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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一分钟！

一部九江报人制作的新年贺岁大片
一年来的每一天，每一刻，九

江报人都在记录这座城市成长的
样子，定格市民活色生香的瞬间，
用文字、图片、视频、H5、VR……还
有许多紧跟时代潮汐的形式，为读
者 送 上 最 快
捷、最 走 心、
最 接 地 气 的
报道。

进 入 新
的 一 年 ，九
江 日 报 社 各

媒体采编团队的老记小编齐刷刷
亮相，给全市人民送上最诚挚的
祝福，想知道我们长啥样的赶紧
扫描戳进来～（见习记者王兆清
掌中九江记者许钦 陈韦达）

年夜饭的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从鞭炮的禁与放谈起

“返乡日记”充斥着大量偏见与片见

直抒己见

“九江网事·感动 2018”年度网络人物评选开启
邀您向“草根英雄”致敬

传递真善美，网聚正能量。日前，由九江市委网信办、九
江市文明办、九江日报社主办，九江新闻网、九江文明网承办
的“九江网事·感动 2018”年度网络人物评选网络点赞通道正
式开启，邀您向九江“草根英雄”致敬，为他们的凡人善举点
赞。

本次网络人物评选从 100 多名推荐人当中选出了 20名候选
人，这些人的平凡故事感人至深，他们中有甘当东湖天鹅卫士的
港口镇村民李火水；不离不弃用歌声唤醒昏迷妻子的乡村教师
董元生；主动请缨古镇支教的教师夫妇王万寿、姚水莲；为留住
乡愁，重新扛起锄头种田带动一方致富的“老黄牛”程招星；心系
贫困户，扶贫路上不幸离世的90后基层干部吴应谱、樊贞子夫妇
……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最平凡的人，却在不平凡的坚守、不平凡

的作为中演绎真善美，传递正能量。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
神，诠释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展示了人性大美，彰显了人间
大爱，令人动容、催人奋进，为我们照亮前行的道路。

此次网络人物评选活动旨在广泛宣传见义勇为、孝老爱
亲、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等先进典型，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新九江提供道德支撑和精神动力。
本次评选共分提名、展示、网络点赞、专家评审及结果公示等
环节，最终将根据公众点赞和专家评审产生 10 名年度获奖人
物。2 月 22 日 24 时前，公众可扫描二维码或下载九江论坛
APP 进入“九江网事·感动 2018”年度网络人物评选点赞页面，
向您心目中的“草根英雄”致敬，每人每天可投一次，一次最多
可选五名候选人进行点赞。 （九江新闻记者夏莹）

1.反映：网友“哦句容 YY 我嗯 YY”在
九江论坛 APP 发帖称：老马渡农贸市场公
厕居然要收费 1 元/人，既然是公厕为何要
收费？是否有经过相关部门审批？

老马渡农贸市场物业管理公司回应：
此厕所并非公共厕所，收费除了支付每月
厕所用水和维护费用外，剩下不多的用于
补贴保洁员的收入。后期将对厕所收费
问题进行合理改进，对买菜顾客应急或将
考虑不收费。

2.反映：网友“天书奇谈”在九江论坛
APP 发帖称：请问九江浔阳区的独生子父
母奖励到底什么时候发？2017 年就开始
登记，到后面悄无声息，至今没有发到手，
盼相关部门回复一下。

浔阳区卫计委工作人员回应：因浔阳
区申领独生子女费用的人数非常多，一次
性发放容易出错，只能分批发放。

3.反映：网友“志明天下”在九江论坛
APP 发帖称：九江市龙庭花园停车位存在
严重消防隐患，有一个消防通道被新增的

“子母车位”占据，一旦停满车辆就会挡住
逃生安全门，如果发生火情，后果不堪设
想，望相关部门关注解决！

濂溪区政府办回应：针对网友反映的
情况，濂溪区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实地
勘察，发现现场的车位 A-47、A-31、A-32
为子母车位，所在防火分区为“防火分区
二”，该区域的 A-32 子母车位阻塞了消防
通道，该车位予以取消，另外 A-47 子母车
位改为普通标准车位。

