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6 关注
2015年1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张晓琳 美编：闫继军 今 日 德 州>>>>

年轻人不了解传统节日内涵闹笑话

错错把把腊腊八八粥粥 当当成成八八宝宝粥粥
66款地方风味

上名小吃榜

人工雪场

陵城启动

远程接访

读书征文

表彰先进

节日食材迎来促销旺季

超超市市米米卖卖光光 大大蒜蒜断断了了货货

四四女女寺寺向向市市民民免免费费施施佛佛粥粥

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孙婷婷 )

除了“德州扒鸡”之外，德州还有
66款小吃。在2014年首次德州名小吃
认定活动中，有崔记扒鸡、永盛斋酱
牛肉、高家包子、炸老虎等66款具有
地方传统风味特色的小吃榜上有
名。

“武城旋饼、平原王记老豆腐、
美食城甜沫、油香圆子、炸老虎等66

款小吃是德州的名小吃。”德州市商
务局工作人员介绍，在首次德州名
小吃认定活动中，全市8 5款名小吃
参加评选，经德州市商务局、市人社
局、市烹饪餐饮协会组成的评审委
员会综合打分评定，6 6款小吃通过
认定。

据了解，德城区通过认定的有15

款名小吃，分别是：德州扒鸡美食城御
膳扒鸡、油香圆子、甜沫、酱牛肉、老豆
腐、美食城无铝油条、美食城养生粽
子、香薰鸡架、美食城炸老虎，永盛斋
扒鸡、永盛斋酱牛肉、冠香园羊肠、崔
记扒鸡、高家包子、三八便民市场子子
熟食店巩记老神鸡。

德州名小吃认定集中推出了一批
原料考究、特色鲜明、具有较高知名度
和一定文化内涵的特色小吃，旨在挖
掘民间私房菜及地道家常菜，提升特
色家常菜影响力，弘扬大众餐饮文化。

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杜彩霞 )
2 7日，记者从陵城区人民法院获

悉，近日，陵城区人民法院通过远程
视频接访，使上访人赵某成功与最
高人民法院法官进行了“面对面”的
交流沟通。这是陵城区法院系统首
次启用远程视频接访，在全市法院
系统内尚属首例。

赵某是一起工伤认定行政确认
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因对判决结果
不满，多年来不断申诉上访。针对这
一情况，陵城区人民法院与最高法
院取得联系并进行预约申请，安排
赵某与最高院进行了远程视频接
访。在视频接访过程中，赵某详细陈
述了案件相关情况，表达了请求再
审的信访诉求，接访法官耐心倾听
了赵某的诉求后，立刻结合法律法
规对其提出的问题，耐心解答，释明
法理，并给了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赵
某表示，对接访结果十分满意。

据了解，自去年12月份开始德州
市两级法院开通与最高法院远程视频
接访系统，既有效提高了信访效率，降
低涉诉信访社会成本，又打破了地域
空间障碍，通过运用信息化手段，让申
诉人及时表达诉求，真正为涉诉信访
群众解决诉求提供了一条便捷通道。

本报1月27日讯(记者 孙婷婷)
27日，德州市第二届中小学“好书伴我
成长”暑假读书征文活动表彰会在第
二实验小学召开。

据了解，第二届“好书伴我成长”
暑假读书征文活动，自2014年6月启动
以来，活动共收到各类作品7000余篇，
其中小学组作品3800余篇，中学组作
品3200余篇，参赛的作品有散文、故
事、诗歌等多种文体。

此次大会表彰了活动中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个人。德州市关工委将继续
联合教育、共青团等相关部门采取灵
活多样的形式年年把读书活动开展下
去，使同学们在阅读中锻铸生命、茁壮
成长。

本报1月27日讯(记者
刘振 ) “过了腊八就

是年”，按照传统，腊八
后，人们就开始为过年奔
波，腊八节要祭祀祈福、
喝腊八粥、腌腊八蒜，如
今这些民俗依旧被不少
人沿袭，不过昨天的腊八
节慢慢变成了“美食节”，
食物似乎成了传统节日
仅存的符号，不少年轻人
并不了解节日背后的文
化内涵。

27日早上，家住市区
阳光花园的朱女士一早
起床，发现母亲已经为她
准备了一碗热腾腾的“腊
八粥”，为了赶时间上早
班，她干净利索地把它喝
完了，到了中午一刷微信
朋友圈，才发现当天是腊

八节喝粥有讲究。
记者了解到，不少年

轻人并不了解腊八节背
后的传统文化，有人甚至
以为喝的八宝粥就是腊
八粥，而事实上，腊八粥
只是在腊月初八这一天
喝的粥，八宝粥并不等同
于腊八粥。腊八粥是一种
在腊八节用多种食材熬
制的粥，也叫做七宝五味
粥。吃腊八粥，用以庆祝
丰收，这种习俗一直流传
至今。

