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关链接

巡街表演时间
■ 2 月 10 日 （周五）、2 月 12 日

（周日）表演五场：
16 时 30 分至 17 时 ，18 时至 18

时 30 分，19 时至 19 时 30 分，20 时至
20 时 30 分，21 时 30 分至 22 时

■ 2 月 11 日（元宵节）表演五场：
14 时 30 分至 15 时 ，16 时至 16

时 30 分，18 时至 18 时 30 分，20 时至
20 时 30 分，21 时 30 分至 22 时

首席编辑/单 莹 一版编辑/储舒婷 王 鹏
本版责编/李 征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2 月 10 日 星期五2 要闻

新一轮药改开出“中国药方”
国办印发《意见》直面医药领域突出问题

药企数量多， 但 “小散乱” 现象突

出； 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 但 “以
药养医” 痼疾仍存； 让广大老百姓看得

起病， 但部分药价仍现虚高……一直以

来 ， 药品改革都是医改中 “难 啃 的 骨

头”。 如何直面深层顽疾， 实现药品改

革的标本兼治、 协同联动？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

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的

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 《意见》）， 直面

医药领域突出问题 ， 开出药品 改 革 的

“药方”。 坚持从全链条、 全流程发力，
提高疗效、 降低药价， 严控医疗费用不

合理增长， 既去药价 “虚火”， 让药品

回归治病本源， 也强调药品改革 “强筋

健骨”， 破解药品领域存在的 “多小散

乱差” 等现象。

直面深层顽疾
从单兵突进到全链条发力

药品领域改革， 是 “医疗、 医保、
医药” 联动改革的重要一环， 党中央、
国务院一直高度重视。 在推进深化医改

中，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 药品

领域改革逐步深化， 有效保证了药品供

应， 逐步降低了药品价格， 群众用药负

担有所减轻。
随着医改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利益

调整更加复杂， 体制机制矛盾凸显， 形成

了患者、 医生、 医院、 政府都喊难的现

象， 药品价格改革的复杂性、 艰巨性可

见一斑。
从化解当前药品流通领域的突出问

题入手， 为构建长效医药卫生体制机制

改革打基础、 做铺垫。 此次印发的 《意
见》， 涉及药品生产、 流通、 使用各个

环节， 在药品改革领域 “全链条、 全流

程” 发力， 明确加快推进已上市仿制药

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推行药品购销

“两票制”， 强化药物使用监管等。
国务院医 改 办 主 任 、 国 家 卫 生 计

生委副主任王贺胜表示， 无论是生产、
流通 、 还是使用环节 ， 一系列 举 措 坚

持 “标本兼治、 协同突破”。 目的就是

建 设 规 范 有 序 的 药 品 供 应 保 障 制 度 ，
促进药品价格合理 ， 使药品回 归 治 病

本源。
“相较于以 往 药 品 领 域 ‘只 改 一

方 ’ 的改革方案 ， 此次改革 ‘三 位 一

体’， 有效形成了多方联动。” 国家卫生

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傅鸿鹏

认为， 这是我国药品领域的重大改革，
将对进一步破除以药补医、 减轻全社会

医药费用负担意义深远。
药品流通一端连接生产供给、 一端

连接终端需求。 傅鸿鹏表示， 针对药品

流通领域的一些乱象， 《意见》 从药品

流通改革的七个方面提出新措施， 后期

将会有多个配套文件出台， 医药流通行

