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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工作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吴瑕 文/图

“串门”的菜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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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市场监管局围绕 “共
创食安新发展 共享美好新生活”
宣传主题， 开展了食品安全宣传
周系列活动。

多维度拓宽宣传渠道 宣传
载体丰富多样， 利用线上公众号
和商户群及线下LED屏、 公示栏
等载体广泛开展宣传， 深入食品
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法律法
规、 科普知识宣传。 共开展系列
宣传活动90余场， 发放各类宣传
材料2.3万余份 ， 线上线下宣传
受众达10万余人。

多领域打造宣传阵地 一是
守护 “舌尖上的校园”， 通过举
办 “校园食品安全课堂” 活动，
为在校学生面对面授课答疑， 主

动邀请师生和家长到学校食堂进
行实地参观， 将 “阳光餐饮”工
程落在实处。二是争做“食品安全
卫士”，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积极
性， 利用社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吸引社区居民以志愿服务者
的身份参与其中。三是夯实“食安
宣传阵地”，充分发挥集贸市场等
食品经营单位宣传阵地作用， 提
升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 助力食
品经营主体诚信发展。

多角度回应食安关切 一方
面全力护航 “盘中餐 ” ， 举办
“检验检测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食品安全科技公众开放日活动，
展示食品快速检测技术对日常食
品的农药残留和品质优劣进行鉴

别 。 另一方面着重关切 “时令
鲜”， 紧扣关键时间节点， 联合
媒体发布节令食品选购指南。

下一步，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将继续创新形式、 丰富载体， 常
态长效抓好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
作， 以实际行动提升人民群众获
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周小芸）

■图片故事

伟大时代的精神坐标

□任蓉华

———读《我和我的祖国：时代人物故事》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读书郎”的别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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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士鹏

■奋斗者说·我这十年如今， 我终于能底气十足地
说： “读书真的能够改变命运”。

我的小学旁是一片野地， 大
片的荒草漫无目的地肆意生长。
我们也是这样， 嬉笑打闹， 插科
打诨， 对未来的构想， 无非是找
一家效益不错的厂子去打工， 甚
至不敢用 “上班” 这样文雅的词
语。 幸好， 母亲管得很严， 让我
虽然达不到古人囊萤映雪的程
度， 但也不会因为贪玩成性把学
业荒废了。

中考时， 我距离理想高中的
分数线差了几分， 要交三万块钱
才能入学。 一直到现在， 父亲都
会气鼓鼓地念叨， 当时他都把存
成定期的钱提前取出来了， 结果
我又不去了。 倒不是因为我性子
孤傲， 而是因为母亲去世前， 我
偷听过父母的对话， 知道家里的
存款数。 三万块钱拿出来后， 一

旦有大病大灾， 那必然是相依为
命的我们爷儿俩无法承受的。 最
终， 我去了县里的普通高中。

从高中到大学， 我好像都没
有走在最理想的那条路上， 很多
同学去参加985高校的夏令营 ，
校园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而我舍
不得车票和住宿费，哪里都没去，
埋头苦读， 最终凭借努力顺利地
升入研究生。再看高中的同窗，有
的签约了国企， 有的拿到了跨国
公司的入职合同， 有的考取了公

务员……都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聚会时 ， 发现很多人都变

了， 褪色的校服换成了笔挺的西
装， 流利的方言自由切换成地道
的普通话， 谨小慎微的性格也拥
有了大方自信的谈吐。

这份蜕变当然离不开自身的
努力。 有人曾说， 努力不一定会
有结果， 而现实中， 努力了终究
会有结果。 因为我们幸运地生活
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一个有
着更多机遇的时代， 一个日新月

异、 我们不再需要为了一块钱而
红了眼眶的时代。 父亲曾说， 他
上小学的时候 ， 学费只要一块
钱。 仅仅一个硬币， 但无论他怎
么哭嚎， 爷爷就是不肯给， 于是
他小学都没上完， 字都没认全，
就辍学挑大粪卖钱了。

