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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
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
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
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 出 您 青 年
时的小故事 并 附 相 关图片。 每
篇 500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

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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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女人
小时候， 每至元夕， 常常要

随母亲外出 “行香”。
母亲左手提一盏马灯， 右手

攥一把细香 ， 我则紧随母亲身
后， 一路追随而行， 走遍村庄的
大街小巷， 角角落落。

每到一个地方， 母亲都要停下
来， 先用马灯将四周照亮一圈 ，
然后 ， 点 燃 一 簇 细 香 ， 插 在
所在地方的堆土上。 “堆土”，
是事先有人堆好的， 是专门为元
夕晚上妇女们的行香而准备的。
总有一些地方比较重要， 比如，
大街的十字路口处、 水井旁、 水
湾边、 胡同口处等。 行至这些地
方， 母亲不仅要插香， 而且还要
面向四方， 跪拜叩头， 口中念念
有词， 大多是一些祈祷的好话。

其实， 元夕 “行香” 的， 不
仅仅是我的母亲， 还有村中几乎
所有的女人们 。 所以 ， 一直以
来， 我就觉得： 元夕， 就是女人
的夜晚———女人行走的夜晚。

小时候， 只是随母而行， 并
不知就里 。 长大后读书 ， 才知
道 ， 母亲的此等元夕行走 “散
香” 行为， 实则是对古代风俗的
一种延续， 或者承继———尽管我
的母亲还有那些同乡的女人们也
许并不知道。

行香 ， 即 ， 古之所谓 “走
百病 ”。

“走百病 ”， 又叫散百病 、
游百病、 遣百病、 除百病等。 从
这些名字中， 即可以看出其核心
所在： 通过游走， 驱除百病。

那么， 走百病， 究竟起于何
时？ 似乎不太清楚了。 但最早可
见于南北朝·宗懔的 《荆楚岁时
记》， 其文曰： “燕城， 正月十
六日夜。 妇女群游， 其前一人持
香辟人， 名辟人香。 凡有桥处，
相率以过， 名走百病。” 可以见
得， 其行为主体是妇女， 主要活
动则是行走、 散香， 目的则是驱
除百病。

文字记载虽早 ， 但其风盛
行， 似乎还是始于元代， 元代以
后 ， 记录 “走百病 ” 的文字尤
多。 明·周用就有 《走百病》 诗，
其诗曰： “都城灯市由来盛， 大
家小家共节令 。 诸姨新妇及小
姑， 相约梳妆走百病。 俗言此夜
鬼六空， 百病尽归尘土中。 不然
今年且多病， 臂枯眼暗兼头风。”

行走的方式， 除病的目的，
昭昭然。

明清时代， “走百病” 之风
尤盛。

时间多为正月十五 ， 或者
正月十六的晚间。 形式则南北
同中有异， 都以妇女行走、 散香
为主， 但北方侧重于穿街走巷，
登高爬山 ， 或者叩拜寺庙 ； 南
方， 也要穿街走巷， 不过， 其要
却在于 “过桥”， 又名之曰 “过
三桥”。

宗懔 《荆楚岁时记》 所记内
容， 即是明证。

后人， 明·陆伸有 《走三桥
词》： “细娘吩咐后庭鸡， 不到
天明莫浪啼。 走遍三桥灯已落，
却嫌罗袜污春泥。” 词， 是竹枝
词， 幽默诙谐， 大有妙趣。 一种
民间风情， 如诗如画， 栩栩然展
现在读者面前。

清·顾禄 ， 是浙江嘉兴人 ，
其 《清嘉录·走三桥》， 更是有着
明确的记载： “元夕， 妇女相率
宵行 ， 以却疾病 。 必历三桥而
止， 为之 ‘走三桥’。”

可何以要 “必历三桥而止”
呢 ？ 似乎 ， 也没有人能解释清
楚。 其实， 不清楚也罢， 很多民
俗， 本就是 “沿袭” 而成的， 恰
如信神， “心中有神”， 即可矣。

只要老百姓相信 “走百病”
能驱病， 就好。

又是一年元宵夜， 母亲已经
去世多年了，我亦渐老，想起小时
候随母散香，“走百病”的情景，禁
不住凄然神伤，潸然泪下。

□路来森 文/图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职工读书沙龙

职工荐书随笔

仔细研读了 《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 〈政府工作报告〉 辅
导读本》， 感觉受益匪浅、 振奋
人心， 且引发了我的许多思考。

作为教育工作者 ， 对 《读
本》 中关于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 的部署最为关注， 报告
强调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让每个人都
有平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自身命
运、 成就人生梦想。 这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指明
了方向。

促进公平、 提高质量， 向来
是党和国家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
政策取向。 回顾新中国教育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不平凡历程，
一条基本的经验就是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 走符合国情又面向
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
展之路 。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 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
世界中上行列， 让国家进一步坚