业重组整合将加码， 有些甚至可能发生

颠覆性变化。

控医疗费用
“两票制”、合理用药同协作

部分药价虚高、 医疗费用不合理增

长， 长期以来为基层群众所诟病。 药品

流通环节多， 流通秩序乱， 腐蚀了医生

队伍， 诱导了大处方、 开贵药， 推高了

药品价格， 给国家、 社会和个人造成很

大损失。 针对这些突出问题， 我国出台

“两票制” 改革， 目的就是净化药品流通

市场环境、 规范药品流通秩序、 减少药

品流通环节。
《意见》 明确， 推行药品购销 “两

票制”， 争取到２０１８年在全国推开； 落

实药品分类采购政 策 ， 降 低 药 品 虚 高

价格 ； 加强药品购销合同管理 ， 违 反

合同约定要承担相应的处罚 ； 整 治 药

品流通领域突出问题 ， 依法严 惩 违 法

违规企业、 医疗机构及相关责任人员，
并记入药品采购和企业单位 、 个 人 不

良信用记录。
“通过流通领域的改革解决部分药

价虚高问题， 只是其中一个手段， 控制

花费才是真正目的。” 中国药科大学教

授丁锦希认为， 《意见》 明确进一步破

除以药补医机制， 取消药品加成， 调整

医疗服务价格， 落实政府投入责任， 加

快建立公立医院补偿新机制。
寻求治本之策， 《意见》 还特别强

调 “合理用药”。 明确公立医院要全面

配备、 优先使用基本药物， 落实处方点

评制度， 发挥药师在促进合理用药方面

的作用。
“药是医生 开 出 来 的 ， 要 控 制 好

‘医生手上这支笔’。” 丁锦希认为， 对

不合理用药的处方医生进行公示和约谈

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这些举措将有利

于实现２０１７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疗费用平

均增长幅度控制在１０％以下。

破药品短缺
从医药生产端发力全面

提高供给质量

近 年 来 ， 廉 价 药 频 频 出 现 断 货 ，

甚至滋生出黑市价 、 境外代购 以 及 制

贩 假 药 等 现 象 。 解 决 药 品 短 缺 问 题 ，
既要快速应对燃眉之急 ， 更应 着 力 建

立长效机制。
《意见 》 提 出 ， 建 立 完 善 短 缺 药

品信息采集、 报送、 分析、 会商制度，
统筹采取定点生产 、 药品储备 、 应 急

生产 、 协商调剂等措施确保药 品 市 场

供应。
药品短缺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难题，

成因复杂 ， 主要表现 为 供 应 性 、 生 产

性 、 机制性以及垄断性短缺 。 新 华 社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这些短缺药中，
有的药品用量小 、 利润微薄 ， 企 业 缺

乏生产积极性； 有的药品供应链条长、
环节多 ， 供需 双 方 不能有效衔接 ； 还

有个别企业通过控制药品原料销售， 囤

货不卖……
国 家 食 品 药 品 监 管 总 局 副 局 长 吴

浈 表 示 ， 食 品 药 品 监 管 总 局 对 短 缺

药 加 快 审 评 ， 截 至 ２０１６年 底 ， 共 发

布 了 １２批 １５５个 注 册 申 请 的 优 先 审 评

目 录 ， 这 １５５个 目 录 当 中 包 含 １５个 儿

童 用 药 。
２０１６年 食 药 监 总 局 发 布 的 《关 于

解决药品注册申请积压实行优先审评审

批的意见》， 对优先审评列出了１７种情

形， 将临床急需、 市场短缺的都纳入优

先审评， 同时明确优先审评程序和工作

要求。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郭翔表

示， 工信部结合相关战略， 继续做好这

方面工作， 确保儿童用药等短缺问题得

到改善。

用上放心药
严格审评审批， 推进仿制

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 直接关系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 生 命 安 全 。 药 品 改 革

