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9 月 13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张小石 版式：侯明明 校对：李吉洋4 中 秋 专 题

■ 本报记者 刘亚杰

9月10日，中秋佳节。济郑高铁聊城西站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现场
依旧机声隆隆，塔吊高耸。各种施工车辆进进出出，一片繁忙景象。

在由中交一公局承建的三标段工程，360余名建设工人从天蒙蒙亮一直
忙碌到夕阳西下，一刻也没有放松节奏。

“我这边挺好的，不用挂心，这个中秋节肯定没法回去了。”忙碌了一天，
已经9个多月没有回家的项目安全总监陈涛拨通了四川老家的电话。听到
家人都很好，他放下了一直挂念的心。

“说不想家是不可能的，但没办法，工程人注定了要四海为家。”陈涛摘
下安全帽擦了擦，“不仅这个中秋节没法回去和家人团聚，春节能否回家还
是未知数。”他告诉记者，由中交一公局承建的三标段工程包括了5#、6#、7#
楼及地下车库项目，总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目前，两栋楼已经顺利封
顶。按照工期要求，整体项目计划将在2023年3月份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

“项目部管理人员有20余名，家都是外地的。”陈涛告诉记者，工期紧、
任务重，自去年7月份进场施工以来，大家可以说是披星戴月、夙夜不懈，有
的同事甚至一年多没有和家人团聚了。

尽管身处聊城，但陈涛和同事们也很少有机会仔细逛逛这座以水闻名
的古城。除了工作需要去城里跑一跑，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项目部和建设
现场。

9月10日晚，项目部专门为不能回家的员工准备了一顿“团圆饭”，尽管
简单，但也让大家体会到了满满的温情。

“‘高铁梦’是650多万聊城人民的梦，也是我们的梦。”陈涛说，能参与
这么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建设工程自己也十分骄傲，自己将立足优质工程、品
牌工程，不遗余力地用奉献和汗水助力聊城早日跨入高铁时代。

工地上的中秋节

■ 本报记者 侯莎莎

中秋节临近，拥军优属活动掀起新高潮。9月
8日，记者在东昌府区古城楼东大街就邂逅了这样
一场温暖且诗意的场景。

楼东大街建筑风格青砖灰瓦，院落雅致，古楼
街道双拥工作室就坐落在这里，让传统民居焕发出
新生机。推开棕褐色的大门，兵妈军嫂们在古楼街
道工作人员的陪伴下，走入工作室。

古楼街道双拥工作室是新成立的，室内宽敞
明亮、装潢精致、设计精巧。西侧陈列墙上展出

“探索双拥管理新举措”“打通双拥服务新路径”
“构建双拥服务新模式”三大板块。

兵妈军嫂们在古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邢青的
陪伴下，参观工作室，了解工作室职能。“这里以后
就是咱们的家了，大家有啥诉求，都可以来这里反
映！”活动现场，女企业家协会、山东鑫大地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代表还向工作室捐赠了打印机、电脑。
大家跟随邢青来到二楼，会议室电子屏上，

“月满中秋话拥军 同心共筑强国梦——兵妈军嫂
中秋特别活动”几个字分外抢眼。盛满香蕉、葡
萄、橘子的果盘摆满桌子，菊花茶香飘四溢，茶话
会布置得隆重而温馨。

每逢佳节倍思亲。什么是团圆，在兵妈妈和
军嫂的心中，或许就成为一种山迢水远的牵挂，现
场特意安排了“写贺卡”环节。兵妈军嫂们纷纷在
贺卡上写下对儿子、丈夫的思念和期盼。

纸短情长。军嫂王瑶写给飞行员丈夫：“今年
中秋节，我们军嫂和兵妈妈聚在一起，吃水果、谈
心，特别开心，勿挂念。你执行任务的地方条件艰
苦，工作压力大，要保重身体，多喝水，早休息，祝
你平安飞行！”

这样一番话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因为思念，
因为感怀，因为感动，不少人流下了泪水。但是，

彼此之间的鼓励和支持、现场温馨的氛围、工作人
员的关爱，又让大家倍感温暖。

邢青说到举办兵妈军嫂中秋特别活动的初
衷：“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束微光，当微光汇聚，星火
亦可燎原。让我们携起手来，做军营儿郎坚强的
后盾、军人家庭坚挺的脊梁。”中秋团圆，这种心有
所属的文化约定，在军属们心里升华为超越“小
家”、成就“大家”的精神共鸣。

