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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枣挑选方法

一看：从外观看，绿红分明、颜色发暗为铁锈红、
暗红色的，是经糖精浸泡过的。因为自然成熟的大枣
是由绿到黄到红逐渐成熟、变色的，果皮上有绿黄红等
不均匀的自然色，不会绿红分明。

二摸：经糖精浸泡过的枣的果皮有褶皱，根部萎
蔫，整体较软，没有正常成熟的枣子坚硬，不易储藏，时
间久会果皮果肉分离。

三尝：糖精泡过的大枣极甜，尤其是果皮，比果
肉更甜。

俗话说“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枣落
杆”，就是说中秋节前后正是大枣大量上市的季
节。然而现在市场上，很多鲜枣名不副实，怎样
才能买到货真价实的鲜枣呢，专家们给出了以
下建议：

9月13日晚上，月亮刚刚爬上树梢，新
郑市黄帝故里汉阙旁的“戏迷乐园”又开唱
了，一句句字正腔圆的唱词不时被一阵阵
掌声打断。

在这和谐的场景背后，有一个默默
的付出者，他就是新郑市新建路北街居
委会居民冯宗强，也是“戏迷乐园”的创
建者。为了让群众能够专心地唱戏，冯
宗强总是提前半个小时来到这里，将小
凳子一一摆放好，将灯光、音响等设备安
排到位，招呼乐队人员调试好乐器。别
看他今年已经 64岁了，可说起话、干起活
来，那身手和年轻人没什么两样，心里总
是喜滋滋的。

“他这人不简单，整天早出晚归筹备活
动，自己不唱、不敲、不打、不跳，却让一大
帮子人聚在一块热闹起来。”新郑市民赵大
爷说道。一提起他，话头儿就掐不住了，市
民张会荣接着话题说道：“他组织人员有一
套。”确实，冯宗强的组织能力可不能小
觑，瞧瞧他组建的各种队伍：秧歌队、军乐
队、军鼓队、盘鼓队，还有“戏迷乐园”，都是
训练有素的队伍。随便挑出哪个队伍，他
们都能有模有样地表演，那水平可是“杠
杠”的。可谁知道二十几年前，他与这些文
艺队伍“初恋”的情况呢？

那时，冯宗强想踅摸点有意思的事情
干干，看到有人参加完文娱活动后的灿烂
笑脸时，他就决定和文娱事业“牵手”。“很
多人都想唱唱跳跳、敲敲打打，但没有设

备、没有舞台、没有观众，他们的愿望就泡
汤了。”冯宗强的思绪好像回到了以前，若
有所思。他不会唱戏，不会跳舞，但是他想
让会唱戏的人开怀去唱，会跳舞的人开心

去跳。“可是很多人缺少必要的设备和平
台，我就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他从解
决唱戏问题开始，没有设备就用自己家里
的，家里没有的就自己掏腰包去买，后来居
委会为他们购置了设备。随着自己设备的
充足，加入队伍的人也越来越多，渐渐地就
形成了如今的“戏迷乐园”，他就在活动开
始和结束时忙活上一个小时。不久，他又
发现仅仅一个“戏迷乐园”远远满足不了群
众的娱乐需求，就陆续组建了秧歌队、军乐
队、军鼓队、盘鼓队等，让群众敲敲打打、吹
吹唱唱、蹦蹦跳跳，其乐无穷。

看到冯宗强早出晚归为各种队伍操
劳，家人很是心疼。可他却对家人说：“我
还能为群众做出一分贡献，感到欣慰。大
家高兴，我心里不由地就高兴起来了。”

这些年，他组建的队伍多次到外地参
加各种比赛，取得了不少荣誉，可冯宗强总
将它归功于居委会：“要是没有居委会的支
持，没有群众的参与，我就是有再大热情也
没用啊！”

夜幕慢慢地笼罩大地，天上的星星也
眨着眼睛看着冯宗强，只见他一会儿主持

“戏迷乐园”，一会儿与群众交谈，以自己的
方式默默践行着“厚德自强 传承创新”的
新郑精神，将快乐传递给群众。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新郑市大街小巷都萦绕着浓
浓的节日气氛。共度喜庆节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过
法，让我们看看他们将如何欢度中秋节。

小朋友 自制月饼吃得香

这几天，新郑市 5岁的静静小朋友可以说是“饼”
不离手，看到手中的这个月饼，她就想起了上个星期
自己制作月饼的过程。静静所在的新郑市滨河帝城
幼儿园，举行了自制月饼的活动，让小小年纪的她在
制作过程中忙得不亦乐乎。“孩子们都非常享受制作
月饼的过程，看着白花花的面粉最后变成香甜可口的
月饼，孩子们很是惊奇。”该幼儿园的刘玉芹老师说
道，这项活动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让他们感受到
自己劳动的快乐和成就感，很多孩子都表示到中秋节
晚上，看着圆圆的月亮，和爸爸妈妈一起品尝自己亲
手制作的月饼，是最幸福的事情。