在 生 产 环 节 的 关 键 是 提 高 药 品 质 量 疗

效 。 此 次 意 见 明 确 ， 严 格 药 品 上 市 审

评 审 批 。 优 化 审 评 审 批 程 序 ， 加 快 临

床急需的新药 和 短 缺 药品审评审批 ； 加

快推进已上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

评价。
对已经批准上市的仿制药进行一致性

评价，“是补历史的课”。 中国医药企业协会

副会长牛正乾介绍，过去我们批准上市的药

品没有与原研药一致性评价的强制要求，有
些药品在疗效上与原研药存在一些差距。

如何推动创新药物解 决 更 多 病 患 要

求 ？ 据了解 ， 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药 品 品

种 ，医 疗 机 构 将 优 先 采 购 并 在 临 床 中 优

先 选 用 。 同 品 种 药 品 通 过 一 致 性 评 价 的

生 产 企 业 达 到３家 以 上 的 ， 在 药 品集中

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一致性评价

的品种。 牛正乾表示，这样不仅可以节约

医疗费用 ， 同时也可提升制药行业的整

体发展水平，保证公众用药安全有效。
此前，我国对国产药品实行上市许可

与生产许可合一的管理模式， 仅允许药品

生产企业在取得批准文号、 经过规范认证

后，才能生产该药品。实践中，逐渐形成“量
多质劣”的趋势，某种相同药品的生产企业

甚至多达几百家。
《意见》对药品生产领域改革既做“减

法”也做“加法”。 专门明确有序推进上市许

可持有人制度试点，这是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牛正乾表示，该制度

采用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分离的管理

模式，药品生产企业、研发机构或者科研人

员可自行生产药品，或委托其他生产企业生

产药品。 对于鼓励新药研发，抑制低水平重

复建设、提高产业集中度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记者 陈芳 胡喆
（新华社北京２月９日电）

元宵节，就该热热闹闹地过
申城将推出一系列活动诠释节日文化内涵

“从早早吃一口那又黏又稠又香

又热的腊八粥时， 就开始听到了年的

脚步。 这年的行程真是太长太长， 直

到转年正月十五闹元宵， 在狂热中才

画上句号。” 这是冯骥才的 《年文化》
中有关春节的描述。 在中国民间， 年

文化是最深广的文化。 如果把中国的

春节比作一场漫长的狂欢， 元宵无疑

是落幕前的高潮。
明 天 是 中 国 传 统 的 元 宵 佳 节 。

除了吃汤圆 、 猜 灯 谜 、 赏 花 灯 等 标

配 ， 元 宵 还 有 哪 些 习 俗……记 者 昨

天获悉 ， 振兴 中 国 传 统 节 日 ， 上 海

各区将推出一 系 列 文 化 活 动 ， 为 人

们诠释元宵节 丰 富 而 多 层 次 的 文 化

内涵。

元宵狂欢第一要义是“解放”
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圆月之

日， 国人根据这 “第一良宵” 之意，
名之 “元宵”。 自古以来， 元宵节是

一年中最为热闹的节日之一， 堪称中

国的 “狂欢节”。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翁敏华指出， 元宵狂欢精神之第一要

义是 “解放” 精神。 人们首先把自己

从冬天里、 从室内解放出来， 其次从

日常生活的规矩、 身份、 性别约束里

面解放出来。 这对身心健康有着无可

估量的作用 。 因 此 ， 正 月 十 五 元 宵

节， 就该热热闹闹地过。
元 宵 节 当 天 ， 一 场 别 具 一 格 的

“元宵行街会” 将在上海十大景观街

之一的苏家屯路热闹上演。 据史料记

载， 上海在明代已有 “闹元宵” 的习

俗。 清末民初，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

发展和上海城 市 的 繁 荣 ， 江 苏 、 浙

江、 安徽等周边地区大量移民涌入工

厂、 码头密集的杨树浦， 带来的丰富

多彩的元宵节习俗与杨浦当地元宵风

俗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具有城市文化

特色的 “元宵行街会”。 这一传统习

俗在杨浦区四平社区发扬光大， 每年

元宵节都有万余人次积极参与， 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 2015年， “元宵行街

