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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

百姓私房菜

亲手做点心 过个幸福年
为将幸福的滋味传递到每个芷江人家

的厨房， 本报特别开辟《百姓私房菜》栏
目，分享每一道私房菜的制作方法，让芷江
人从做菜中收获一份乐趣，生活更有滋味。

崇明糕22

厨艺达人：戴凯雄（苏家巷居民区）
烹饪方式：蒸
用料及用量：
优糯米 2000g、橄榄油适量、椰汁粉

适量、果脯适量、核桃仁适量、红豆沙适
量、白糖适量、红枣适量。

制作工序和要点：
1.做八宝饭的糯米要好一点的。
2.准备椰粉。
3.用温水把椰粉化开。
4.糯米淘洗好以后加入椰汁水，水盖

过米就可以。
5.用高压锅煮饭。
6.准备果脯（猕猴桃和金桔）切碎。
7.蜜枣去核切开，红丝和绿丝。
8.去核的红枣用温水泡软洗净切开，核

桃仁和葡萄干。
9.准备红豆沙。
10.煮好的米饭趁热打散，加入橄榄油

拌匀。 油要多加一点。
11.加入白糖拌匀，尝试一下甜度，加

到适合自己的口味就好。
12.碗四周抹上橄榄油，把各种果干铺

在碗底。
13.放上糯米饭均匀抹上碗四周，中间

留个空，不要转动。
14.豆沙加入中间。
15.再用糯米饭加上压实。
16.准备一张张保鲜膜，把饭倒扣在保

鲜膜上包好。
17.吃的时候大火蒸热就可以。
18.倒扣盆中。

厨艺达人：谭秀英(123弄居民区)
� � � �烹饪方式：煎

用料及用量：
糯米粉 3 斤左右，新大米粉 2 斤，糖

2.5斤，葡萄干、蜜枣、核桃肉若干。
制作工序和要点：
1.将糯米、大米浸在水里 8—10 小时，

然后滤干打成粉。 （浸泡时间掌握好）
2.锅内煮好开水。
3.把蒸笼事先浸水，在底部涂上薄薄

一层油。
4.将两种米粉，所有辅料一起混合均匀。
5.蒸笼下面放个盆，将混合米粉用碗

舀进去，铺平一层慢慢撒下去。
6.等水开，把蒸笼放在锅上蒸。
7.第一层熟了再放一层，继续蒸；等熟

了再放一层，以此类推，直到放满。
8.最后盖上纱布和盖子继续蒸。
9.等全熟后拿到桌上翻过来，拿掉蒸笼。
10.最后用两根线把糕平均分成四块。

一碗腊八粥 浓浓敬老情
腊八是年的序曲， 尝过一碗或是香甜或

是鲜香的腊八粥，这年就不远了。 当大寒节气
偶遇腊八节，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喝上一口消
寒腊八粥，让大寒不再寒，传递腊八浓浓情意。

腊八粥，又称“七宝五味粥”“大家饭”等，
通常由八种食材熬制而成。到了腊八这天，人们
将糯米、绿豆、花生、红枣等八种食材放在一个
锅中，文火慢慢熬制。 伴随着腾腾热气，一锅香
甜可口的腊八粥就做好了。在腊八这天，盛一碗
冒着热气的暖心粥，带着对新年的期盼，带着对
生活的热情，家人围坐一起，闲话家常，幸福感
也扑面而来。舀一口吃在嘴里，汇聚了一整年的
幸福。时至今日，人们对于腊八粥的食材渐渐不
拘泥于八种，尽管制作食材少了，但粥里蕴藏的
祝福与亲情，仍然那样香甜、浓厚。

腊八节当天，市、区老年基金会携手社区
共建单位在芷江西路街道为老服务中心为老
人们送上美味的腊八粥与新春祝福。 市老年
基金会办公室副主任包鑫龙， 区老年基金会
代表处主任王华，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陈列，共
建单位两位工作人员等出席。 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陈列向在场及社区辖域内的老人送上节
日祝福，希望老人们新的一年健康、平安。

随后， 共建单位的两位工作人员和为老
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共同向老人们分发腊八
粥。老人们细细品尝后，甜糯爽口的腊八粥获
得老人的一致称赞。 老人们纷纷表示吃在嘴
里，甜在心里。

据统计， 本次活动共计发放腊八粥 150
余份。发放腊八粥活动结束后，区老年基金会
代表处主任王华在街道老年协会负责人陪同
下，先后来到交通居民区 82 岁汤阿姨、92 岁
杨阿姨，两位行动不便的纳保老人家中，向她
们表示亲切问候并送上新春大礼包。

