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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正月初六，凌晨5点，闵行区北松

公路上的吉吉巷桶蒸糕店忙活开了，雾气蒸

腾间一个个桶蒸糕伴着杉木香气出炉。

颛桥桶蒸糕是市级非遗项目，口感有独

到之处，在大米、糯米磨成的糕粉内拌入红

枣、核桃，一口下去香甜软糯。新春做糕点是

颛桥地区的传统，如今小店所在的颛桥镇正

开启“非遗唤醒计划”，结合桶蒸糕制作技艺，

以一季度一主题举办相关系列活动。

让绵长的记忆历久弥新

“糕”“高”同音，寓意事业发展节节高。

迎新吃糕也是上海年俗中不可或缺的饮食文

化。80后传承人沈静从小看着家里老一辈

做桶蒸糕，希望在工作之余把这门老手艺传

承下来，于是创业开店，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传统的桶蒸糕呈直径30厘米、厚10多厘

米的圆筒形。沈静尝试新造型，定制更利于

切片的方形模具以及“一口一个”的迷你版模

具。不管造型与大小，做法上沈静遵循传统。

配成一定比例的糯米、粳米，先浸泡5小

时以上，才能磨粉。随后，掺入适量白糖反复

揉搓，静置三四个小时“醒一醒”。“新春气温

降低，醒面的时间就需更长。”

蒸糕环节是重头戏，最考验眼力和手

感。沈静坚持用传统杉木桶当容器，随着蒸

汽上升，多余的水汽被木桶吸收，糕体也能自

在“呼吸”。等到水烧开，满屋蒸汽氤氲，将一

层米粉、一层白糖均匀铺在桶里。铺粉的时

间和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入口的甜度和黏

度。20分钟后，糕已有八九成熟，揭开盖子，

再增添红枣与葡萄干点缀，糕完全蒸透后，取

出木桶将糕倒扣在案板上，一块白白胖胖的

桶蒸糕大功告成。

桶蒸糕的味道对颛桥人来说，早已变成

一种乡愁。而沈静的坚持就是在这份绵长的

记忆里多加一点料，让它历久弥新。

新春开业后订单不少，沈静在小店前后

忙活，蒸汽锅时刻不停，柜台台账簿上写得密

密麻麻。“有的是打电话，有的通过微信，有的

顾客直接上门，一天卖100多块糕，从早忙到

晚，这也是糕店的年味。”

“桶筒都是爱”创新非遗体验

食客中也有不少为了沈静今年创新的乌

米八宝饭而来。用南烛叶汁浸泡白糯米成为

乌米，加入少量高浓度白酒，进一步提香。在

上锅蒸制时，桶蒸糕的杉木桶是特色，经过精

细的蒸制，乌米饭软糯可口，再与红枣、葡萄

干、核桃仁等丰富配料相结合，打造出一款别

具一格的八宝饭。看似简单步骤，每一步都凝

结着沈静的坚持和用心。“猪油自己熬，红豆沙

也是加入猪油熬的。这样做出来的八宝饭才

是本地人一直钟爱的软糯香甜。”