会” 被列入上海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 今年， 几十支行街队

伍将热闹出场 ， 既有踩高跷 、 舞 龙 舞

狮、 行旱船等传统民俗项目， 又有江南

丝竹、 滚灯舞等上海地区民俗展示， 还

有社区生肖花车巡游、 学生武术表演等

传承创新项目， 展现出一幅热闹的元宵

民俗文化画卷。
而在远郊， 崇明区的 “金鸡纳福贺

新春 ” 元宵行街游艺活动同样 热 闹 非

凡。 扁担戏、 皮影戏、 传统糖画等10个

民间艺术齐齐亮相 ， 萨克斯独 奏 、 街

舞、 杂技等街头表演也将欢乐登场， 营

造浓郁的节庆氛围。

这也是一个浪漫的节日

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将于本周六举办

元宵主题市集， 推出戏曲扮相互动、 戏

服试穿、 汉服试穿、 清茶品饮、 闻香识

香、 书画体验等传统文化活动， 为年轻

男女提供寻缘的好时机。 届时， 男女青

年们既可以换上传统服饰， 穿过二楼的

一片桃花林， 猜灯谜觅有缘人； 也可以

在现场学习制作荷包送给心上人。 活动

现场， 主办方还将举办传统婚礼表演，
营造浪漫氛围。

在中国传统习俗中， 元宵节是年轻

男女邂逅结缘的节日， 有 “中国古代情

人节” 之称。 千百年前， 年轻女孩不允

许出外自由活动， 只有到了元宵节和上

巳 节 ， 才 可 以 出 门 游 玩 ， 甚 至 约 会 。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这首著名

的情诗， 前一句正是 “去年元夜时， 花

市灯如昼”。 辛弃疾的名句 “众里寻它

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

处”， 也源自元宵夜观灯的情境。 民间

故事中， 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花灯

时浪漫邂逅的， 乐昌公主与平民丈夫徐

德言在元宵夜破镜重圆， 宇文彦和影娘

在元宵定情。
业内人士指 出 ， 对 今 天 的 人 们 而

言， 传统节日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向祖

先学习、 致敬， 走出 “日常”， 过一过

“非常” 的日子。 元宵节热闹欢乐的文

化底色 ， 值得大力渲染 。 譬如 ， 喜 欢

看花灯 、 猜灯谜和包汤圆的市 民 各 自

都有好去处 。 嘉定孔庙将开展 “元 宵

节猜灯谜 ” 活动 ； 金山区推出 的 “行

走在古镇上的民俗 ” 系列活 动 中 ， 锣

鼓队、 舞龙队、 腰鼓队、 旱船队、 灯笼

队等将巡游张堰老街， 金山文化馆则将

推出圆子技艺、 味道大比拼活动， 让各

式汤圆来相会。

■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祝 越
通讯员 李成东

豫园今起封城观灯
游园赏灯地图首次亮相派发

本报讯 （记者陈惟）明天是我国

传统的元宵佳节，上海最有年味的豫园

今天起实施封城观灯，具体安排为：2月
10日周五（正月十四）、2月12日周日（正
月十六）16时起；2月11日周六（元宵节）
14时开始。 2月10日、12日成人票50元/
张，儿童票30元/张；2月11日（元宵节）
成人票80元/张，儿童票50元/张。

今年元宵，共有50组大型灯组、近
千只气氛灯点缀豫园商城的地面、墙

面、湖面、桥面和道路上空。中心广场主

题 “一唱雄鸡天下白， 励精图治谋发

展”，与四周墙面的“闻鸡起舞”“前程似

锦”等传统题材灯组，结合当下热点“中

国梦”“强国梦”题材的灯组，激发起中华

儿女的爱国情怀。 九曲桥广场主题“弘扬

中华传统文化，工匠精神代代相传”，工匠

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通
过 “四大发明”“大禹治水”“李时珍著药

典、神农氏尝百草”“张衡”“鲁班、黄道婆、
李春”等题材，将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实

景式地进行演绎，生动形象地展示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
今年豫园灯会首次制作了精美的游

