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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俭节约 文明聚餐不浪费

“民以食为天，食以礼为上。”餐桌文
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彰显文
明素质的有效载体，它承载的不仅是中
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更承载着尊重劳动、
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如今，文明就餐、
勤俭节约已成为港城人的生活习惯，即
使在中秋佳节，人们依然坚持这一文明
习惯。

9月10日，在位于海州区海州街道砚
池社区的一家火锅酸菜鱼店，笔者看到，
墙上、餐桌上都贴着“光盘行动，从我做
起”的宣传标语。“我们通过餐桌提示牌

或海报等多种方式营造文明用餐宣传氛
围。顾客点餐时，服务员会按照用餐人数
建议点餐量， 吃不完的我们会主动帮助
顾客打包，以免造成食物浪费。”饭店负
责人说。

在海州街道北大街的一家牛肉火锅
店，“公勺公筷文明用餐” 的宣传海报同
样贴在醒目位置。“前几年开始， 社区经
常宣传使用公勺公筷， 我家又是做火锅
的，一圈人围着桌子吃火锅。为了客人的
健康， 在供餐时倡导使用和提供公勺公
筷是责任和义务。特别是疫情期间，前来
就餐的客人更注重就餐时公勺公筷的使
用，文明用餐的风气越来越好啦。”火锅
店老板介绍。

“我妈妈做的菜可好吃了，每次菜都
被吃光光，从来不剩。”王文培小朋友一
脸自豪地说。 王文培是一名小学三年级
的学生， 他的妈妈郭晓茹是一名普通的
社区工作者。虽然平时工作繁忙，依然坚
持给家人做一日三餐。“餐桌文明很重
要，平时和孩子在一块吃饭，可以以身作
则引导孩子养成文明用餐的行为， 带动
他养成良好的就餐习惯。”郭晓茹说。“妈
妈教育我要珍惜粮食，吃多少就盛多少，
剩下来就浪费了。 菜里还有妈妈对我和
爸爸的爱，不能让她伤心。”王文培说。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体现了港城
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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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包装巧变兔儿灯 绿色又环保

每逢中秋节， 不少家庭都会有包装
精美的月饼礼盒，在享用完月饼后，这些
精美的“月光宝盒”往往会被丢弃。为了
巧妙利用这些漂亮的月饼盒子， 连云区
市民周迪和女儿彤彤一起发挥奇思妙
想， 动手让月饼盒或变身俏皮可爱的兔
儿灯，或变身实用美观的收纳盒。

中秋节前夕，彤彤的班级群发出“双
节”倡议书，通过幼儿向家长传递“反对
浪费、崇尚节约”的理念，希望师生、家长
一起行动，做到过节聚餐节约粮食、买简
易包装的节日礼品。 周迪说：“彤彤一回
家就跟我们说， 中秋节就要买简单包装
的月饼，不能浪费。”

受女儿启发， 周迪跟彤彤商量后决
定利用月饼盒做个小手工———兔儿灯，
并在朋友圈展示。周迪表示，带着女儿做
兔儿灯的初衷就是向身边人普及绿色健
康的生活方式，让节俭成为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的美德修养。

包装精美的高档月饼盒往往都以木
盒、竹篮、金属等材质制作，加之本身有
精美的图案和造型作为点缀， 所以稍加
改造就能变废为宝。 看到家里闲置的月
饼盒， 周迪又将其巧妙变身收纳盒。“今
年， 我们家还收到一盒长方形的木盒月
饼，我根据个人喜好，在盒子外面粘了蕾
丝花边做装饰， 在盒子内贴上一层布料
内里，我的首饰、内衣等小物件终于可以

归纳放置了，这样既漂亮又实用。”
周迪说：“今年中秋， 我妈妈家还收

到一个竹质月饼盒，经过精心装饰，这个
月饼盒已成为家用的水果篮。”除了利用
月饼盒本身的造型， 网上的一些巧手网
友还提供了月饼盒的DIY妙用思路。比
如，中国风样式的月饼盒，可以当作梳妆
盒。此外，利用木制的月饼盒盖还能做成
许多简易的相框， 同时配合中国结、流
苏，制成独具特色的中国风墙饰，非常美
观。

近年来， 不少商家也在月饼包装盒
上做文章。通过二次利用，月饼包装盒可
以变成书架、 相框等， 丰富绿色环保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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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历久弥新

