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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一会儿菜要凉了。”
2023年12月27日中午，潞城街
道青洋社区居民沈菊娣端着拿手
好菜———糖醋水面筋，和老姐妹
们赶去参加社区首届“百家宴”。
“百家宴”设在新亮相的幸

福大院，位于青洋花苑 38幢东
侧一楼。“青洋花苑是拆迁安置
小区，居民们保留了部分农村生

活习俗。遇上红白喜事，他们会
在室外搭棚烧菜，在社区里，占
用了公共资源，也影响了其他居
民。”社区副主任褚雪婷透露。

如何让“乡席”吃出文明味
儿？600平方米的幸福大院应运
而生，配备简易厨房、风扇空调、
表演舞台等基础设施，最多可容
纳 30桌酒席，烟火气十足。

炒蹄筋、清蒸鲈鱼、胡葱烧
豆腐……居民们带上自家烹调的
“招牌菜”，纷纷参与到厨艺大比
拼中。一条长桌上，摆满了色香
味俱全的菜肴，令人垂涎欲滴。

为了在“百家宴”上大放光
彩，居民许瑞平提前一天就准备
好了食材，第二天早早起床，蒸
上芋头、煨上扣肉，文火慢炖
30分钟，一道软糯香甜的芋头
扣肉新鲜出锅。“一上桌就被吃
光了，大家说我烧得很好吃。”
她笑得合不拢嘴。
“油炸基围虾好吃佬！”“冬

瓜排骨汤味道不错，我喝了两碗
了。”蔡惠兰和邻居们一边夹菜
品尝，一边举起手机拍摄短视
频。“‘百家宴’好吃、好玩、
好热闹，希望以后每年都办。”
蔡惠兰迫不及待地发了个朋友
圈，收获了不少点赞。

在“百家宴”一隅，熊大爷
饺子店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
一起包着饺子。取皮、舀馅、蘸
水、捏合，大家分工协作、其乐
融融。“所有包好的饺子，都会
送给社区的独居老人、困境儿
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熊大

爷饺子店负责人孟彤介绍。
不多时，一个个胖乎乎的饺

子便“挤”满了桌子。患有肢体
残疾的居民潘祥娣也是志愿者，
受到社区的照顾，她 6年前就加
入了志愿服务队。“很多邻居都
是以前村上的人，谁家有事，大
家都抢着帮忙，彼此之间的关系
也越来越亲近。”
一声“开饭”，左邻右舍齐

聚一桌。来自横山桥镇的乡厨们
端上盐水鸡、咸肉圆、红烧排骨
等 12道热气腾腾的菜肴，大家
伙儿唠起家常，或热情地招呼着
“快吃”，或忙不迭地往对方碗里
夹菜，欢声笑语不断。
“新的一年，我们继续一起

跳舞！”坐在 3 号桌的 10 个居
民，因广场舞“结缘”，成为朋
友。她们共同举杯，敬新年、敬
友谊、敬邻里之情。

这场难得的邻里聚会，以
“食”为媒。“通过‘百家宴’，
我认识了不少新邻居，还加上了
微信，以后，我们社区广场舞队
又要壮大了。”邓婉琴开心地说。

宴会接近尾声，一碗碗冒着
热气的阳春面上桌，猪油的香味

四处弥漫，很快被“瓜分”得精
光。在寒冷的冬天，居民们嗦起
面条，心暖暖的，邻里间的感情
也更深了。

一场“百家宴”，串联“小
家”成“大家”。“记得小时候，
农村‘吃大席’要搭棚办上几
天，人情味儿特别浓。”34岁的
居民汪竹回忆道，“现在的酒
席，一般都是去饭店。而这场
‘百家宴’聚出了邻里情，也让
我找回了儿时的情怀。”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随着人们住进楼房，邻里关系
正在‘退化’。我们希望借助
‘百家宴’，以反对浪费、文明办
事的形式，让居民走出家门、坐
在一起、增进感情，从而营造
‘幸福青洋 邻里亲漾’的和谐氛
围。”褚雪婷告诉记者，年初一
至十五，幸福大院火爆预订中。