园赏灯地图。 游人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

看到此次灯会区域内的主要街道、广场以

及各大主题灯组的所处位置和图文简介。
巡街表演也是豫园民俗灯会的重要

习俗。 三只外形各异的卡通鸡手持金锣

金锤鸣锣开道， 身后跟随着福禄寿三星，
之后紧随的是四位抖空竹表演者， 最后

是由东晋时期著名典故 “闻鸡起舞” 改

编的舞蹈。 巡街队伍穿行云游之间， 让

市民和路人感受到欢天喜地迎元宵的浓

浓气息。

那一碗汤圆的味道如何守护

元宵节将至，作为农历新年的最

后一出“大戏”，沪上人家过年若是没

有吃上几只汤圆，这个年总是有些遗

憾的。 虽然，一家老小年前忙着购买

计划供应的糯米、借石磨、舂芝麻、扯

板油自制汤圆的场景早已成为记忆，
但煮一碗热腾腾圆溜溜的汤圆仍然是

绝大多数上海人的“传统节目”。
昨天，记者走访多家老字号门店，

个头适中、 馅料丰富多样的宁式汤圆

依旧畅销，除了最传统的黑洋酥馅、豆
沙馅、鲜肉馅，如今还有蟹粉、咸蛋黄

肉松等各种馅料争做“网红”。 民俗专

家认为，传统的守护与创新并行，才能

守住汤圆那浓浓的年味儿。

守护汤圆的味道就是
守护年味儿

“错认瑶池却未真，满园花柳及时

新。 试灯风里游人集， 半是嬉春半探

春。 ”一大早，老城隍庙九曲桥畔的宁

波汤团店， 吃客们三五人一桌围坐在

一起，吃得热气腾腾。
最吃香的自然是黑洋酥馅汤圆，

撒上桂花的汤头散发清香，老食客可以

说出其中的不同：面皮晶莹剔透，轻咬

一口，满口香甜，仿佛春天提前到来。
宁波汤团店厨房间的热闹程度丝

毫不亚于顾客用餐的店堂， 所有的师

傅加班加点地干活。 作为店里的招牌

点心， 宁波汤圆的销量占了所有汤圆

的一半以上， 因此店里包宁波汤圆的

师傅也是最多的。在加工间内，长长的

工作台旁围坐着多名师傅， 每个人前

面都堆着小山一般的黑洋酥、面团，手
边还放着一碗精制油。

30多岁的胡师傅已经是汤圆师傅

里的骨干， 她所传承和守护的是汤圆

散发的年味儿———面团在手心快速捏

扁， 右手取一点黑洋酥放在面团正中

间，将面团拉扯几下，把黑洋酥全部包

住；最后，放在手心揉搓，形状圆滚滚、
色泽鲜亮的小汤圆就包出来了。 胡师

傅说，包汤圆最讲究的是比例，外皮和

馅料的比例大约在9∶6，一只汤圆的分

量约在15克， 对外皮和馅料的分量一

定要心里有数。
说起汤圆的馅料黑洋酥，胡师傅对

其“秘方”也非常熟悉，“馅料中的主要原

料是黑芝麻、白砂糖和板油，而桂花和

金桔饼这两种辅料也是必不可少的，这
样汤圆的口味中就有一种淡淡的清香，
让人感觉馅料甜而不腻，非常爽口。 ”

