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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茶 座

— 开 业 志 禧 —

大 同 市 新 华 书 店 和 阳 书 店

广大市民朋友：

大同市图书大厦从魏都大道体育馆二层正式迁入大同古城墙景区和阳门

东（和阳美术馆内），御河西路东小城对面，更名为大同市新华书店和阳书店。

开 业 期 间 ，图 书 优 惠 多 多 ，惊 喜 多 多 ，欢 迎 新 老 读 者 光 临 指 导 ，期 待

您 的 到 来 。

/ 电 话 / 13509720378 13700527786

根 据 2022 年 1 月 15 日 股 东 会 决 议 ，山

西 苍 昱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拟 将 注 册 资 本 从 1000

万 元 减 至 200 万 元 ，现 予 以 公 告 。 债 权 人 可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45 日 内 要 求 本 公 司 清 偿 债 务

或 提 供 担 保 。

山西苍昱贸易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5日

减 资 公 告

本报讯 （记者 尚丽） 日前，随
着市中心血站的爱心献血车开进天镇县
开展无偿献血县区行活动，市中心血站
春节备血工作由此拉开帷幕。

此次献血活动严格落实保持安全距
离、全程戴口罩、测量体温、出示健康码行
程码等疫情防控要求。献血现场，大家详
细询问无偿献血相关知识，做好献血准备

和个人防护，依次进行了信息登记、血液
检验、静脉采血等环节，为血液储备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献血车内爱心洋溢，献
血者们个个情绪饱满，踊跃献血。他们当
中既有第一次献血者，也有多次献血者，
他们的年龄、工作经历各有不同，在献血
方面却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当天，共有
208人爱心献血76800毫升。

市中心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
受气温、高校放假等因素影响，街头采血
人数急剧下降。为了保障春节期间我市
医疗机构临床用血需求，市中心血站日
前全面启动春节备血工作，开展一系列
无偿献血活动，加大宣传招募力度及采
集力度，呼吁广大市民踊跃献血，用爱心
帮助那些急需救治的患者。

“看着打扫一新的房间，免不了
想着如何装饰一下。”1 月 23 日，赵
女士去市场买了各种虎年的挂件、
摆件，想着在小年这天装饰一下。

在东信商城的一家装饰品店记
者看到，除了常见的福字、中国结，

各 种 形 态 的 老 虎 造 型 也 格 外 受 欢
迎。萌萌的绒布小老虎摆件，总让
人忍不住多看两眼，40 多元可以买
到两个小的吊脚老虎摆件，还有一
把白色的小“长椅”可以让它们“坐”
在上面。红白相配的颜色，让人觉

得清新又喜庆。人们印象中的纸质
福字自然是不必说，很多树脂、亚克
力材质的福字挂件，打开还可以发
光，配有挂绳、挂钩，既方便挂取，又
方便清洁。大小、造型不同的挂件
价格也不相同，从几十元到一百多

元不等。赵女士选了一个中等的福
字造型和一个手工编织的中国结，
一共花了 80 元。赵女士说，春节家
居饰品光是放在书房和客厅，节日
的氛围感立马就出现了。

本报记者 杨榕刘

家 居 装 饰 拉 满 节 日 氛 围 感 据媒体报道，日前，一份特殊的“夫
妻关系证明”被不少网友转发点赞。

四川省乐至县罗某的妻子身患尿毒
症，需在成都某医院就医换肾，当事人提
供了结婚证、户口本以证明婚姻关系，然
而院方却要求其再出具婚姻关系证明。
乐至县公安局南塔派出所为了解决群众
困难，出具了证明，但在证明后特意附了
一段话：“结婚证足以证明当事人婚姻关
系，有关单位应加强责任意识、服务意
识，提高业务素质，切实便民利民。”这份
证明被网友称为“最漂亮的证明”。

近年来，各级各部门大力推行简政
放权，优化服务，切实解决群众办事难、
办事慢、来回跑等问题，然而依旧会出现
许多类似“我爸是我爸，我是我爹儿”等
奇葩证明问题，让群众有苦难言。