纤云天河，月
影舒波。9月10日
至11日，中秋好
时节里，市博
物馆开展“蟠
螭如飞·月影
团圆”活动，56
组亲子家庭报
名参加了手工
制作体验活动。
这一传统民俗活
动， 融入创新性的
亲子互动活动，让孩子们
了解了传统文化，成为我市
家庭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彰
显了传统文化的历久弥新。

走马灯古称蟠螭灯(秦汉)、仙音烛
和转鹭灯(唐)、马骑灯(宋)，汉族特色工
艺品 ，是传统节日玩具之一，属于灯笼
的一种。灯内点上蜡烛，蜡烛产生的热
力形成气流，令轮轴转动。轮轴上有剪
纸，烛光将剪纸的影投射在屏上，图像
便不断走动。因多在灯各个面上绘制古
代武将骑马的图画，而灯转动时看起来
好像几个人你追我赶一样， 故名走马

灯。
在走马灯手工制作体验

活动中， 手工老师通过现场
操作， 为观众演示了走马灯
的原理， 并现场教大家制作

走马灯。小朋友们目不
转睛，盯着工作人员手

中的道具， 一边认
真听， 一边亲自动
手操作。合上灯笼
盖， 装上吊穗和
挂绳， 安上灯笼
手柄， 最后装上
七彩灯， 一个个
图案丰富、 各具

特色的走马灯便
做好了。

在今年中秋假期
的诸多文化活动中，用亲

子互动的形式去传递传统
民俗文化已成为一大特色。市文

化馆在开展“壬寅中秋夜游诗会”主题
文艺演出的同时， 就创新性地设立了
“分会场”，划出了月亮灯手工坊、“海莲
籽”黏土手工坊、古琴赏月坊等几个区
域，供市民参与亲子互动。活动当天下
午5时，分会场各区域围满了市民，在月
亮灯手工坊专区，小朋友和家长全神贯
注制作月亮灯，不一会儿，一个个小巧
玲珑的月亮灯就诞生了。小朋友们纷纷
与月亮灯合影留念，为佳节增光添彩。

“这些结合当今审美特色的创新性
活动， 在赋予传统文化更多活力的同
时，也让城市文明在这种代际的传递中
不断丰富、完善，成为我市高质量发展
的内生文化力量。” 市文化馆相关负责
人说。

志志愿愿者者““上上岗岗”” 细细微微服服务务装装点点景景区区

“您好，请扫描大圣码，出示72小
时核酸证明，并保持1米线有序排队进
入景区。”9月10日一大早，花果山景区
志愿者钱娟早早就来到工作岗位，开
始了一天的工作。她被安排在景区“前

哨”， 不仅负责查验游客核酸证明、健
康码，测量体温，还要耐心细致解答游
客提问，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个中秋假期， 花果山景区迎来
了旅游小高峰。为让游玩秩序井然，景
区根据志愿者特长、游客需求等，组建
文明畅游、旅游咨询、应急救援等特色

志愿服务队。 从山上到山下，
在游客中心、老山门、门票口、三
元宫、水帘洞、玉女峰等游客聚集区和
热门景点一线， 志愿者们的身影随处
可见，他们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景点
指引、行李寄存、应急药品提供、特殊
人群帮扶等志愿服务活动， 用暖心细
心的服务装点着节日的景区。

“请问水帘洞怎么走，水帘洞附近
有什么景点？”“您可以乘车也可以步
行，乘车20分钟左右到三元宫停车场，
步行时间要长一些，大约一个多小时，
沿途有南天门、九龙桥等景点，游玩的
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水帘洞附近的
景点有很多，有怪石园、七十二洞、三
元宫古刹等。”作为志愿者，钱娟详细
地回答了游客的提问。 而像这样的问
题，她每天要回答游客近百次。她总是
不厌其烦，笑脸相迎，耐心解答，用最
细微的服务为游客带来安心、省心、贴
心、称心、开心的旅游体验。

据了解，近年来，云台山景区不断
充实完善文明旅游志愿服务队伍，持
续加强志愿服务站点建设， 在景区游
客中心、 各主要乘车点设立志愿服务
台、志愿服务亭，不断提升旅游志愿服
务工作水平， 使景区真正成为展示新
时代文明的窗口。