腊八节当日， 共和新路居民区也开展了
暖心又暖胃的 “腊八送福”活动。 志愿者将
在家中自发烧好的不同口味的腊八粥， 在居
委会活动室分发给到场老人。 居委会和志愿

者们考虑到因疫情防控要求， 许多老人不能
来到活动现场。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和居委
会工作人员为辖区内的老党员、独居老人、行
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送来甜糯可口的腊八粥和
新春祝福。 “喝一碗腊八粥，心里暖暖的，感
谢党和领导对我们老年人的关心， 也感谢志
愿者们的辛劳付出。 ”一位老人感慨地说。

在寒冷的冬日里， 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
粥，让老人暖心又暖胃。

（姚怡 整理）

老人品尝美味腊八粥

本市公布冬春季来沪返沪人员 8 条防控措施
1月 13日，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发布信息，为进一步强化本市冬春
季疫情防控工作，做好来沪返沪人员健康管
理，现发布冬春季来沪返沪人员防控措施。

1、除返乡探亲、必要公务等以外，非必
要不离沪、非必要不出境，鼓励在沪过春节，
尽量减少人员流动。

2、 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员暂缓来
沪返沪，待所在地区风险等级降至低风险后
方可来沪返沪。

3、 所有来自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及

其所在地级市（区）的来沪返沪人员，应在
抵沪后尽快且 12 小时之内向所在居村委和
单位（或所住宾馆）报告。 根据其出发地和
途经地疫情风险等级实施分类管理。

4、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高风险
地区及其所在县（区、市）或当地政府宣布
全域封闭管理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
施 14 天集中隔离健康观察， 实行 2 次新冠
病毒核酸检测。

5、 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中风险
地区及其所在县（区、市）的来沪返沪人员，

一律实施 14 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实行 2
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6、机场、车站、码头等交通客运场（站）
加强对来沪返沪人员的体温测量和健康码查
验。

7、居村委、单位、学校和宾馆加强对来沪
返沪人员的体温测量和本市健康码查验。

8、 以上措施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至 2021
年 3月 31日。后续本市将根据国内外疫情形
势，及时动态调整相关防控措施和实施时间。

（上海发布）

活动主题

本次征文以“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为主题，引导广大读者、观众通过对过年集体
记忆的书写，抒发共同的乡愁，重新审视春节
这一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宝贵价值和独特作

用，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 创新和发展， 坚定文化自信，为
“十四五”良好开局凝聚精神力量。

无论是踏上归乡之路的人们， 还是坚守
一线岗位的各行各业工作者和因各种原因不
能回乡的人们， 都可以通过过年期间的所见
所闻所感，或者通过对过往春节的回顾，和父
母亲人跨越时空的“线上团聚”等方式，记录
民俗风情的变迁，书写和过年有关的亲情、友
情、爱情、家风、家训等的温情故事，展示不同
地区不同民族人们共同的文化根脉、 民族情
感和精神追求， 激发人们为更加美好生活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
神动力。

征集时间

2021 年 1 月 12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

作品要求

1、坚持正确的创作导向，弘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富有思想性、时代性、艺术性。

2、主题鲜明，内容真实，感染性强。 征文
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数一般在 1200 字左
右，不超过 5000 字。 如有合适照片，也可附
件用作配图。

3、作品须为作者原创、首发，投稿者应
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权， 并保证作品不侵

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
私权等在内的合法权益。

投稿方式

1、邮箱投稿
将作品发送至指定邮箱投稿。投稿时，作

品请以word 格式进行上传， 邮件名统一为
“姓名 +作品标题 +联系方式”。

（邮箱：zjxljdfl@163.com）
2、邮寄投稿
将作品纸质版放进信封， 寄送至芷江西

路 155 号（党群办），信封备注“过年：中国
人的集体记忆”。

作品展示

1、上海学习平台在“强国征文”栏目展
示优秀作品。

2、 中宣部 “学习强国”APP 端、PC 端
“强国征文”频道和“推荐”频道集中展示各
地学习平台推荐的优秀作品。

3、为择优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展示
的作品作者发放文创纪念品。

4、征文结束后，“学习强国”组织对作品
进行评选。

* 本活动解释权属于“学习强国”学习
平台， 凡投稿即视为理解并接受本征文启事
的所有内容。

（党群工作办）

“过年：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征文活动启动

2021年春节即将来临。 为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
中华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等重
要论述， 进一步筑牢家国情怀，营
造欢乐、团圆、喜庆、祥和的节日氛
围 ，即日起 ，“学习强国 ”上海学习
平台面向全社会开展 “过年 ：中国
人的集体记忆”征文活动，留住“乡
愁 ”，让人们共赏美景 、共度丰收 、
共忆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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