上海 “老汤圆 ”皮上要
有18个褶儿

王家沙点心店几十年来一直坚持

手工制作上海人心中的“老汤圆”。 这

里的汤圆由师傅们全程手工制作，现

做现卖。虽然产量比不上机器，但是他

们做出来的汤圆比流水线上的汤圆更

多了一份“温度”和记忆。
黄昏时分， 已经67岁的黄晓明提

前包完7箱汤圆， 准备回去多陪陪孙

子。 在店里，他是汤圆的权威，经他过

手的汤圆不用过秤，随机在秤上抽查，
误差不会超过0.3克。

黄师傅进入王家沙制作汤圆已经

40多年。只见他揉面、捏褶儿、和馅、成
型，整套动作如行云流水般娴熟，由他

制作的汤圆个个匀称饱满， 宛如一个

个艺术品。可别小看这一个个汤圆，制作

工序可并不简单。据黄师傅介绍，王家沙

的汤圆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因此在皮

上就很有讲究———每个汤圆皮都有18个

褶儿。不仅皮有讲究，元宵节蟹粉汤圆的

馅也和平时蟹粉汤圆的馅不一样———每

个都加了一颗饱满Q弹的虾仁， 可以说

是元宵特供。
王家沙总店副经理赵晓宇介绍，这

些年王家沙在汤圆上的创新有 不 少 尝

试，除了最先尝试蟹粉馅、蟹粉虾仁馅，
今年还加入了咸蛋黄肉松馅料， 吸引了

不少年轻消费者。
在七宝古镇， 汤圆店里的师傅换上

古装，化身成了店小二，个头超大的肉汤

圆，也成了古镇不能错过的美食。七宝汤

圆“掌门人”贾立新先后开出了七宝老街

汤圆二店、美罗城店、月星环球港店等十

多家分店，遍布上海。 “七宝汤圆的美名

已有百年历史， 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明

清时期， 一度也曾没有真正的传承者继

续这门手艺。”贾立新今后的希望更为闪

耀： 不仅要将七宝汤圆申请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 还要开一家汤圆文化体验博物

馆，给大众普及汤圆文化的同时，邀请附

近学生前来参加汤圆的制作， 培养一批

爱吃汤圆的小食客。

老字号和新字号的“网红战”
下午4点，来到陕西路上的美新点心

店，长长的队伍已经占了三个店面。店门

口的橱窗玻璃上，已经贴上“生汤圆已售

完”的告示。点心店师傅薛其勇人群中一

一告知：要买生汤圆的话得明天早上9点

半再来，“每人限购五盒”。
还在苦苦排队的食客是打算买黑洋

酥、肉馅和糯米粉的半成品回去自己包汤

圆，“黑洋酥一斤20元、糯米粉一斤9元，甜
的能包60个，肉的能包30个，价格比超市

要贵，但味道是这家老字号的精髓”。
出现在超市卖场的冷冻食品柜台以

及各大网购平台中的汤圆大约是被去年

的“网红青团”打开了脑洞，除了黑洋酥、鲜
肉汤圆以及与酒酿一起烧煮的小圆子依

然唱主角之外，各种新款汤圆今年纷纷登

场：一款拥有4种颜色的“四喜汤圆”———黄

澄澄的掺入了南瓜，绿油油的是用了艾青

粉，灰黑灰黑的是黑米，最后一种是原色；
另一款“水晶汤圆”，糯米粉里掺入藕粉，
汤圆煮开之后，皮子变得透明，如一颗颗

透亮的黑珍珠；更有汤圆创新了“里子”，
菠萝、山楂、草莓、蓝莓、桂花、玫瑰花、百
合花、茉莉花等多个品种，传统汤圆变成

了受到年轻人喜爱的时尚甜品。
面对速冻汤圆的快速创新和电销方

式的挑战，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表示：品尝元

宵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让大家更多地了

解春节文化的文化意蕴 ，“其实排队也

是一种味道。 不过，老字号的创新脚步

也确实在加快。 宁波的老字号缸鸭狗，
今年推出了红曲玫瑰 、爱心红豆 、南瓜

海苔、紫薯核桃、高粱绿豆、榴梿等新潮

汤圆； 北京老字号稻香村也把桂花、山

楂、五仁、可可、乳酪、黄米、红糖等原料

都装入传统元宵当中……”
怎样让汤圆这一传统食品得到更多

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怎样让汤圆里的年

味新鲜度更高？ 如何将老字号节日期间

超旺的人气化作一年365天的“日日红”？
业内还得好好深思一番。仲富兰期待，老
字号和新字号都能 “为留住年味儿不断

推陈出新， 让大家感受浓烈而独具个性

的 ‘新年味儿’”。

元宵节将加强勤务
管控烟花爆竹燃放

本报讯 （记者沈竹士）记者

从 上 海 市 公 安 局 获 悉 ， 今 年 元

宵 节 期 间 ， 警 方 将 启 动 全 市 社

会 面 防 控 一 级 加 强 勤 务 ， 全 警

动 员 、 全 员 上 岗 。 烟 花 爆 竹 燃

放管控是安全管理的重点之一。
据统计， 去年12月以来， 全

市公安机关共查处烟花爆竹违法

案件402起， 收缴非法产品12328
箱。 全市七家烟花爆竹销售点累

计销售各类产品少于3000箱。 全

市公安机关对353个外环内凭身份

证购买烟花爆竹的个人采取实名

制管控追溯措施， 未发现运至外

环线内违规燃放的情况。

昨日，在漕河泾社区举行的元宵“大家乐”活动上，民俗手工艺人现场演示捏面人、做草编。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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