4.反映：网友“ 蔡正恒”在九江论坛
APP 发帖称：近日，柴桑区交管部门在区

法院门前的道路上设立了全封闭式的限高
杆，导致公交车都通行不了，周边居民出行
非常不方便，望相关部门能合理规划。

柴桑区交通局回复称：由于此条道路
岔路口较多，安全隐患大，所以交警部门在
此处设立了 2.85 米的全封闭式限高杆，城
区公交车通行不了。出口加工区附近居民
可继续往前走 100 米左右，在法院处的公交
首末站处候车乘坐1路或2路公交车。

5.反映：濂溪区怡芳苑住户在九江论
坛发帖称：盼望已久的怡芳苑陆续开始交
房，可是办理入住后发现，该小区的天然
气尚未安装入户。此外，小区附近道路泥
泞难行，离公交站点又有一段距离，小区
居民出行非常不便，希望能够得到相关部
门回应。

怡芳苑万歌物业回应：关于天然气开
通的问题，因为考虑很多住户希望年前入
住，已经和九江深燃天然气公司沟通协商
好，年前实现通气。关于小区外围道路泥
泞难走的问题，已经将相关情况反映给了
市政部门。

如果你有相关诉求和谏言，欢迎在九
江 论 坛
APP 发帖，
小 编 会 对
民 情 民 意
关 注 追
踪 ，代 表
网 友 为 您
@ 相 关 部
门！

许妈浔味：
饺子包出五彩缤纷

新年到，热闹到，家家都把饺
子包。和面、和馅、揪剂子、擀皮、
包馅……说着笑着，它是一家人幸
福团圆的味道。

《许妈浔味》第三道菜——彩
蔬饺子，换了个花样，多了点新意。

扫码看视频，可参与抽奖哦！
（见习记者王兆清 掌中九江

记者许钦）

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加入许妈浔味粉丝群。
快和许妈一起探讨美食制作，享受吃货专属福利！

春运返程开始迎来高峰，当人们背着大
包小包匆匆赶车时，你可曾想过你的行囊、
钱包和手机或许早已被某些人悄悄盯上了。

“春运期间火车站人流量大，人们在出
行的时候会遇见各种问题，被偷、被骗的事
我都亲眼见过。”在九江打工的吴女士对记
者说到。由于春运期间旅客行李普遍较多，
所携带的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等贵重的
电子设备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盗窃的目标。
此外，随着移动支付方式的普及，旅客携带
现金的情况减少，这样手机就成为窃贼的

“猎物”。
九江车务段工作人员对相关案件进行

梳理发现，随着巡查力度、侦查监控手段的
不断提升，近年来在列车上发生的盗窃案虽
然仍时有发生，但比例明显下降。而车站的
售票厅、候车室、餐饮部以及检票排队处等
人多拥挤的地方，盗窃案的发案比率则相对
较高。

“在春运期间我们将加强巡查力度，开
展 24 小时巡查，打击各类违法行为。”九江特
巡警第四大队刘志雄表示，为确保旅客春运
期间出行安全，他们将加强火车站外广场、
售票厅、安检口、出站口等重点部位旅客安
全保障工作，通过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开
展 24 小时巡查，切实保障旅客平安的同时，
进一步加大打击偷、抢、骗等非法行为。

春运提醒：旅客乘坐火车时，贵重物品一
定要随身携带；现金、手机不要放在衣服兜内
以及书包外侧，更不要随意暴露出来；乘车或
候车时不要随便和陌生人聊天，离开座位时，
贵重物品不要交给陌生人看管；独自出行时，
不要贪睡，更不要麻痹大意。

（九江新闻网记者程鹏）

年夜饭的味道还留在舌尖，过年聚
在 一 起 的 人 ，已 经 各 自 走 在 返 程 的 路
上。当春节假期余额用尽，回望过去的
几天，吃完一顿饭，仿佛就是过了一个
年。

每年的年夜饭，也许不是最丰盛的，
不是味道最好的，但一定是最让人难忘
的。无论大江南北，我们总是遵循传统，
用美食来传递心意、祈愿未来。

人口大流动的时代，生活总在别处，
但最令人难忘的滋味，永远在自己的家
乡。年夜饭是家的味道，是年的味道，也
是乡愁的味道。这些味道，模糊了饮食
与生活的界限，让儿时的记忆瞬间闪回，