文明出行 安全第一

“骑电动车请戴头盔， 不要逆行、
不闯红灯……”在早晚交通高峰时段，
市区各主要路口， 市交警部门设置的
“小喇叭”循环播放，提醒市民遵守交
通法规文明出行， 路口交通秩序井然
有序。中秋假期，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
势总体稳定。

9月10日上午8时， 市交警连云大
队“铁骑”队员陈亚泉来到墟沟在海一
方公园岗点执勤， 闪着警灯的摩托车
停在身后随时待命。“我们的值守时间
要到下午6点半。”陈亚泉说。不一会，
陆续有游客驾车或乘公交车前来游
玩，他和同事指挥车辆有序停放，引导
行人安全通过斑马线，“假期出来游
玩，要做到安全第一。”

为加强重点路段值守，节日期间，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机关抽调170名警
力支援路面大队， 各高速公路大队在
岗在位、驻队值守。各城区执勤大队
每天安排一半警力上路执勤、一半警
力备勤待命，加强各景区、商圈周边
指挥疏导，最大限度将警力装备投向
路面，加强对过往车辆、人员检查劝
导， 确保广大群众假期出行安全。加
强事故多发路段和夜间、凌晨等重点

时段的巡逻密度和频次，全方位强化
路面管控。并结合“百日行动”部署要
求，开展常态化酒驾醉驾违法行为整
治活动。

“不越线停车，把头盔上的带子也
要系牢了……”在繁忙的闹市区，交警
部门在劝导市民遵守交通法规的同
时，在现场针对性开展宣传活动，营造
和谐有序交通环境， 助力文明交通创
建。

“我们在节前，就通过新媒体平台
提前预告全市路网运行情况， 并向社
会公布我市境内高速公路、 国省道路
和城市道路等易堵点段， 引导群众错
峰出行、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政工大队民警介绍。 针对
假期中短途自驾多的特点， 共发布交
通安全提示信息27条、 发送提示短信
3.2万余条， 提醒广大群众合理选择出
行线路，保障出行平安。

毽绳爱好者 健康过中秋

“好球。”9月10日清晨6时30分，来自市毽
绳运动协会的毽球爱好者， 相聚在苍梧绿园
石园广场进行毽球围踢活动， 大家你踢给我
我踢给你，玩得不亦乐乎。

市毽球跳绳运动协会秘书长、 从事毽球
跳绳运动十多年的刘彪是本次活动的发起
人， 他常常鼓励周围的人参加这项活动。
“踢毽子是我国民间流传很广的项目，经常
踢毽子，可以有效地提高反应能力、灵敏性
和柔韧性等， 对培养协作与竞争精神有重
要意义， 同时还能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
友，既锻炼身体又交流了情感。”刘彪介绍。

为更好地推动港城毽球运动的普及和规范
化发展，去年5月，他就和其他几名毽球跳
绳运动爱好者共同筹划组建市毽球跳绳运
动协会。半年后，市毽球跳绳运动协会正式
成立。

“我是在中秋前一天在群里发的 ‘约
踢’信息，大家都很积极响应。”刘彪告诉
记者， 参加中秋围踢活动的毽球爱好者来
自不同行业，最大的近70岁，最小的10岁。
他们每10人围成一个圈，用盘踢、拐踢、磕
踢、 绷踢等技巧进行圈踢， 其间尽量不让
毽子落地。

当天， 一个个羽毛毽子在运动爱好者的
脚尖上轻盈地飞舞起来，抬腿、跳跃、屈体、转

身……一位来自东北、 现定居在港城的资深
毽友直言。通过踢毽子的准确度、表演的花样
以及每次重复的次数来展示团队的技能，特
别有意思， 这也是踢毽子围踢的魅力所在，
“在中秋节这一天，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一
起踢毽球，既为健康‘充电’，也交流了感情放
松了身心，很有意义。”

“这样的围踢或者比赛活动我们协会会
不定期举办， 前不久还刚刚举办了市毽球王
绳王争霸赛， 线上和线下参与人数达上万人
次。”刘彪笑着说。在中秋节这一天组织毽球
围踢活动也算和节日应景，“中秋是传统节
日， 而踢毽子也是传统体育项目， 二者都很
‘传统’，要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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