要求出具此类证明的机构实则是一

种推卸责任的表现，以让其他机关承担
风险。当然，出具必要的证明也是为了
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避免不法分
子钻了政策的空子，因而制定严格的规
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像有结婚证还
需要证明夫妻关系，有户口本还需要证
明父子、母子关系的此类证明则大可不
必，特别是在一些紧要关头而被这些证
明卡住的时候。

南塔派出所的“证明”之所以能够得
到广大网友的支持和点赞，是因为这家
派出所本可以不出具此证明，但为了解
决群众困难，依然出具了证明，并附加了
一段中肯的话，真正做到了为群众办实
事。希望越来越多的部门能够以此为
鉴，杜绝社会反响强烈的“奇葩证明”问
题，加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提高业务
素质，切实便民利民。

市中心血站春节备血工作启动

点赞“ 最漂亮的证明”
魏冬妮

欢 欢 喜 喜 过 小 年

“二十三，糖瓜粘。”记者走访我
市各大超市了解到，出于对这一传
统习俗的延续，很多人都特意为这
一天准备糖果。

在我市南环东路一家超市的糖
果区，记者看到很多父母带着孩子
前 来 选 购 糖 果 。“ 我 们 在 附 近 刚 吃
完饭就带孩子来买糖，让他自己选
喜 欢 的 口 味 儿 。”正 在 选 购 糖 果 的
李先生告诉记者。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腊月二十三吃的早已经
不 是 单 一 的 麻 糖 。 水 果 糖 、榛 果
糖 、雪 花 酥 、太 妃 糖 ，甚 至 果 冻 、坚
果 、沙 琪 玛 、巧 克 力 等 都 是 人 们 心
目 中 的“ 糖 瓜 粘 ”。 而 且 糖 果 的 包
装 也 很 丰 富 ，小 份 盒 装 、多 口 味 儿
拼装，还有纸盒装、铁盒装等等，高

颜值的图案、有趣的包装也增添了
几分年味。

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寻找一口
过去的味道是他们的选择。在御东的
一家小商店里，两元钱的一块麻糖，让
他们“吃”到了岁月的味道。

本报记者 杨榕刘

腊月二十三是大同民俗中过小
年的日子。意思是从这天起，家家
户户开始忙年的节奏，打扫家、买年
货、烹饪各类熟食，年味愈来愈重，
商场、超市也会格外热闹。

家住阳高县的王军，预备在这
一天“过油”，就是把需要油炸的麻
花麻叶、烧肉丸子全部炸了。王军
出生于 1973 年，儿时物资的匮乏令

他对“吃”格外上心。进入腊月，就
早早预订了 90 斤猪肉。腊月二十猪
肉搬回父亲家，五花肉切出来准备
做扒肉条，20斤肉做丸子。

腊月二十二，父亲家的院子里
就 热 闹 起 来 ，姐 姐 姐 夫 都 回 来 帮
忙 ，洗 盆 洗 碗 搭 起 临 时 灶 台 ，和 面
剁 馅 准 备 各 种 材 料 ，父 母 笑 、孩 子
闹 ，一 家 人 和 和 乐 乐 是 王 军 眼 里

最 美 的 风 景 。“ 今 天 东 西 都 备 好
了 ，二 十 三 一 早 ，大 姐 二 姐 和 面 炸
麻 花 ，我 和 爸 爸 烧 肉 炸 丸 子 ，姐 夫
跟 孩 子 们 打 下 手 。”王 军 乐 呵 呵 地
分配活儿。

红旗街上一家猪肉专营店的服
务员表示，进入腊月，预订猪肉做烧
肉丸子的市民激增，每天不到 11 时，
肉就卖光了，虽然中老年人是购买主
力，但 90 后也加入了做烧肉炸丸子
的行列，他们认为自己动手才能拉满
过年的氛围感。 本报记者 吴华

许多家庭习惯在腊月
二十三这天“扫尘”。随着
时代的发展，“扫尘”已无
需劳师动众，干净也不是
主要目的，腊月大扫除，更
多的是传承传统文化，除
旧迎新，寄托人们对健康
美好生活的愿望。

按 民 间 的 说 法 ，因
“尘”与“陈”谐音，新春扫
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
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

“晦气”统统扫出门。
市民李先生说，“儿子

跟我说了，寒假他要好好表
现，腊月二十三这天的‘扫
尘’，由我俩来完成，把自己
家里里外外打扫干净。”