上班族 娱乐游玩真轻松

在新郑市一家公司上班的该市市民高红丽，往日
节奏紧张的生活状态可以暂停一下了，她高兴地笑了
起来：“我早就做好放假期间的安排了。我想和朋友们
一块出去玩玩，爬爬具茨山，再到博物馆里看看，好好
放松心情。”

而现年 35岁的李玲，则把时间交给了上小学五年
级的儿子。因为平时工作太忙，儿子有些心愿她没有
时间帮助他完成。所以，放假后，她和丈夫、孩子将一
块儿去附近几个景点玩玩，一来让孩子开阔一下视野，
二来可以增进感情。李玲说：“我很在乎一家人在一起
的和谐气氛，与家人共度中秋节是最好的方式。”

大学生 过节方式花样多

虽然离家近的学生回家过节了，但是大部分学生
依然选择留在学校。留校的学生中，大一新生是“主力
军”。“因为我刚刚踏入学校，离家没有多长时间，再回
家不但增加费用，还会遇到堵车问题。我来学校需要
尽快熟悉环境。假期，我会骑着自行车在新郑市兜圈，
看看风景，看看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在新郑市
上学的大一新生李佳说道。而很多非新生也因时间、
交通、距离等因素，决定在学校过节，他们有的想多学
点知识，有的准备和同学们一块唱唱歌、逛逛街、看看
电影，有的想要在学校老乡会上认识“老乡”。

明代进士杨钦曾在翰林
院任职期间，为了照顾年迈双
亲告老还乡，并写下“闲寝茅
檐下，鸡鸣露未晞。髡彼两髦
者，怡然下庭帏”，描述他与父
母在山中粗衣素食的宁静生
活。而在当下的新郑市八千
乡双楼村，也有一位为了照顾
96 岁的老母亲，放弃舒适条
件，与母亲归隐田园，甘于平
淡生活的七旬老人。

他叫左国军，今年 71 岁，
曾在新郑原车站公社、民政
局、土地局等单位担任领导职
务。2002 年，左国军刚退休
时，不少单位和企业开出丰厚
条件想邀请他发挥余热，但左
国军都婉言拒绝，他选择了带
着母亲回老家尽孝。

走进左国军的院子，如同
置身世外桃源，四周环绕着郁
郁葱葱的花木，近处菜园里蔬
菜娇艳欲滴，远处枣树和杏树
错落有致。左国军的母亲悠
然自得地坐在院子一角观看
风景，当记者问起平时儿子照
顾得好不好时，老人笑得合不
拢嘴。

算来左国军照顾母亲已
有 30多年，这期间无论其他兄
妹如何要求，他总觉得由自己
照看才最放心，于是独自一
人承担起照看老人的责任。
其实，早年丧偶的左国军，也
已到了需要子女尽孝的年纪，
但他觉得只要母亲一天健在，
他就永远是个孩子，要在当下
尽孝。

在左国军的照料下，如今
96岁的母亲眼不花耳不聋，身体硬朗。“每天一杯蜂蜜水
让老人通便，上午一个苹果，晚上一碗枸杞小米粥。到
了春冬吃红薯，夏天吃南瓜。”说起母亲的饮食，左国军
俨然是个养生专家。这些年来，在饮食上，左国军一日
三餐总是变着花样，从不敷衍。他说，给母亲做饭已经
成了一种乐趣，特别是看着母亲将饭一口一口吃进嘴
里，他都有种成就感。而在生活中，为母亲洗衣服、端屎
倒尿、天热时每天擦拭身子，这些生活琐事更是家常便
饭，难能可贵的是左国军一干就是30多年。

长期的朝夕相处，让母子两人都产生了依赖感。有
时候，左国军要出门办事，可他总要在上午 11点和下午
5点前回家，时间一长心中就满是牵挂。每天晚上，他都
陪着母亲看电视从不出门，每年自己娱乐的次数更是屈
指可数。同样，小辈儿们曾经多次把左国军的母亲接到
城里伺候，但她总待不了几天就吵着要回老家跟着左国
军。依赖感一旦产生，便是难以割舍的情感。

对于这种依赖感，左国军的老战友问过他，是否觉
得成了一种负担。左国军动容地说：“像咱们这样的年
纪，能像我这样每天有‘妈’叫着，就是一种幸福！”左国
军还说，自己最爱听到的话，就是每当自己带着母亲在
村里散步时，邻居总会跟他母亲开玩笑说：“又领着恁孩
儿出来玩哩！”他说，听到这句话会感觉自己回到了小时
候，付出的一切都很值得。

左国军的行为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的子女。
现在他的几个子女每次回老家，都争着抢着帮左国军干
活，看着子女不嫌脏累地干活，左国军心里非常欣慰。
他希望这份孝道能够在家里代代接力传递下去，让孝成
为社会的一种文化氛围。中秋前夕，新郑妇产医院医护人员来到该市光荣院，为老人们送去节日问候,并为他们免费体检。 本报记者 李伟彬 摄