热气腾腾地慰藉着每一个归家的游子。
年夜饭的菜品，总有个很好听的名

字，还有些有意思的规矩。有些地方，年
夜饭必须有鱼，吃年饭，碗里还总得剩一
点，都是为了讨一个“年年有余”的好彩
头。但年夜饭到底吃了些什么，事后是
很难记得起来的，甚至也不再那么重要。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年夜饭吃的是
食物和饱腹；而在物质丰富的今天，年夜
饭吃的更多是氛围和情感。一家人团聚
在餐桌前，感受着血缘亲情的凝聚。我
们需要有这样的仪式感，在漫长的时间
长河里，划下一个又一个值得纪念的逗
号，聚在一起，彼此慰藉，彼此祝福，彼此

温暖。
一顿亲手制作的年夜饭，重要的不

仅是舌尖上的那点滋味，更是心头上的
那点祈愿。儿时的味道，总能在年夜饭
中兑现；过年的感觉，总能在年夜饭中找
到。年夜饭之所以与所有的饭局都不
同，原因不在吃了什么，而是与什么人
吃；因为吃的人不同，所以心境就不同，
味道也不一样。

那些味道，还有那些穿越千年的习
俗，或许已经不能让今天的味蕾感到惊
讶的满足，不能让今天的眼睛感到新奇
的激动。但它们就是能让我们闻到年的
味道，闻到家的味道。伴随着漫长时光，

承载着文化记忆，和故土、乡亲、祠堂，以
及心灵深处的情感，紧紧交织在一起。

年夜饭让离家的游子无法忘怀，让
不能回家过年的人魂牵梦绕。和父母在
一起，和亲人在一起，让孩子知道故乡的
礼俗，做做我们小时候常做的那些事儿，
让浓浓的温情电池充满，以便点亮新的
一年里每个思乡的夜晚。

无论我们境遇如何，无论生活几经
风雨，有个地方永远在等待我们归来，有
顿好饭永远在等待我们赴宴。有钱没
钱，回家过年，年夜饭的召唤，能够融化
一切生活的苦涩与旅途的艰辛。浓浓的
年味是最大的乡愁，年夜饭则是国人标

签化的仪式符号。
虽然生活中总有不如意的事情，虽

然忙忙碌碌又老了一岁，虽然世界并不
太平，虽然恭喜过很多次我们依旧没有
发财，虽然孩子还是很闹腾，烦人的事依
旧很多，但好在，至少还有年夜饭可以期
待，还可以对亲人说过年好，还可以互举
团圆的酒杯——还有故乡可回，就是过
年最幸福的事。

貌 似 刚 刚 到 家，年 马 上 就 过 完 了。
但年夜饭的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带着它出发，向着向上的方向，让我们继
续奔跑，灌溉希望，拔节生长。

(舒圣祥)

春节假期间，一篇山东“男孩”携妻
回村过年的文章走红网络，“山东媳妇
吃 饭 不 上 桌”等 地 方 旧 俗 再 成 热 门 话
题。文章主人公王严告诉记者，身为 90
后 ，他 并 未 见 过 网 传 的 那 些 山 东“ 旧
俗”，“很多信息其实是外界对我们的一
种误解”。民俗专家表示，现在生活条
件改善了，规则也会变化。“人们在看待
地 域 习 俗 的 时 候 不 应 该 戴 着 有 色 眼
镜”。

这是一个并不流行写日记的年代，
可这几年每到春节前后，总会出现大量
以 消 费 和 矮 化 农 村 为 主 题 的“ 返 乡 日
记”。特别是有关新婚夫妻难融入对方
家庭习俗等文章，每每在春节时期都能
成 为 社 会 热 点 话 题 。 走 红 的“ 返 乡 日
记”，有着大致相同的模式，有的“贩卖”

焦虑，有的“贩卖”优越，有的“贩卖”矫
情，可叹的是，有些记录者可能都不知
道，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未必就是一个真
实的农村。

大量出现的“返乡日记”存在两个问
题，一个是偏见。应该承认，当前城乡之
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剪刀差，发展不充
分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而且乡风文
明建设任重道远，移风易俗是一场攻坚
战。在一些人的印象里，农村是发展的
边区、文明的盲区，潜意识地认为农村什
么都不行。当带着偏见的眼光看待农村
时，必然会出现种种变形，如果再掺杂一
些其他动机，必然会出现扭曲。