据东昌府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双拥服务中心主
任郭英玮介绍，在重要节点举办双拥活动，只是双
拥工作室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围绕立足社会、公
益服务，通过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双轮驱动”，工
作室将在就业创业、家庭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等方
面，为退役军人家庭提供贴心服务。

“一点一滴，细水长流，久久为功。”活动最后，
邢青用三个词寄语工作室发展，现场再一次响起
热烈的掌声。

一样中秋 别样团圆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中秋节一早，76岁的靖传芝和老伴将准备好
的石榴摆了出来。“过中秋，除了月饼，石榴是少不
了的。”靖传芝说，“因为石榴的颜色代表着喜庆，
也有象征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直到现在，在中
秋节吃石榴的习惯依然在家里延续。”

靖传芝家住度假区于集镇东靖村，在他的记
忆里，儿时的中秋节，几乎都赶上家里收割玉米，
玉米秸排满院落四角。小孩子们趁着晚饭前的时
间，三五成群开始“藏马虎”。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的方桌前赏月、拉
家常，吃着桌上的月饼和自己种的石榴、花生等常
见瓜果，那是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刻。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粮油副食和日用工业品
按户口凭证限量供应，月饼及水果等也不例外。

“那时月饼仍然是稀罕物，得拿着票排队买，
用牛皮纸包裹着的月饼十分珍贵，能买到两三块
已经很不错了。”靖传芝说，为了给孩子们解馋，他
会提前几个月把粮票存起来，为的就是中秋这天
让每个孩子都能分到一块月饼。

如今，生活条件大大改善，月饼已不是奢侈之
物，种类也是五花八门，但让靖传芝念念不忘的还
是过去传统的月饼。简单的外皮包点砂糖，里面
还有五仁，咬下去硬邦邦的，在当时却是难得的美
味。“年龄大了，月饼太甜不能多吃，解解馋就行
了。能在中秋节这天，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一顿团
圆饭，就已经非常满足了。”靖传芝说。

和不少市民一样，今年52岁的市民张立东的
中秋记忆大多和公园有关。“只要天气好，就和家
人朋友去公园赏月。”张立东说，20多年来，城市公
园从“几枝争艳”到“推门见绿”，公园越来越多，也
越建越好。

过去，市区公园很少，仅有聊城公园这一处。
市民在节假日，拖家带口呼朋引伴，进园玩个半
天，算是一种享受。

如今，张立东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家门前的“印
象公园”。“以前，这里还是村头的一块空地。记得
1997年的中秋节晚上和几个老伙计去那里赏月，
都得带着马扎，不然的话，走累了连坐的地方都没
有。”张立东说，这里已经成为豆营小区附近居民

休闲的好去处。这里最吸引人注意的便是西侧墙
面上贴着的老照片，一幅幅深灰色图片，见证了聊
城的发展，诉说着数十年的城市变迁。

随着城市发展，聊城的公园慢慢有了长椅、休
息亭、健身器材等设施，树木花草变得整齐，园内
小道也经过精心设计，整个公园看上去十分漂亮，
特别适合健身散步。今年中秋节，张立东和家人
一起去了“印象公园”。“我们在赏月的同时，还能
看看城市风貌，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氛围和地方特
色，非常有意义。”张立东说。

和老年人、中年人不同，年轻一代有自己的新
主张，他们的过节方式更加个性化。疫情防控常
态化以来，近郊游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

“难得有3天假期，要放松放松。”今年37岁的
王岩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平日工作忙，周末也难
得休息，好不容易有了假期，他早早便开始策划。
去年，他和妻子、两个孩子一起去临清游玩。“我喜
欢自驾游，看了临清宛园、鳌头矶等景点，既开阔视
野又放松心情。”王岩告诉记者，今年中秋假期，他
们一家去东阿游玩，路线都提前规划好了。

和王岩一样，参加工作5年的张昊也在中秋节
假期去城区周边采摘园里游玩了一番。“出去放松
是为了回来更好地工作嘛。”他笑着说，每逢节假
日，身边同事朋友都在朋友圈晒近郊游的照片。
如今，假期近郊游逐渐成为一种新风尚了。

三代人的中秋记忆

■ 本报记者 刘亚杰

中秋节来临，月饼作为节日期间必不可少的美食格外引人关注。近期，
各大商场超市月饼销售持续火爆。记者注意到，与往年不同的是，随着大家
消费方式的改变，月饼市场消费渐渐回归理性，颇具特色的传统月饼成为市
场一大卖点。