桶蒸糕制作技艺于2015年列入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两年前，沈静成为区级非

遗传承人。自此，她在坚守桶蒸糕传统制作技

艺的同时，不断探索新的口味和呈现方式，以

满足现代食客的多样化需求。

“桶筒都是爱”系列活动就是其中一个例

子。沈静看到了传统技艺拥抱科技之后的魅

力：借由动画形式，以拟人化形象展示和推广

桶蒸糕制作技艺。同时通过非遗儿童剧的形

式进行互动融合，为参加活动的青少年带来全

新的非遗体验。颛桥镇尝试将海派文化与本

土民俗有机融合，旗袍秀、老上海传统怀旧市

集，转伞、腰鼓、桶蒸糕、剪纸，让参与活动的居

民了解颛桥本地多元特色文化。

这个春节，沈静不仅推出大礼包，而且在

产品包装上精心设计了一番。她还开出网店，

通过拍摄制作桶蒸糕的视频，让更多人了解这

一传统美食。“新年愿望很简单，希望从现在的

3只炉子变成6只炉子，想把这个传统美食延

续下去。”她坦言，非遗传承并非易事，但她愿

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将这份传统美食的

魅力传递给更多人。

颛桥桶蒸糕创新食材优化体验，唤醒了非遗也留住了乡愁——

龙年第一炉桶蒸糕，年味中有憧憬

■本报记者 祝越

春节档影市新观察

■本报记者 柳青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随着新春假期临近尾声，
铁路上海站到达客流大幅回升。上海三大铁路客运

站昨天到达旅客62.2万人次，其中，上海站18.5万人

次，上海南站6.2万人次，上海虹桥站37.5万人次，迎

来返程客流高峰。随着周末临近，预计铁路上海站

到达客流还将进一步上升。

为应对返程客流集中到达，铁路上海站在旅客

通道等关键部位增派工作人员，做好站台、扶梯、出

站通道、出站口等人流集中场所的引导和安全防

护。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心尚”服务工作

室与周边交通服务品牌开展服务接力，解决重点旅

客在高铁和地铁之间换乘的后顾之忧。同时，车站

将发挥交通枢纽优势，加强与站区管委会、地铁、公

交等部门沟通联系，通过增开夜宵线、延长地铁运行

时间等方式，做好到达旅客的疏散。

据悉，自1月26日春运开始以来，铁路上海站已

累计发送旅客超850万人次。假期临近尾声，部分

旅客选择错峰出行游玩，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铁路

上海站昨天加开旅客列车41趟，主要发往江西、西

北、中原、徐州、安徽等方向。

昨天到达旅客  . 万人次

铁路上海站到达客流大幅回升

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应土库曼斯坦国民

会议主席古尔马诺娃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赵乐际15日在“中立之友小组”成员国议会领导人

会议上发表视频致辞。

赵乐际表示，“中立之友小组”成立3年多来，倡

导和秉持中立政策，致力于促进国际和平、安全和可

持续发展，成为践行多边主义、促进合作共赢的有益

平台。土库曼斯坦作为联合国确立的永久中立国、

“中立之友小组”的发起国，多年来积极履行国际义

务，坚定维护和平稳定，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

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赵乐际指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人类社会面临复杂严峻挑战，但和平、发展、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为解决发展赤字、破

解安全困境、加强文明互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

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响应。中

方愿同土库曼斯坦和“中立之友小组”成员国一道，

推动“三大全球倡议”落实见效，携手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我们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和践行真正

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提升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

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立之友小组”于2020年8月应土库曼斯坦倡

议成立，中国是18个首倡国之一。此次“中立之友

小组”成员国议会领导人会议以线上方式举办，主题

为“议会合作对促进和平与对话的作用”。

赵乐际发表视频致辞

“中立之友小组”成员国
议会领导人会议举行

（上接第一版）

新技术意味着新挑战。上港能服一面学习国外

的先进经验，一面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摸索。“就好比

新能源汽车，不同的车，充电口位置各不相同，在进

行作业前需要我们对不同船型、不同水域、不同作业

区域进行兼容性研究与风险评估。此外，LNG燃料

作为危化品，在加注作业过程中必须满足特殊的技

术要求和安全规定。”胡加兴告诉记者，温度和压力

是LNG加注的关键，要对加注管路进行密性测试、

惰化、预冷，还要密切关注两船液货舱压力变化。每

次随船作业，他和团队都要坚守岗位，密切关注其中

每个细节。

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港保税LNG加注突破

26万立方米。数字背后有着胡加兴们的付出。“今

年上海港国际航行船舶LNG加注服务迈进第三个

年头，我们这项业务走在世界前列，有助于吸引各大

船公司将上海港作为LNG加注首选港口，助力绿色

智慧港口转型发展，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贡献

力量。”他说。

“数不清是第几个坚守在岗的假期”