还有一个是片见。春节时的农村，
经常看到这样一个场景，有些打扮时髦
的城里人，对于农村发生的一切都抱以

极大的好奇心，看到什么都一惊一乍。
确实有场景变换的原因，但也夹杂着优
越感，也有一些城里人的矫情。而其接
触的人，为了迎合其心理需要，有些会虚
构和夸大一些事实，导致城里人以为看
到的就是事实。

两年前，演员郭晓东的妻子程莉莎
在微博发帖，回忆她婚后与郭晓东第一
次回家过年经历的“山东媳妇吃饭不上
桌”，她能上桌，还是“村子里的长者特批
的”。在过去的一些农村，确实存在媳妇
和孩子不能上桌的情形，但这更多是因
为家里条件有限，尽其所能地招待客人，
并不代表就是对媳妇和孩子的歧视。正
如民俗专家所说，其初衷并非是为了制
定特殊的等级。而现在，即便还会在哪
一个角落顽强存在，也是很少很少，不能

当成农村的普遍现象。
苏轼云，“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

有无，可乎？”其实，即便目见耳闻了，哪
怕有图也未必有真相。原因就在于，接
触到的可能只是一个片面。很多城里媳
妇回到农村都有一种优越感，而身边的
人也看出来了，有的还有意去迎合这种
优越感。有时会采用一些讲故事的手
法，故意夸大一些贫穷和落后，把过去个
例讲成现在普遍，通过强烈的反差，让城
里媳妇得到心理满足。这也导致很多
人，即便去农村待了几天，接触了一些人
看到了一些事情，其实对农村还是很陌
生。

在这位山东小伙的文章中能够看
到 ，“ 山 东 媳 妇 回 乡 过 年 也 能 上 桌 吃
席”。其实，即便是在“返乡日记”最走红

的时候，也有不少反驳的声音，而更多人
基于一种不屑“懒得去回应”。如果说有
一些“返乡日记”有着流量考虑，存在主
观造假的话，那么还有不少“返乡日记”
在主观上可能并没有什么恶意。具体来
看，这些“返乡日记”充斥着大量的偏见
与片见，而其走红，对应着当前城市对农
村的认知存在着偏见与片见。

消 费 农 村 不 应 该 成 为“ 网 络 新 年
俗”，从“返乡日记”里认识不了真实的农
村。如果不具备田野调查的条件和能
力，不妨去看看主流媒体对新农村的报
道，而不是试图从“返乡日记”里了解农
村。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那些满
怀偏见与片见的“返乡日记”会走红？其
对应的复杂社会心理，是值得思考和警
惕的。 (毛建国)

守岗是最美的“年味”
春节的年味各有味道，

看电影、近郊游、图书馆里的
阅读、体育馆里的健身......当
你在长假里“浪”，他们在那
认真地守岗。春节期间，那
些坚守岗位的人们，给我们
带 来 了 最 美 的“ 年 味 ”。 警
察、医 生、战 士、环 卫 工、司
机、快递小哥，用他们的忠诚
与真诚，呵护着千家万户的
欢聚一堂。我们感动的不仅
仅是一份不容易，更是他们
敬业的精神，他们在坚守岗
位，更是在坚守事业、坚守理
想。正是有这份坚守在节日
里闪光，我们的节日才丰富
多彩，我们才能舒适地品味
年味。 （丁慎毅）
春节“消费变化”折射生活美好

春 节 出 了 两 个“ 新 亮
点”。一则，不知从何时起，

“反向春节”出现了，不少人
从老家把父母接到大城市过
春节，让父母感受大城市的
繁华，让父母走出出开开眼
界，既尽了孝，也不枉父母走
这一遭。二则，春节正在由

“ 吃 吃 喝 喝 ”向 运 动 健 身 变
化，健康的过节方式正在被
推行、接受。这不只是消费
方式的变化，更是消费观念
的进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正在由设想变成了现
实 。 这 是 对 社 会 发 展 的 肯
定，也是社会发展的无限动
力。相信：只要朝着这个方
向继续走下去，老百姓的日
子将会越过越好。（犁一平）
小女孩对礼让小车鞠躬
何止是感动