定了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
强国的信心。 只有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 加强和改进党对教育工作
的领导，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 才能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发展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是适应高
质量发展阶段特征、 服务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时代要求，
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紧迫任务，
也是适应国际竞争与合作新形
势 、 提升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
择。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我国教育
的优势和差距， 从自身实际和需
要出发 ， 既统筹谋划又精准发
力， 一步一个脚印推动我们的教
育发展再上新台阶。

《报告》 中对 “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 作了非常具体的指导，
包括出台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

办法、 推动有条件的企业举办职
业院校、 实施职业教育质量发展
攻坚战、 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
办职业教育等。 作为典型的国企
举办的职业院校恰逢这一历史发
展机遇期， 我们将开展深度 “融
合式” 校企合作模式的研究与实
践， 紧跟时代潮流， 抓紧机遇，
真正为中华民族之复兴贡献出各
自的微薄之力。

□祥龙物贸学校 崔凤茹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图片故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无论凉拌 、 煎炒还是熬
汤， 竹笋均鲜嫩清香， 是人们
喜欢的佳肴之一。 要想吃到竹
笋之鲜 ， 美食家董克平介绍
说， 竹林里挖来鲜笋， 就在竹
林边用竹叶小火慢慢煨熟而食
即可 。 据说这种吃法叫傍林
鲜，来源于宋代林洪在《山家清
供》中所言，“夏初，竹笋盛时，
扫叶就竹边煨熟，其味甚鲜，名
曰傍林鲜。 ”清幽的环境，芳香
的竹叶， 让这样的竹笋吃法达
到了即食之鲜的顶峰。其实，人
世间最美的味道， 就是食材的
本味。现在各种调味品泛滥，反
而把我们的味蕾祸害得不轻。

董克平了解竹笋的最美吃
法， 跟他喜欢研究饮食文化分
不开 。 譬如在这篇美食随笔
《不俗又不瘦 ， 竹笋烧猪肉 》
中， 董克平从 《诗经》 中的竹
笋谈起， 聊到美食家苏东坡、
林洪、 李渔的竹笋烹饪之法，
同时谈到了竹笋的药用价值，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不过， 董
克平爱吃竹笋并不仅仅停留在
文章里， 当黟县徽州味道的老
板兼主厨叶新伟师傅邀请他去
当地品尝手剥笋时， 他当即就
退掉了回家的机票， 驱车直奔
徽州。 为了寻觅一顿美食， 或
了解一种烹饪之法， 研究其中
的烹饪之道， 董克平总是舍得
花时间和精力。

凭着这股对美食的热爱精

神， 董克平跟许多厨师成为了
好友 ， 因此得以进入后厨参
观， 细心观察每一道食物的烹
饪过程， 从而超越了那些只会
坐在书房里引经据典的美食家
们。 人生就是一场觅食， 董克
平最近出版的 《寻味儿》 收录
了他近两年的美食随笔 《美在
泸沽湖， 饭食很好吃》 等60余
篇， 包含寻味儿、 回味儿、 思
味儿、 品味儿四个篇章。 分别
介绍了作者游历世界各地的美
食体验， 优秀的餐厅及菜品推
荐； 追溯了不同食材、 中外节
气的历史传说和渊源由来； 对
不同的菜品、 人物、 餐饮现象
的体会品评； 对中餐传承及与
世界接轨的思考和探索……

例如在《小暑大暑》中，作
者谈到我们无法把控天气的冷
热变幻， 但可以随着天气的变
化给自己找点有营养的好吃
的。在小暑到大暑这段桑拿天，
我们能够选择的食物有鳝鱼、
面条、新鲜蔬果，对于这些食材
的烹饪之法， 董克平可谓如数
家珍，譬如鳝鱼有响油鳝糊、炝
虎尾、烧鳝筒、水煮鳝鱼、干煸

鳝鱼等。 特别是杭州的虾爆鳝
面， 现炒虾仁和鳝鱼的浇头与
面条拌在一起，好吃又滋补。通
过这些文字的娓娓讲述， 我们
可以发现董克平到过很多地
方，吃了不少特色菜，真是见多
识广。董克平不仅会吃，还善于
总结经验，他在文末谈到，在恰
当的时候吃新鲜、当季的食物，
不仅是逐鲜寻味的至高标准，
更是一种生活的情致与雅趣。

本书没有华丽的文字， 但
读起来就像老朋友间唠嗑那
样平实而接地气。 现在， 游走
于文坛和厨界之间的美食家很
多， 但笔下文字能有董克平这
般鲜活而灵动的较少。 其实，
我们喜欢品读这些活色生香
的文字， 并不是想通过这些文
字寻找一些烹饪之法 ， 而是
希望在这些文字中， 了解中国
的烹饪传统， 探究餐饮业的发
展方向， 增添一些生活情趣。
人生百味， 唇齿留香。 好吃是
人的本性， 但会做、 会吃、 会
写三者齐全， 热爱生活， 吃出
学问 ， 我们就得向董克平学
习了。

□彭忠富

人生百味 唇齿留香
———读 《寻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