而这个时代， 从大二开始，
我就没再向家里伸手要钱。 学费
自己交， 手机电脑自己换。 这对
于高中时每天早上靠吃着食堂七
分钱一碗的纯泡面度日的我而

言 ， 是无法想象的 。 而两者之
间， 仅隔着几年时间。

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能够迅速实现经济独立， 靠的无
非是读书。 而读书能够产生如此
不菲的经济效益 ， 不再和 “寒
窗” “穷酸” 划上等号， 靠的便
是新时代的福祉。

你看， 曾经在野地和荒草一
起肆意生长的人， 未来将在明亮
的办公室里向着更好的自己成
长； 曾经只能仰望的青色云朵，
如今托着我们前往更大的平台、
更辽阔的天地。

“朝为田舍郎 ， 暮登天子
堂； 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中学时期引用在作文里的古诗，
大学时 ， 终于被复现到了现实
中。 这不正是新时代的伟大征程
对每一个为中华复兴而读书的学
子最好的厚爱吗？

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发展、 民
族命运紧密融合， 用奋斗奏响平
凡与伟大的交响曲 ， 这是翻阅
《我和我的祖国： 时代人物故事》
一书带给我最直观的感受。 这部
新闻纪实作品集， 把笔触对准63
位时代功勋人物， 一个个熠熠生
辉的名字， 一段段荡气回肠的故
事， 在作者细致入微的书写中，
描绘出一幅理性奋进的生动画
卷。

理想的光芒， 初心的力量，
在字里行间弥漫开来。 由此书，
读者可更深入了解这些 “中国梦
的践行者” 的挑战与超越、 梦想
与荣耀 ， 其中有矢志不渝的信
念， 有迎难而上的锐气， 有鼓舞
人心的力量。

被誉为中国航天 “大总师”
的孙家栋， 在其60多年的航天生
涯中， 负责主体设计的卫星达45
颗。 他是经历过旧社会的人， 那
年月什么东西都要带个 “洋 ”
字， 甚至铁钉、 火柴也不例外，
这让他很痛心。 把航天事业作为
报效祖国的舞台后， 孙家栋靠着
国家支持和集体智慧 ， 脚踏实
地 ， 砥砺前行 ， 从 “东方红一
号” 到 “嫦娥一号”， 从 “风云
气象卫星” 到 “北斗导航卫星”，
都有他的身影。 在孙家栋身上，
我们能够感受到一个国家由落后
到先进、 由羸弱到强大的非凡变
化； 一个民族， 从站起来、 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
为了这个朴素而伟大的梦想， 杂
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赤脚下田， 一
走就是几十个春秋， 鲐背之年仍
为 “稻粱谋”。 1973年实现三系
配套， 1986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
的战略设想， 1995年研制成功两
系杂交水稻， 1997年提出超级杂
交稻育种技术路线……稻田里，
他走过的每一个脚印， 都伴随着
杂交水稻技术的发展， 为我国粮
食安全、 农业科学发展和世界粮
食供给做出了杰出贡献。 斯人虽
逝， 风范长存。 袁隆平的家国情
怀， 融于每一粒稻米之中， “一
日三餐， 米香弥漫， 饱食者当常
忆袁公”。

有一些声音， 历经岁月洗礼

却永不褪色。 每当 《我的祖国》
熟悉的旋律响起， 郭兰英 “白金
质地 ” 般的歌喉总让人心潮澎
湃， 感动不已。 这位当之无愧的
“人民艺术家”， 其歌声贯穿了解
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等一系列历
史节点， 承载着人们的欢愉、 理
想和爱憎， 成为让一代代中国人
热血沸腾的国家记忆。 而纵观郭
兰英的人生， 也如同一首跌宕起
伏的歌曲 ， 音符或铿锵 ， 或婉
转 ， 不仅留下了宝贵的艺术成
就， 更书写了真正的 “艺德” 二
字。