驱车驶过洋山四期“无人码头”，下一站便来到

洋山三期，伴随着呼啸的海风，一艘艘来自全球的国

际班轮正在紧张地进行装卸作业，车船如织，一片热

火朝天的景象。

寒风中，头戴安全帽、手持对讲机的冠东公司作

业一班值班经理贺天翔正在巡视，春节前夕，面对寒

潮、大雾和大量船舶集中到港，更需要确保各项工作

安全高效。“码头365天年中无休”，在洋山港工作近

20年，他笑言：“数不清是第几个坚守在岗的假期，

大伙一起吃顿团圆饭就是过年的仪式感。”

码头作业实行两班倒，赶在早上8点前，他需要梳

理完当天的工作计划，调配人员和设备，安排班轮靠泊

位置、协调装卸进度。这天，2泊位的圣费尔南多轮，卸

船3406箱、装船1900箱；6泊位的古娜马士基轮，卸船

1723箱，装船1806箱……他的对讲机一刻不停。

前方码头上，90后司机陈天胤刚刚下班，过去

12小时，他驻守在离地20米高、空间狭小的轮胎吊

驾驶室里，保持低头弯腰的姿势对下方数百个集装

箱进行吊装。“吊装讲究稳和快，看上去像抓娃娃，非

常考验技术和经验。”他说。

桥吊、轨道吊、轮胎吊作业是集装箱装卸的关键环

节。在洋山三期码头，有100多名操作工驻守在高空

驾驶室，他们的“手速”就意味着作业效率。去年，洋山

三期在开港15年后，首次实现突破1亿标准箱大关。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4年成为世界第

一，作为码头一线工作者，我感到很自豪。”贺天翔

说，“新的一年，我们将不断奔跑，不仅要确保在量上

取得更大突破，更要在科技、低碳、服务等方面提高

自身本领。”

   加注一线，
见证洋山港“绿意”渐浓

颛桥桶蒸糕非遗传承人、80后的沈静在工

坊制作桶蒸糕。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春节假期渐入尾声，春节档即将尘埃落

定。截至昨晚，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票

房尚未破十亿，仍落后于《熊出没 · 逆转时

空》，远不及《飞驰人生2》和《热辣滚烫》。但

这不妨碍《第二十条》被视为今年春节档的最

大赢家——它没能获得最大公约数的观众基

础，却赢得了好评的共识，众声喧哗的评论中

有这样的声音：“为《热辣滚烫》喝彩，是肯定

贾玲的努力和魅力；给《第二十条》叫好，是因

为电影本身的胜利。”