“五仁的、枣泥的、蟹黄的……各种口味都有而且价格不高。”在百大连
锁超市金鼎购物中心店，入口处琳琅满目的月饼一下子就抓住了消费者王
琳的眼球。礼盒装的月饼价格在100元至300元一盒不等，口味丰富的散装
月饼零售价则在10元至30元每斤，简约的包装和实惠的价格都受到了消费
者的好评。

中秋节前夕，我市要求综合运用市场、法律手段，推动企业守法经营、合
理定价，坚决遏制“天价”月饼，推动月饼等大众消费品回归传统文化本源。
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大型超市和礼品门店了解到，今年月饼市场渐渐褪去
了华丽的外衣。具有“中国风”特色的礼盒月饼、手工制作的“老月饼”成为
主打产品。

“今年我们在月饼选购上摒弃了过度包装的礼盒产品，把更多口味好、
具有传统特色的月饼带进了市场。”百大连锁超市企划部经理卢艳华介绍，
从反响来看很受大家欢迎。

中秋佳节，随着文创产品热度的不断提升，各烘焙坊、甜品店也纷纷推
出高颜值、有特色的月饼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9月7日下午，在古城区一家点心专卖店内，各式各样制作精美的手工
月饼受到不少年轻人的欢迎，除了各式各样的国风图案，光岳楼、铁塔等颇
具聊城特色的建筑在月饼上栩栩如生。

“老传统加上新创意，让月饼有了新的‘味道’。”市民林雨谈起中秋月饼
不禁感叹，小时候，一块月饼家人们分着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各式各
样的月饼开始涌现，月饼越来越贵，反而越来越不好吃。如今传统月饼再次
回归大众视野是一种传承，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回归。

老月饼有了“新味道”

本报讯（记者 许金松）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时。9月9日
上午，聊城日报社员工餐厅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聊城日报社以“我
们的节日·中秋节”为主题，举办月饼手作活动，在丰富职工精神生活、加强
机关文化建设的同时，让大家度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中秋节。

参加本次活动的50余名员工几乎都是第一次亲手制作月饼，大家热情
高涨，兴趣盎然。活动启动前，聊城日报社副总编辑张东方向大家介绍了中
秋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等，介绍了报社机关文化建设的有关情况，向大家
送上真挚的节日祝福，号召大家将团结向上、温馨和谐的文化氛围化作勤
奋、笃行不怠的热情和“严真细实快”的工作作风，为建设一流新型主流媒
体、实现报社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活动开始后，面点师傅将准备好的面团和馅料端上来，详细讲解、演示
了揉面团、包馅、按压成型等月饼制作工艺和流程。大家有的搓饼皮，有的
包馅料，有的压模具……欢声笑语中，大家分工协作、团结互助，不时和身边
同事分享着感受和心得。当一个个图案各异、口味不同的月饼在自己手中
诞生时，每个人都非常兴奋和自豪。

一个个精美的月饼出炉后，香气扑鼻。大家品尝着自己动手制做的月
饼，体会付出与回报的幸福感。记者吕晓磊高兴地说：“通过本次活动，深切
感受到了节日的喜悦氛围和报社大家庭的温暖。”

当日，聊城日报社还举办了“情满中秋·书香聊报”读书会活动，进一步
营造了关爱互助、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聊城日报社举办“我们的
节日·中秋节”月饼手作活动

9 月 11 日
晚，古琴爱好者
在北关街演奏古
琴。清风朗月，
月下抚琴，入怀
的不仅仅是月
光。中秋节期
间，我市群众组
织多种多样的赏
月活动，以别样
的方式欢度佳
节。

■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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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在开发区百草园小学，104名教师在开展“双节”手工体验活
动，此次活动包括创意花艺、草木扎染、传统茶道，大家在活动中感受传统文
化的独特魅力。 ■ 本报记者 赵琦

9月10日，莘县城市书房商业街馆开展了以“中秋月，家国情”为主题的传
统文化活动，来自莘县各小学和幼儿园的20余名孩子报名参加。大家共读一
本书、朗诵古诗词、制作冰皮月饼，增强了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识。 ■ 商景豪

编者按“以百姓心为心”是习近平总书记常常引用的一句话。如何做到“以百姓心为心”？就是要一
切以群众为中心，倾听百姓的声音，解决百姓的困难，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老百姓共享发展
成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聊城日报推出“向着梦·追逐”专版，通过讲述一个个发生在百姓身边
的真实故事，感悟时代变迁，聆听幸福之歌，汇聚高质量发展的磅礴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