日以两个年级学工，两个年级学文
化，交互轮流，工读兼顾。并且酌情利用早
晚自习和寒暑假以补足文化学习的时间。

此外，还专聘技师教练管乐，以丰富
文化娱乐内容。四年在育期满，或留厂工
作，或由亲属领回，或由院中出面介绍就
业，作好妥善安顿。

由于时局动乱，物价飞涨，加上连年

自然灾害，田租歉收，以致院中经费收支
赤字累增，1943年不得不将慈善会原保留
的“寒施絮衣”“暑送药茶”开支相继冻结，
义学会全部停办。在这经济危机十分紧迫
的年头，醴陵又遭受日寇沦陷。全体孤儿
被迫避寇于邑西龙虎村，继迁长水。

在离乱播迁的一年多里，虽然没有过
多荒废孤儿课业，但一百多人的生活费
用，东挪西贷，困顿不堪。当寇退复员重返
县城的时候，孤儿工厂已全部被毁，宿舍
教室也被洗劫一空。

面对劫后余烬，正副院长凌云霄、王
国彬等人，一面向社会人士呼吁救济，一
面奔赴长沙，求助于醴陵旅省同乡会。幸
赖各方支援，尤其是驻省同乡，不遗余力，
给予相助，多次获得善后救济署湖南分署
拨给大量财物，使孤儿工厂的旧貌迅速恢
复，育孤事业比较过去气象更新。建国后，
人民政府派员接收。1951 年，孤儿院已不
适应时代需求乃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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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和卓别林
王吴军

我国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曾经在香港非
常认真地观看了7遍卓别林主演的电影《大独裁者》，
大为佩服。后来，卓别林在香港见到梅兰芳的时候，两
位大师惺惺相惜，相处得非常愉快，卓别林非常真挚地
把自己设计的一种火柴送给了梅兰芳一盒，留作纪念。

卓别林不仅是一个幽默的喜剧大师，也是一个
很富有智慧的人，他曾经设计过一种别致的火柴。

1940 年初，卓别林在他主演的电影《大独裁者》
即将上映的时候，忽然来了兴致，就自己动手设计了
一种火柴。这种火柴的盒子是扁平的，用订书机装订
了起来。火柴盒的一面印着《大独裁者》主人公兴格尔
抱着地球仪玩弄的情景，显示出一副贪婪的模样。火
柴盒的另一面是英文字母的《大独裁者》的电影片名。
打开火柴盒，里面是制成炸弹形状的火柴。

卓别林设计的这种火柴使用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擦火柴的地方恰恰是兴格尔的屁股，卓别林说：“我这样
设计的意思是在时刻警告一切热衷于战争的霸权主义者
——玩火者必然自焚。”这样的设计别出心裁，也可以看
出，卓别林是一位非常爱好世界和平的喜剧大师。

卓别林把自己设计的这种火柴赠送给梅兰芳，
表达了自己热切期望世界和平的心声。

据《人民政协报》

卓别林（左）和梅兰芳两位大师的合影。网络供图

发行于 1940 年 6 月 25 日的《救
亡日报》，现藏于浙江省杭州市夏衍
旧居内。

1937 年 8 月 24 日，《救亡日报》
在上海创刊，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
总编辑。上海沦陷后，《救亡日报》于
1938 年 1 月在广州复刊。广州失守
后，夏衍带领报社同仁经三水、肇庆、
柳州，11月到达桂林。

当时的桂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
置和人文环境，云集了大量文化人
士，并建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在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下，桂林的
文化抗战事业得以蓬勃发展。在克服
了经费不足、战乱影响等重重困难
后，《救亡日报》于 1939 年 1 月 10 日
正式在桂林复刊。

夏衍为办好《救亡日报》呕心沥
血，做了许多工作。复刊前，他为筹措
办报经费四处奔波，曾在1938年12月
赴香港，通过廖承志从华侨抗战捐款
中获得了1500元港币的经费。为减少
外部掣肘，夏衍于1939年末再次赴香
港，买来一副铜模，筹建了《救亡日报》
自己的印刷厂——建国印刷厂，后又
建立起自己的出版社——南方出版
社，使得《救亡日报》开启了新阶段。

在夏衍的领导下，《救亡日报》的工作人员团结
一致，不拿薪水稿费，想尽办法开源节流，节约办报
成本。他们改善报纸版面，创新发行方式，组织义卖，
刊发合订本，提升办报水平。随着报社的发展，人员
力量也不断得到充实，孙师毅、廖沫沙等知名文化工
作者加入了办报队伍。夏衍是《救亡日报》社论的主
要执笔人，他的文章选题广泛、见解独到，文字简洁
生动，写作风格自成一体，很受读者欢迎。《救亡日
报》逐步进行改革，获得了进步文化界人士的支持，
销量不断增加，发行范围扩大到湖南、江西、广东、四
川、香港和南洋一带，影响遍及海内外。

1941 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要求全国
报纸必须刊登新四军“叛变”的通讯稿。为应付审查，

《救亡日报》先把稿子放在头版头条送审，送审完毕
后，再秘密把通讯稿撤换。该事件也成了《救亡日报》
停刊的导火索，1941 年 2 月 28 日，这份鼓舞了人民
群众抗战信心、推动了桂林进步文化运动的报纸被
迫停刊。

从上海到广州再到桂林，《救亡日报》办办停停，
数度起落。夏衍在《追忆〈救亡日报〉从广州到桂林》
一文中，曾这样写：“对我个人来说，在桂林的两年是
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入门时期。从这时开始，我们
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
的武器。”

（来源：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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