家住镜湖园小区的李
梅说：“腊月二十三这天，
我还要把家里重新布置一
下 ，床 单 、被 罩 全 换 成 新
的，干干净净过新年。”

本报记者 高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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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花丸子炸起来

本报讯 （记者 尚丽） 新春佳
节来临之际，1 月 24 日上午，市新城环
境公司的一线环卫工作者收到了爱心
企业捐赠的慰问品，感受到来自社会
的关爱。

环卫工人是城市环境的美容师，
一把扫帚带来城市的洁净与和谐。当
天，爱心企业将 500 份米面发放到环
卫工人代表手中，同时叮嘱大家要注
意身体，做好自我保护，时刻注意安
全。“感谢爱心企业的付出，你们的爱
心让我们在这个冬日里倍感温暖。”收
到慰问品的环卫工代表连声称谢。这
些环卫工均来自垃圾清运、保洁等岗
位，作为维护城市运转的特殊岗位，环
卫工人在春节期间仍将坚守工作一
线，守护城市的干净整洁。

爱心企业负责人表示，环卫工每天
辛勤付出，美化我们的城市，为我们城
市的干净整洁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前几
日降雪后，环卫工们加班加点，奋战在
清雪一线，非常辛苦。希望借此次活动
表达对环卫工人辛劳奉献的感谢，同时
也呼吁社会各界更多爱心人士关注环
卫工人，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本报讯 （记者 董芳） 1 月 21
日，尽管天空飘着雪花，但市人社局一
行 7 人没有停下“送温暖”的脚步，冒
雪来到天镇县张西河乡姚明庄村，为
村民送去春节慰问品和节日问候。

“自从市人社局工作队入驻我们村
后，带着村民们进行家庭式养鸡，并帮
我们销售农产品，我们的日子越来越
好。”61 岁的监测户朱福安因一场车
祸，不能干重活，妻子的身体也不好，
家里还有上大学的孩子，在驻村工作
队的帮助下发展家庭养殖增加收入。
活动中，市人社局为姚明庄村在村 96
户村民发放了白面、大米等春节慰问
品，并将市文联捐赠的春联送上，还以
入户走访的形式为部分脱贫监测户送
去了慰问品。

据市人社局驻村第一书记、工作
队长姚世锋介绍，去年 5 月，市人社局
将姚明庄村作为定点帮扶村。今后，
驻村工作队将继续把工作做实、做细，
充分发挥人社部门优势，对全村劳动
力人口进行全面排查，摸清底数，加强
脱贫劳动力就业帮扶，做好技能培训，
让脱贫劳动力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
业增收，让技能致富之路越走越宽。

本报讯 （记者 尚丽） 春节临近，
人员流动和聚集大幅增加，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近日，平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经
督促劝导后疫情防控措施仍然落实不到
位的 23 家商户责令停业整改，经整改措
施到位后方可恢复营业。

该局认真贯彻落实关于疫情防控的
相关要求，压实辖区药店、餐饮店、商场、
超市、集贸市场疫情防控四方责任，采取
张贴通告、签订承诺书、行政约谈、检查督
导等方式强化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要求
商户严格落实戴口罩、测体温、验两码、做
消杀等疫情防控措施。1 月 10 日下午，该
局北关市场监管所召集辖区商场、超市、
集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召开常态化疫情
防控行政约谈会，通报当前疫情形势、疫

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组织商家集中学
习《商场、超市、农贸集贸市场、餐厅（馆）
疫情防控技术指南》和《重点场所重点单
位重点人群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相
关防护指南》，并签订了常态化疫情防控
承诺书。

1 月 21 日，平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明察暗访中发现的
部分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的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不到位问题进行了通报。市丽国
亨宇商贸有限公司、玄辰皮革城、佳家玛
购物中心御华帝景店等 23 家商户存在没
有安排专职人员在店铺入口处测体温、查
验两码、提醒顾客戴口罩等问题，且经督
促 劝 导 后 ，疫 情 防 控 措 施 仍 然 落 实 不 到
位，被责令停业整改。