法学家罗翔看完《第二十条》，复盘片中

涉及的案件情节，感慨：“我多么希望这些只

是试卷中的选择题，或者全选，或者不全选，

或者全不选。可惜人生不是选择题，它有真

实的苦楚与无奈。”在罗翔简短的普法式影评

中，他提到“第二十条”所涉及的最深刻的伦

理困境，即，代入到防卫人立场的是有血有肉

的一般人标准，还是高高在上的理性人标

准？后一种冷静的观念完全忽视了人类在特

殊情境下的身不由己。

罗翔从法学专业主义的立场，讲明白了

张艺谋把司法题材拍成“一地鸡毛”的良苦用

心。世情练达的老导演用看似琐碎的家长里

短，摆龙门阵地讲着“高高在上的沉着冷静的

理性标准”，怎样一次又一次在人性人情的特

殊情境里，辜负甚至伤害了“有血有肉的一般

人”。与刑法“第二十条”相关的争议和完善

并不是在书斋里完成，而是由矛盾的、大杂烩

一般的生活推动。

在电影里，男主角韩明前后接手的两个

案件，前者是见义勇为的公交车司机，为了救

助女乘客，打伤流氓，反被判故意伤害罪；后

者是备受乡村恶霸凌辱的农民工在绝望中刺

杀对方致死。还有韩明的儿子在中学里遭遇

的是非，正直的男孩为了制止校园霸凌，把

“教导主任的傻大儿”打得鼻梁骨折。这三个

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中的事件，互为镜

像，折射出同性质的困境，正如罗翔引述的

《理想国》，柏拉图所定义的“道义”，是好的行

为带来好的结果，它存在于肉眼不可见的洞

穴之外，而在洞穴之下的人类经验世界里，充

满着好的行为和坏的结果或坏的行为和好的

结果这些混浊的矛盾。

张艺谋导演不是第一次直面“法理”和

“人情”的冲突议题。回溯让巩俐获得威尼斯

影展最佳女主角的《秋菊打官司》，村妇秋菊

因为丈夫挨打要城里法院“讨个说法”，这原

本是桩不复杂的民事案件，但条条框框的法

理进入乡村人情社会，生出更多缠缠绕绕的

法和情的是非，到最后，秋菊和她的丈夫胜

诉，看起来，她讨到了扬眉吐气的说法，可她

怅然若失，因为法律捍卫她的“说法”和她最

初要讨的“说法”，似乎不是同样的“法”。

30年过去了，岁月把张艺谋变成看起来

更圆融的老人，对比《秋菊打官司》扑面而来

的倔强、坚硬的气质，《第二十条》显然刻意渲

染了喜剧的调和感。看起来很怂的雷佳音扮

演的男主角，一出场就是做和事佬，因为“不

能再激化当事人的情绪了”。检察官韩明从

郊县到市检察院挂职，他出场时不像他的同事

们那样一丝不苟地穿着公职人员的制服，他是

一身便服从“讨说法”的人群中走向检察官们那

边，然后以检察官的身份提出“司法援助”的缓

和方案。影片处心积虑地设置了这个开场，从

一开始，韩明就如同奔波在“法”和“人”之间的

摆渡人。

韩明对“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和“沉着冷静

的理性法”有清晰的认知，时而将心比心、时而

左右逢源地在两者之间活动，同时为两个阵营

做象征层面的“按摩”。电影里耐人寻味且充满

信息量的细节出现在韩明“区别对待”了不服判

决的公交车司机和他自己的儿子。见义勇为的

公交车司机不服判决，韩明同情他的遭遇，但认

为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已“尽力而为”，他为了

说服对方，拿出事发当场的监控录像逐帧地“按

法律条文分析”。当韩明的儿子因为打伤校霸

而陷入“道歉还是不道歉”的家庭争议时，这个

孩子的处境几乎是重演了公交车司机的遭遇，

如果理性地就事论事，检察官父亲完全可以套

用按部就班的法条分析。但是他没有，他用心

良苦地陪儿子打牌，循循善诱地用扑克牌来比

喻孩子的处境，他其实很清楚白纸黑字的法条

难以覆盖人的情境。

《第二十条》除了片尾的那场听证会，专业

主义的司法交锋几乎没有正面出现，即便韩明

分析视频画面，对公交车司机解释“判罚合理”，

也像是老娘舅调解时的息事宁人。电影看似去

精英化地保持和“专业”的距离，看起来很不“职

场”，忠实于生活本身，这反而成就了它的专业之

心。因为，生活是一切的土壤，规制众生的法律

必要面对矛盾重重的人间经验才具有意义。

就这一点而言，拍出《第二十条》的张艺谋

又何尝不是和电影塑造的韩明有些相似呢？他

们都是擅于活络在刚性的法理和一言难尽的人

