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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闪光灯闪，记乡路长短；
笔墨纷飞，书心中故乡；烟火袅袅，烹
我家菜肴……每个人心灵所向往的
地方是自己的故乡；每个冬天，最让
人期待的是回家和家里人一起过
年。今年，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开启的
大学生寒假感悟实践活动中，牢牢抓
住“乡情”和“年味”两个关键词，让学
生从返乡的路上便开始思考起自己
对故乡的情感，并带着热忱的心对家
乡说一声“新年快乐”。

从繁华熙攘至简陋粗糙，从忙忙
碌碌到安逸清闲，对金融管理学院
17级学生裘灵儿来说，一张车票，一
辆长途汽车，三个小时半，便连接起
上海与她的家乡——浙江绍兴的一
个小县城。“我是一个极其留恋故土
的人，会被所有提及思乡情感的文学
作品感动，我爱我的家乡，即使它如
韩少功在《我心归去》中写的那样：我
的家乡没有繁华酥骨的大都市……
故乡甚至是贫瘠而脏乱的。但假若
你在旅途中听到舒伯特的某支独唱
曲，使你热泪盈眶的想象，常常是故
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因此，每
当裘灵儿踏上回家的路，看到属于家
乡的地标建筑，走向故土的亲人，她
也都亲切得如同未曾离去。陪伴，便
是裘灵儿这个春节最长情的告白。

除了回家思乡的感动外，许多
“95后”们还趁着春节跟着长辈祖辈
一起帮衬着张罗一桌团圆饭。学做
家乡、家庭“招牌菜”，成为他们这个
寒假里的一道“必修”作业。

来自国际经贸学院的杨喆逸刚
学会做蒜香排骨。“这是每年我家年
夜饭中必备的一道菜，看起来简简单
单，但菜里包含了外婆浓浓的爱意。
看着简单，但也着实费了好大劲才学
会。”杨喆逸说道。国际经贸学院匡
浩学做的是辣子鸡。这是一道非常
有特色的贵州地方传统名菜，相比湖
南、重庆等地用干辣椒炸出来的辣子
鸡，它是由特色的糍粑辣椒与鸡肉一
起炒制而成，两种食材的味道相互交
融在一起。“没有那种川版和湘版的
火爆，却更加绵绵悠长，2018年9月，
这可是被评为中国菜之贵州十大经
典的一道名菜。”话语间，匡浩一脸的
骄傲。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的朱宾祺和
工商管理学院的黄佳欣都以“鱼”为

食材大显了一番身手。朱宾祺说，鱼
和雁一样，可作为书信的代名词。古
人为秘传信息，以绢帛写信而装在鱼
腹中，称为“鱼传尺素”。唐宋时，显
贵达官身皆佩以金制作的信符称“鱼
符”，以明贵贱。“鱼”与“余”谐音，所
以，鱼象征着富贵。黄佳欣挑战的是
鱼饼。“鱼饼可以说是温州特产，用新
鲜的鱼肉糜做成的饼，再用油炸至金
黄。鱼和余谐音，通常在新年里家家
户户都会有一道鱼。在温州，除了鱼
之外，鱼饼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象征着未来年年有余。”她以这道菜，
恭祝大家新年快乐！

工商管理学院大二学生薛思羿
的家乡在上海崇明，崇明糕是崇明的
特色美食。在春节这样隆重的节日
里，崇明糕自然也是薛思羿家中必备
的年菜，以此祝福一家人团团圆圆，
步步高升。对于诸暨人来说，年夜饭
上团圆粿则是必不可少。贸易谈判
学院的张婉滢介绍说，团圆粿是一种
揉入艾青、外形类似小笼包的糯米制
品，粿皮捏成碗状后，加入馅料，再捏
褶并用手拢着褶一点点往内圈，直至
所有褶皱拧成了“一股绳”，寓意着除
夕夜每个家人从五湖四海赶来，过一
个团团圆圆的幸福年。“虽然自己做
的团圆粿长得丑丑的，但和家人一起
揉粉、制馅，并将它一点点成型的过
程却使人幸福满满，而且很美味！”

金融管理学院的沈晨过年时全
家人都回到了奶奶家。“我们一起动
手包了汤团和水饺。自己和家人亲
手做出来的，可能外貌不尽如人意，
但其美味程度绝对胜过超市卖的速
冻汤团水饺千倍万倍。”在沈晨看来，
以爱为馅，以团圆为皮的佳肴，这世
间又有什么与之相比？

不少学生坦言，如今，通过嗅觉、
视觉、听觉、味觉等多角度感受“舌尖
上的家乡”和“家乡的美景美色”，对
家乡的美有了更近一步的接触，体会
到浓浓家乡情的同时，也意识到保护
和传承优秀家乡文化的重要性。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团委副书记
缪韵笛指出，学生们通过笔墨、歌
词、绘画等多种方式记录自己对故
乡歌颂和赞美，用行动践行自己对
家乡的浓烈情感，用做年夜饭的方
式带来味蕾的享受和提升家人的幸
福感，最后带着浓浓的乡情过上一
个收获满满的大年，这便是活动开
展的初衷。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家住石门二路的刘女
士，春节期间还特意跑到离家不远的
黄浦区买菜。昨天，她喜滋滋地从山
海关路菜场买回黄豆芽打算烧个“如
意菜”。春节里，不光是蔬菜海鲜，连
熟食早点都依然可以在菜场里买到，
而且不涨价。