广东潮州，回家过年的
林先生开车时，一个身穿粉
色裙子、手里拎着东西的小
女孩正准备经过人行道。隔
着老远，小女孩就看到车驶
过来，立马停下了脚步，林先
生这时也看到了小女孩，随
即减速、停车，礼让小女孩先
过。见状，女孩马上朝人行
横道走去，走到林先生的车
前时，小女孩忽然停了下来，
乖巧地向开车的林先生鞠了
一 个 躬 ，随 后 欢 快 地 走 了 。
细微之处见真章，这不仅体
现了一个孩子的优秀品质，
还映射出一座城市的文明形
象。不仅让人感动，更应该
引起我们反思。 （吕也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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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我偶尔浏览一些论坛，知道
今年有许多城市都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许多人感慨，或以为政府太不容易了，这
件事也能管得下来；或忧虑于政府的管
控能力过分强大。持后一种观点的人往
往还特别说明，自己并不怎么热衷于燃
放烟花爆竹。

围绕鞭炮的燃放展开争论，其核心
议题是：如果以平静、安全的生活为人的
基本权利之一，那么，于此方面，是否能
赋予任何人肆意打扰、侵害他人的法定
权利。而文化传统、行为习惯等等，并非
核心议题，不过是在围绕核心议题展开
的争论中，某一方所持的理由、提供的论
据。

这些年来，围绕这问题展开争论，其

实议论声已经越来越微弱。首先就是因
为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平静、安全的生活
就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任何人不能肆
意 打 扰、侵 害 他 人 的 正 当 以 及 法 定 权
利。所谓文化传统、行为习惯，则第一：
谁是文化的代言人？谁敢说自己就是文
化的最高评判者？第二：传统者，那是属
于祖先的行为，正如俗语说“人家抢银
行，你也要去吗”，祖先怎样，并不成其为
今人亦应怎样，更不是未来依然应怎样
的理由。第三，燃放烟花爆竹，特别是鞭
炮、爆竹，今天还是否能算是民众的行为
习惯，实在值得商榷。

我突然想到的问题：如不得随意横
穿马路等行为，政府花了更大力气，甚至
在一些地方实施了对违规者的羞辱性惩

罚，却效果有限，为什么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一禁就灵、效果总是非常好呢？是否
可以这样解释：其实大家讨厌这玩意儿
许久了，非常讨厌，但不成团伙、群体，不
好独自跳出来反对；尽管一直随大流，却
始终盼望着一个机会，能作为理由，彻底
抛弃这玩意儿。政府的禁止燃放烟花爆
竹指令，就是大家等了许久的这一个机
会。

但我还是理解上述许多人的忧虑，
即无论鞭炮的禁与放，或日常禁而在特
定时段内放，刻下明显由政府主导，并没
有实质性地征求民意，更不能说由民意
主导。纵然彻底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确实
被多数人赞同，但如果没有经过合法程
序，没有体现民意的最高权力地位，而只

是政府意志的体现。那么，今天可能出
台一项政策措施可能与主流民意吻合，
而明天出台另一项政策措施，却可能正
好与主流民意背离。前者并不足喜，实
足以忧。

即关系到公共权力的运用，衍生出
另一核心议题：权力由谁主导，典章制
度、公共政策措施应体现谁的意志。如
今，越来越多人认同：权力应由民意主
导，典章制度、公共政策措施应体现民
意。在技术环节上，民意显然不能后置，
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机会，而必须是直
接表达、选择、决定。如某一部门胡乱发
布一个征求意见稿，而究竟谁参与其中、
具体发表了一些什么意见，皆只由政府、
部门发布一个通稿，笼统地强调支持政

府决策，恐怕是不能服众的。
于具体事件，是任何人能否肆意打

扰、侵害他人的问题；于公权力运行，则
以回归民意为先，即民意必须是真实的
民意，是每一个公民的意见，是亿万公民
意见的综合，而不是任何官员的一句口
头禅，动辄“我（强行）代表谁谁谁”，继
之，无论直接或间接民主（现代社会里，
当然主要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经
由现实渠道、程序运行，必须是真实的民
意实实在在为最高的权力，才可谓体现
民意。无论现实状况，于道理、原则上必
须如此。

上述两大议题之间有交集，却终究
不能混淆。分开来解释清楚，自有其意
义。

全 媒 问 政
市政府民声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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