空闲时间，冯宗强把周围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军乐队。图为冯宗强
指挥军乐队排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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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他们将
如何过中秋节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凯

月饼象征团圆，是中秋的必备食
品。随着中秋节的临近，在新郑市各大
超市、商店，各种品牌的月饼销售异常
火爆。

佳节更传统

记者走访发现，与超市的各种品牌
月饼相比，传统的老式月饼更受市民青
睐。在市区一家传统糕点店，记者看到
前来购买月饼的顾客络绎不绝，五仁、豆
沙、冰糖、芝麻等月饼品种更是齐全。

“牛皮纸包裹、大红纸加盖、纯纸绳
捆绑，这种包装勾起了人们过去的回
忆。”正在购买这种老式月饼的杨女士告
诉记者，老式月饼不仅价钱实惠，而且家
里人都爱吃。此外，传统的老式月饼皮
厚馅少、低脂低糖，更符合健康要求。

这家糕点店的老板向记者介绍，以
往中秋节也推出了老式月饼，但过于注
重包装，并没有吸引顾客的眼球。今年，
他们创新了一下包装形式，用传统的包
装纸包装后更受大家欢迎，而且很经济
实惠。

平价更抢手

在走访中，记者发现各大超市推出的
月饼价格也很亲民，有的十多元一斤，有
的二十多元一斤。有市民幽默地说：“今
年的中秋节，月饼价格也从天价降到了低
价。”而导致这一现象的是近期出台的中
秋禁令。

据了解，在中秋节来临之际，中央提
出：当前，要坚决刹住中秋节、国庆节公
款送月饼、送节礼、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
等不正之风，过欢乐祥和、风清气正的中
秋和国庆佳节。

在禁令面前，各商家也都调整了销

售策略。他们把好吃实惠的平价月饼摆
在了显著的位置，把包装高档的盒装月
饼放在了柜台高处。

“虽然今年月饼价格没有往年高，但
销量并没有降低，最受顾客欢迎的是百
元左右的盒装月饼、简装月饼和物美价
廉的散称月饼。”市区某家超市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他们突出的是平价和养
生，无糖型、五谷杂粮型的是专门为中老
年人设计的，冰激凌、水果型的赢得年轻
人的青睐。

网购也火爆

早在一个月前，记者就注意到，商铺

里还没有上架的月饼已经在网上开始销
售了。

记者上网查询发现，网店最近的月
饼成交量都不小，部分网店月饼近期销
售都很火爆，而且网上月饼品种繁多，包
装也比较精美，让人目不暇接。不少代
购店近期也纷纷做起了月饼生意，开始
销售来自香港、台湾、厦门等地的特色月
饼，供食客预订。

“在网上能够买到其他地方的特色
月饼，让家人尝尝鲜。”市民王女士是
个网购达人，就连月饼她也选择了在
网上订购，她说网上购物其实是个不
错的选择，种类多且价格也比超市的
实惠。

传统老式月饼受追捧
本报记者 赵聪聪高凯李伟彬 文/图

延伸阅延伸阅读：读：

如何科学吃月饼

1.月饼要吃新鲜的
月饼品种繁多，不可能样样都能吃

到。每种月饼可各切成几份，与家人分食，
就可以品尝到多种风味。

2.吃月饼应泡杯热茶
热茶可以止渴，还能去异味、解油腻、

助消化。普洱茶、绿茶、茉莉花茶、菊花茶
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喝温热的白开水
也可以。

3.吃月饼应适量
月饼中含有较多的油脂、蔗糖，不宜过

量食用，特别是老人、儿童、肠胃功能不适
者。最好是在两餐之间食用。

4.吃月饼应先咸后甜
月饼有鲜、咸、甜、辣等不同风味，应按

鲜、咸、甜、辣的顺序吃，才能把月饼的味道
品尝出来。

5.要注意月饼的保质期
食用月饼要注意保质期。因为月饼主

要是由油脂、糖类组成，所以容易变质。可
有些人在明知月饼已过保质期的情况下，
因其价格昂贵，还没有闻到酸败味，还是将
月饼吃了。其实这样对身体损害非常大，
轻者会引起食用者急性肠胃炎，严重的还
可能会造成癌变。

6.有些人不宜吃月饼
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胆囊炎、

慢性胰腺炎、胆结石病人等，不宜吃月饼；
慢性腹泻、急性肝炎和恢复期肝炎病人，
也要忌食月饼。另外，患有龋齿的病人，
尽量少食，吃完立即刷牙洁齿；肥胖、高血
脂、动脉硬化、高血压及冠心病病人也要
少吃。

减去华丽的包装，回归食品本质，今年商家在月饼质量、口味上下起了真功夫。
“牛皮纸包裹、大红纸加盖，纯纸绳捆绑”，传统月饼在新郑市尤其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