青年报记者从黄浦区商务委获
悉，今年春节，黄浦区内的标准化菜

市场七天不打烊，同时各副食品集团
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坚持平抑菜价，
让曾经的“菜难买”、“买菜贵”成为过
去时。

据悉，为落实各类蔬菜品种的稳
定供应工作，黄浦区商务委积极引导
菜场各经营户增加供应量，确保市场
供应充沛。同时，各菜场积极响应想
方设法腾场地、挖潜力，建立保供应
临时堆放点，并做好应急预案，防范
蔬菜供应短缺等突发情况。

小菜场春节不打烊
确保平价蔬菜新鲜供应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开展寒假返乡感悟实践活动

学生多角度感受淳淳乡情浓浓年味
■都市脉搏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2019年春节长假期间，
上海公安机关持续启动社会面防控
高等级勤务，全力确保了本市社会稳
定、城市运行安全有序。其间，全市
报 警 类 110 接 报 总 数 同 比 下 降
19.8%，未发生有影响的刑事、治安案
件，未发生重特大火灾、交通事故。

春节期间，上海公安机关全面强
化社会面整体防控措施，按照“警力
跟着警情走”的原则，精细部署街面
巡逻防控警力，围绕重点时段、重要
区域针对性优化勤务布局，坚持武装
巡逻和动中备勤相结合，有力维护社
会治安安全有序。同时，各属地公安
分局强化大型活动安保和人群聚集
公共场所安全管控，严格按照“一点
一方案、一活动一方案”要求落实安
保措施，依托智慧公安赋能，充分运
用智能感知设备监测、大数据分析等
技术，加强大型活动现场及重点景区

“大客流”安全管控和有序疏导。特
别是在豫园新春民俗灯会现场部署
充足安保力量，以九曲桥广场为核心

分层次驻守，采取单向循环、波次放
行、只出不进等现场管控措施，确保
绝对安全。

针对除夕夜守岁和初四夜“迎财
神”的传统习俗，全市公安民警结合
社会面防控工作，强化烟花爆竹安全
管控和火灾事故防范，在每日重点时
段带领全市 25 万名志愿者深入社
区、街面，开展全方位守护、巡查。春
节期间，各公安分局配合消防救援力
量，深入人群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
活动场所等重点部位开展消防安全
检查，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火灾报警数同比下降13.8%。

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强化道路交
通管理和春运安保工作，在全市各主
要出沪高速公路增派30%警力，强化
指挥疏导和应急处置，确保重点路
段、重点道口通行顺畅。针对节日期
间本市遭受大雾、雨雪、低温恶劣天
气影响的情况，各公安分局、交警总
队在高等级勤务部署的基础上加大
巡逻频次、加强管控力度，并配套落
实临时限速、警车引导等措施，确保
恶劣天气下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警方交春节安保答卷

报警类“110”接报总数同比下降

青年报记者 钟雷

本报讯 新春佳节，吃年夜饭、看
贺岁片依旧是人们喜爱的活动，但今
年由此引发的投诉迎来小幅增长。记
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春节长假期
间，该局共接到投诉举报1449件（投
诉1211件、举报237件），同比增长
12%，解答咨询718件。从投诉类别
看，餐饮住宿、食品、交通运输等投诉
量居前，年夜饭消费投诉有所升温。

据市场监管部门披露的数据，春
节长假期间，涉及年夜饭消费投诉
15件，同比有所升温，主要反映年夜
饭订购配送、押金退还、酒楼关门及
店家卫生和控烟等方面问题。如市
民王某称其订购的年夜饭半成品套
餐与广告不符，与经营者交涉却遭推
脱。市民李某则称去年11月在某酒
楼预订一桌年夜饭，并付定金1000
元，除夕赴餐时发现其已关门。市民
全某称其在某酒店食用年夜饭，经营
者未如约退还押金200元。

长假期间，涉及餐饮住宿投诉

334件，其中餐饮食品投诉175件、餐
饮服务投诉63件、住宿服务投诉96
件。主要反映经营者失信失约、餐饮
食品及服务品质不佳、餐饮店控烟不
力、住宿预订服务纠纷等。如市民陈
某称在某小吃店购买蟹粉生煎，经营
者提供的却是普通生煎。黄某称在线
订购一份价值40元快餐，经营者延迟
一天仍未送达。

在“吃”的领域，长假期间食品误
导价格标示、涉嫌“低标高结”、含异
物、短斤少两等问题同样较为突出，
共涉及投诉125件。如市民王某称
在某超市购买金针菜，标价158元/
斤，但经营者实际按179元/斤收费。
市民汤某称在线订购汉堡时被重复
收费，要求经营者退费却无果。另有
涉及服装鞋帽投诉92件，主要反映
产品质量瑕疵、虚假折扣、质价不符
等。如市民蔡某称在某购物中心订
购一款价值1640元的羽绒服，收货
后发现袖口处有明显修补痕迹。

目前，上述投诉举报已转至各区
市场监管局和消保委协调处理。

春节假期年夜饭投诉升温
千元订餐除夕吃“闭门羹”半成品套餐与广告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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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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