家家户户腌制腊八蒜
的习惯倒是被很多人认
同，一家人坐一起手工剥
蒜，将醋和大蒜瓣一起放
在密封的罐子里，泡好的
蒜慢慢变得通体碧绿，到
了春节时正好可以食用。

不少人在微信朋友圈等网
络平台晒出腌腊八蒜的照
片，这项简单却颇有童趣
的腌制手法，给不少人留
下了满满的童年回忆。“8
岁那年家里腌了一大罐腊
八蒜，里边还放了几个生
鸡蛋，后来趁大人不在就
偷鸡蛋吃，没想到味道很
腥，一口没吃就都吐了。”
德城区的张先生说。

采访中，不少人告诉
记者，传统节日一般都很
注重吃，有些都快变成了

“美食节”，除了美食外并
不清楚节日背后的文化
内涵。“现在粽子、汤圆都
快成主食了，现在年轻人
没了我们小时候的那种
过节期待。”家住新湖家
园65岁的汤先生称。

腊月最重大的节日，是十二月初
八，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八节”。
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
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腊八节除
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逐疫。
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
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
一即驱鬼治疾。作为巫术活动的腊月
击鼓驱疫之俗，今在湖南新化等地区
仍有留存。

据传，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的成
道之日也在十二月初八，因此腊八也
是佛教徒的节日，又称“佛成道节”。

我国喝腊八粥的历史，已有一千多
年。最早开始于宋代。在民间，家家户户
也要做腊八粥，祭祀祖先；同时，合家团
聚在一起食用，馈赠亲朋好友。

腊八由来

相关链接

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刘振 ) 27日是农历腊八节
了，腊八粥又称“佛粥”，传说
吃了寺庙施的腊八粥，可以得
到佛祖的保佑。腊八这一天，
武城县四女寺向市民免费施

“佛粥”，百余人前往品尝以图
个好吉兆。

27日上午9点，武城县四

女寺景区举行了祈福法会，随
后向市民免费施粥，活动一直
持续到上午11点半。当天四女
寺共熬制了三四锅腊八粥，每
一锅粥大约在100斤左右，约
有100人前往品尝“佛粥”，还
有人将佛粥打包为家人带了
回去，不少人从远处赶来领
粥，就是为了图个好吉兆。

一上午的施粥活动很快
就结束了，不过背后的准备工
作却费时费力。武城四女寺成
礼法师介绍，熬制这些腊八粥
准备了两三天时间，食材都是
师傅、居士、义士等捐赠的，每
一锅粥至少有桂圆、红枣、绿
豆等八种食材，“腊八节当天
凌晨1点起来熬制，一直到到

早上8点左右才熬制完。”
成礼法师还说，施粥活动

每年都会举行，接受社会人士
捐赠食材，熬制的腊八粥再回
报社会，形成一个循环的系
统，“从宗教上讲，施粥是为了
纪念释迦牟尼佛修炼成道，同
时具备养生作用的腊八粥还
有利于身体健康。”

本报1月27日讯 (记者
刘振 )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
是年”，腊八节喝上一碗热腾
腾的腊八粥，腌上一罐醋味浓
浓的腊八蒜，家中就开始嗅到
淡淡的年味。27日，记者了解
到，腊八节当天，大蒜和粥食
材销售火爆，不少超市纷纷推
出促销活动求走量。

“今天腊八节啊，本来想买
点八宝米过节的，没想到超市
竟然都卖没了，就连大蒜都断

货了。”27日中午12点，家住中
建华府的李女士到附近几家超
市逛了两圈，却没买到做腊八
粥的食材。做腊八粥和腊八蒜
的食材火了，这可乐坏了超市
和菜商，小申便民市场的摊主
王女士说，“我这几天卖出去了
100多斤蒜，这比平时的销量多
多了，大蒜一斤2 . 5元左右，今
年的蒜价变化不大。”

27日，记者在市区的德百
超市看到，各类制作腊八粥的

食材摆在展柜外侧，配置好的
八宝米则被放在最显眼的位
置，从标价牌上来看，不少食
材身价小幅下跌，譬如原价
4 . 8元/斤的黑米降到了3 . 48
元/斤，原价5 . 6元/斤的八宝
米降到了3 . 99元/斤。一位超
市工作人员称，“最近一段时
间八宝米的销量很好，为了应
对节日需求，八宝米最近一直
在搞特价活动，活动大约持续
了1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此外，绿
豆售价在6 . 8元/斤，黄豆售
价在3 . 8元/斤，大米、小米等
五谷杂粮的价格变动不是太
明显。

27日下午，据德州市物价
局工作人员介绍，整体来看大
米、小米、绿豆等价格变化趋
于稳定，花生价格出现了下
降，超市临时性的促销活动会
对价格变动有影响，但长远看
对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大雪迟迟不下，而在太阳谷景区内的一处人工雪场吸引了众多市民，27日，市民在雪场中玩
耍，享受着戏雪的乐趣。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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