本报讯 （记者 高雅敏） 春 节 临
近，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电商各
显 神 通 ，服 务 出 新 出 彩 ，传 统 商 业 结 合

“互联网+”迎来消费热潮，一些网络主播
凭借对商品的详细介绍以及与消费者的
密 切 互 动 受 到 消 费 者 的 喜 爱 ，“ 网 络 直
播 ”这 一 线 上 消 费 新 业 态 展 现 出 了 强 大
生命力。

“朋友给推荐了直播购物，我尝试后
发现真不错，既方便又实惠，我现在喜欢
上了这种新型购物方式，家里的年货都是
在直播间买的。”说起“直播带货”，家住平
城区建设里的甄阿姨“话匣子”一下子就
打开了。

与很多女性消费者一样，在我市一家
企业工作的李梦醒很喜欢线上购物，网络
直播间里她也是常客。打开李梦醒的直播

购物车，各种干果小吃、服装、日用品、化妆
品、水果等商品五花八门，其中小吃和化妆
品购买的次数最多。

古 城 内 一 家 电 器 商 场 的 负 责 人 说 ：
“当前，为了稳住营业额，商场开始尝试直
播带货，没想到直播间粉丝快速增加，从几
百人涨到了几千人，一场直播就能卖出几
万元商品，远超实体店销售额。节前这几
天直播卖货，人气更加旺。在直播中我们
发现，消费者更看重产品性价比和时间成
本，网络直播中商品信息直观、方便快捷、
物美价廉等特点受到线上消费者喜爱，消
费者在直播中可以更详细地了解商品性
能，通过网络主播对商品的专业介绍，可以
帮助他们迅速找到需要的商品，节约购物
时间。这个线上直播的新路子，我们打算
常态化推广。”

本报讯 （记者 尚丽） 春节
期间，居民用水量将激增，为保障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连日来，市卫生健
康综合行政执法队开展节前生活饮
用水卫生安全监督检查，坚决杜绝饮
用水污染事故发生。

该队针对所辖 6 个市政集中供

水单位和 1 个农村集中供水单位的
疫情防控工作，以及突发传染病应急
预案、突发水污染事件应急预案、水
源卫生防护、供管水人员健康体检、清
水池清洗消毒、水质消毒和涉水产品
索证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重点强调
了防控物资储备、密闭环境消毒、供管

水人员活动轨迹管控。检查中未发现
明显问题，卫生总体情况良好。春节
期间，该部门将继续加大对辖区内集
中供水单位的监督和巡查力度，强化
其安全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确保供
水设施正常运转，让广大市民在春节
期间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1 月 24 日，民间团体在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表演太极拳。当日，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三河古镇举办“民俗表演迎
新春”文化活动，民间文艺团体表演河蚌舞、大鼓、闹花船等民俗节目，喜迎新春佳节。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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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温暖”不停歇

平城区认真做好节前疫情防控工作
23家商户被责令停业整改

开展监督检查 确保饮用水安全

“ 网络直播”给线上消费添把火

在云冈区西韩岭乡东韩岭村，有一家
“乡愁记忆馆”，里面陈列了一千多件农耕文
明下的老农具和民国时期以来的老物件。
这些老物件对于年轻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
但对于当地上了年纪的村民来说可都是宝
贝，甚至每一件东西都能带出很多记忆。

记者日前在乡愁记忆馆里看到，这里
有辘轳、铡刀等古老的农耕器具，也有钱
币、粮票、录音机等载满了历史记忆的陈年
旧物。今年 56 岁的东韩岭村村委会主任
李善文指着一个标签为“花轱辘”的老物件

说：“听家里的长辈讲，花轱辘车在当时是
一种运输工具，牛马拉庄稼、肥料都得用
它。每当看着这些‘老玩意儿’，好像自己
穿越时空，回到了儿时一样。”

乡愁记忆馆于 2019 年 6 月开馆，馆里
的老物件有的来自村民捐赠，有的来自社
会收集。谈起东韩岭村建造这座乡愁记忆
馆的初衷，李善文告诉记者，乡愁记忆馆就
是村史馆，就是想让村里的年轻人知道自
己家乡的历史，记住乡愁，传承家乡人民的
劳动精神和光荣传统。本报记者 有为

老物件留住美丽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