热闹中，幸福混合着菜香，
从大院里溢了出来。

“来来来，看一下咧，喷
香的小菜籽油。”
“黑枸杞红枸杞都有啊，

黑枸杞营养价值更高！”
……
2023 年 12 月 29 日，潞

城街道新怡华超市门口的广
场上，传来阵阵吆喝，为期 4
天的“青海共和高原特色农产
品”常州经开区展销会开幕。
本次展销会以“庆元旦 迎新
春”为主题，20余家青海共和
县企业带来优质、绿色、健康
的农产品，为本地居民送上雪
域高原的美味。
“我们的牛羊吃的是绿

草，喝的是矿泉水，肉质很好，
没有任何添加剂。”摊主拉毛
卓玛告诉记者，这已经是她第
二次来常州推介农产品，纯天
然喂养、品质优良的牛羊肉获
得了本地居民的一致好评。
另一边，摊主冶发荣一边

将瓶装小菜籽油倒入塑料杯
中展示，一边推介着家乡好
物。“这种小菜籽生长在海拔
3200米到3500米的高原，加
工出来的油体金黄，营养价值
高。”
“他们的小菜籽油香得

很。”家住附近的王雪良一早
就听说这里有集市，与三五好

友一同前来，每个人都收获颇
丰。“孩子喜欢吃牛肉，就买了
些牦牛肉和小菜籽油。”
“快过年了，买点青海的

农产品带给家人们尝尝。”老
家在徐州的宋华每年过年都
会带些特产给家人，此番有了
意外的收获。

据悉，此次展销会除了青
海共和县企业外，还邀请了部
分常州本地具有代表性的农
产品企业，期间，两地企业加
强交流、互相学习。不少青海
摊主表示，想带些常州特色农
产品回去，让家乡人民尝尝两
千多公里之外的美味。

高原美味亮相常经开
阴 记者 戴雪燕

“常州为什么叫‘龙
城’？”
“因为我们都是龙的传

人。”“这里车水马龙。”“常州
有地标中华恐龙园。”……

2023年12月 30日，横
林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举杯邀明月 龙墨韵横林”
青少年跨年主题护苗行动开
展，孩子们大胆“开麦”，纷
纷喊出自己对“龙城”由来
的见解。

从“六龙汇聚”的传说，
到这座诞生 15位帝王的龙兴
之地的故事，孩子们在常州
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大使李小
霞的引导下，对家乡有了更

深层次的认识。伴随古诗词
“登场”，这场“跨年趴”的
意境愈发深远

全场齐声朗诵 《元日》
之时，“诗国”常州风雅再
现。第一次在古诗词中跨年，
沈歆童新奇不已，“古诗不
仅让我们产生了情感共鸣，
也向我们展示了人生的道
理。”一旁，朱宸锐沉浸良
久，“在古诗词中，我更深
入地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底蕴
和传统美学，并且感受到古
汉语的魅力。”

在“其乐‘龙龙’ 趣享
元旦”手作环节，家长和孩
子们一起制作了精美的龙年

护苗福袋，可爱的龙造型带
来了年的感觉。

推广护苗行动，引导青
少年深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认识家乡，努力为辖
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有
生命力、纯净、充满希望的
绿色健康文化环境， 2023
年，横林镇以护苗行动和全
民阅读为抓手，做好“扫黄
打非”工作，创成江苏省
“扫黄打非”进基层示范点。

2024年，横林镇计划打
造全新阅读品牌，举办系列
活动 6场，并结合节庆节点，
开展主题阅读活动 12场，实
现“月月有精彩”。

古诗词里的“龙城跨年趴”
阴 沈佳 记者 周洁茹

2023年 12月 30日至今
年 1月 1日，经过外壁彩绘
美化和灯光亮化改造的江苏
华电戚墅堰发电有限公司内
冷凝塔启动“跨年”模式，
展示炫动的线条以及“常州
经开区欢迎您”“祝经开区
人民元旦快乐！”等字样，营
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吸引不
少周边市民前来拍照打卡。

冷凝塔的
“新气象”
□ 胡静 记者 徐晶玮

青洋社区“百家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