此外， “一生与青蒿结下不
解之缘” 的屠呦呦， 赋予一株小
草顽强的生命力， 使中国医药造
福世界； “把深潜进行到大洋之
底” 的叶聪， “驭龙” 之旅尽显
英勇 ， 矢志攀越深海科技的高
峰； “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
上” 的吴良镛， 行万里路， 谋万
家居， 为建设美好人居环境而奋
斗不息； “骥老犹存万里心” 的
叶嘉莹， 从漂泊到归来， 穷其一
生传递中国古诗词之美……这些
最可爱的追梦人， 把自己的追求
与时代同频共振， 汇涓流而成江
海， 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
他们是这个伟大时代的闪亮坐
标，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是我们
真正应该追崇的 “全民偶像”。

伟大出自平凡， 平凡造就伟
大。 合上这本厚重的 《我和我的
祖国： 时代人物故事》， 脑海中
依然闪现着时代功勋们几十年如
一日， 无惧困难、 无畏拼搏、 无
私奉献、 以身许国的身影。 功勋
闪耀新时代， 英雄精神永相传。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这群默默奉
献的人， 会真切感受到一种历久
弥新的精神伟力， 这也是中国最
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

我在农村长大， 那时候没有
什么文化生活， 记得村里的父老
乡亲到了饭点 ， 都是盛一大碗
饭， 夹些菜， 然后在屋外村街上
和邻居一起边吃饭边聊天。 不只
是吹牛， 还会分享各自碗里的菜
给邻居们品尝， 若是端着饭碗从
邻居门口走过， 也会被热情地邀
请进门一起吃， 拉不进门就舀一
勺子汤不由分说地倒进碗里。 村
民们真诚相对， 吃饭时， 你尝尝
我家的菜， 我喝口你家的汤， 吃
的是菜， 满足的是胃， 好心情就
在那种浓浓的邻里情里升腾。

上世纪80年代初， 物质不丰

富， 乡村人家生活也不宽裕， 所
以家家户户有什么菜， 都喜欢和
左邻右舍分享。 摘了黄瓜、 拔了
萝卜、 摘的蛾眉豆， 都喜欢随手
送一些给邻居。 谁家炒了米， 趁
着热气就一瓢一瓢地送给左邻右
舍。 要是谁家儿子娶媳妇、 嫁姑
娘， 不用招呼， 自有左邻右舍的
村民全家出动， 一起帮忙干活操
劳 。 针线活好的女人帮忙缝被
子， 厨艺好的女人去做菜， 五大
三粗的汉子去搬桌椅， 以备开饭
吃席用， 小孩子们带着来贺喜的
小客人一起玩， 各司其职。 接媳
妇的人家称几斤喜糖， 全村人每

家都送一把， 买几箱子白酒， 宴
请全村人一起干杯同醉。

我哥喜欢钓鱼， 每逢不能下
地干农活的下雨天， 他就背着竹
篓去钓鱼。 回家的路上， 遇上邻
居有人生病了， 哥哥马上送人家
一条鲫鱼 ， 说炖汤喝了病就好
了 。 春天的野韭菜 、 荠菜 、 芦
蒿， 夏天的野芹菜、 秋天的藕荷
梗， 只要能吃的， 没事儿的时候
我都去弄。 野韭菜香味冲鼻， 一
旦炒野韭菜， 左邻右舍都被香来
了， 炒好了一家分一小碗， 等到
碗送回来时也会回礼， 都是自家
种的农作物 ， 或是亲戚送的糕
点。 感觉菜碗和人一样， 热热闹
闹地互相 “串门”。

成年之后 ， 漂泊到千里之
外 。 因为距离 ， 回家的机会不
多。 有次， 侄儿开车送我回老家
转转， 快60岁的堂哥正端着饭碗
在村里聊天。 他吃着我多年未见
的紫色峨眉豆， 看着还是记忆中
的颜色， 我忍不住伸出手， 抢过
筷子， 夹一口吃下。 侄儿笑弯了
腰， 说我家端庄文雅的小姑居然
还有这样的一面。 堂哥护短， 说
道： “这有什么， 她多大都是我
妹妹。”

在城里习惯了关起门来过日
子， 习惯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和邻居不相往来， 朋友间也是礼
尚往来， 于是就会想起家乡， 那
些 “串门” 的菜碗， 装的是常见
的小菜， 碗底却是浓浓暖暖的真
情。 那些 “串门” 的菜碗， 是最
抚凡人心的人间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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