情之间的“按摩师”。

《第二十条》：电影按摩师张艺谋的普法课堂

世情练达的老导

演用看似琐碎的家长

里短，摆龙门阵地讲

着“高高在上的沉着

冷静的理性标准”，怎

样一次又一次在人性

人情的特殊情境里，

辜负甚至伤害了“有

血有肉的一般人”。

与刑法“第二十条”相

关的争议和完善并不

是在书斋里完成，而

是由矛盾的、大杂烩

一般的生活推动。

春节，是全家团圆的日子，也是传统习俗

和美食文化得到完美呈现的时刻。在这一特

殊的年节里，美食不仅是舌尖的享受，更是文

化传统、家庭情感和社会习俗的综合体现。

近日，在央视、腾讯、爱奇艺、芒果TV等多个

平台上新的美食纪录片《大地家宴》《街边下

饭魂 第二季》《傲椒的湘菜 第三季》和《老广

的味道》等，通过展示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

的美食制作，勾勒出美食与百姓生活的密切

关系，传播各地饮食习俗中悠长的年味。

美食是浓浓的亲情和乡情

年味，最直观地体现在家家户户的团圆

饭桌上。央视纪录频道的《大地家宴》通过五

个主人公返乡的故事，展现食物与故乡、父

母、土地和成长的紧密联系。导演余源伟表

示，食物不仅是满足生理需求的工具，更是人

们与土地的一种连接，是和生命体验、精神生

长最本真的联系。

而家宴不仅是一顿饭，更是家人之间情

感的交流和凝聚。在纪录片《大地家宴》中，

无论是徽州的传统宴席“十碗八”、宁夏的暖

锅、浙江的石头宴、广西的苗年百家宴还是云

南的丰收宴，每一道菜都承载着主人公对家

乡的思念。镜头里，有经历人生中第一次社

火表演的外出务工返乡者，有回农村捕鱼的

石雕艺术家，有筹备家乡久违的苗年百家宴

的创业者，有放弃当银行行长偏要回农村的

种地人。无论身份和经历如何，“妈妈的饭”

都是内心最深的执念。家中的一餐一食早就

融进了记忆、亲情、对未来的美好期待。网友

“改行种玉米”写道：“在锅气中重温旧日乡情，

难忘来路；又或企望老树发新枝，别开生面。

一场家宴，浓缩一地风物人情，热闹、安心。”

美食也是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

无论是北方的饺子，还是南方的汤圆，都承

载着人们对新年的美好祝愿和对家庭团圆的渴

望。多个视频平台的美食类“综N代”节目，把

镜头对准家宴，过年的味道通过这些美食得以

传播到更广大范围。

《傲椒的湘菜 第三季》以湘菜为切入点，展

示了湖南地区春节期间的美食文化。在首期节

目“食材的心意”中，湘籍厨师周湘奇用对故乡

和童年的眷恋，将莲子、百合、五花肉等食材烹

饪成打动人心的美味。其中，冰糖湘莲和莲蓬

扣肉两道菜品，更寓意着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与春节的团圆氛围相得益彰。此外，节目中还

呈现了许多创新的美味佳肴。这些美食不仅满

足了人们的味蕾，更寄托了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粤菜是岭南饮食的代表，作为国内美食类

纪录片的老牌IP，《老广的味道》进入第九季。

这档节目不仅展现了老广记忆深处的美食，更

通过独特视角追溯食材原生地，将美食特色和

美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被称为“食在广州

第一家”的老字号广州酒家，秉持“以复古为革

新，以国潮为时尚”的精神，匠心提炼“八大八

小”高规格筵席系列精选菜式，将早已淡出大众

视线的经典粤菜重现于世。

《街边下饭魂 第二季》则展现了街头巷尾

各种小吃摊、夜市和餐馆的美食，虽然不如家宴

那样正式和精致，却有着独特的风味。鲜姐的

铺盖面、芳姐的猪脚饭，为都市里奔忙的食客提

供了“再出发”的能量；唐婆婆手中滋滋作响、散

发诱人香气的烧烤将人们生活中的烦恼逐一化

解。节目通过挖掘隐藏于繁华都市里的一餐一

饭，讲述平凡打工人的生活故事，细腻地勾勒出

一幅幅与美食紧密相连的社会画卷。

央视及多个平台上新一批美食纪录片

过年菜，吃的是热闹温暖也是牵挂祈福
■本报记者 卫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