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宿联庭安置房现已具备交付条件，为公开、公平、公正有序地做好此次抽签安置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加对象：联群村、苏冯村、胡家村胡家自然村旧村改造项目选择调产安置的被拆迁人。
二、抽签定位时间：共 2 天，即 2024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2024 年 12 月 29 日（星期日）。

三、抽签定位地点：江北大道 99 号柏林环球酒店宴会中心 3 楼（原远洲大酒店）。
四、抽签时需随带材料：1. 被拆迁人本人参加抽签的，需随带《胡宿联庭安置房抽签安置通知书》、被拆迁人本人

身份证原件；2. 委托他人参加抽签的，需随带《胡宿联庭安置房抽签安置通知书》《胡宿联庭安置房抽签安置委托
书》、委托双方居民身份证原件。

特此通知，望相互转告！
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办事处

2024年12月22日

关于胡宿联庭安置房抽签安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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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签时间
2024 年 12 月 28 日 7：30―7：45 进场
2024 年 12 月 28 日 8：15―9：00 进场

2024 年 12 月 28 日 13：00―13：20 进场
2024 年 12 月 28 日 14：05―14：50 进场
2024 年 12 月 29 日 7：30―7：50 进场
2024 年 12 月 29 日 9：35―10：00 进场
2024 年 12 月 29 日 13：00―13：15 进场
2024 年 12 月 29 日 14：00―14：45 进场

因 G9221 杭甬高速宁波段三期工程威海路至柴桥

段 S307 北上线 （黄河路—珠江路） 先行段施工的需

要，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

九条的有关规定，决定对 S307 北上线 （黄河路—珠江

路） 进行交通管制，具体交通管制措施如下：

1.2024 年 12 月 19 日至 2027 年 5 月 30 日 （预计），

S307 北上线 （原进港路）（黄河路—珠江路） 路段围

挡施工，施工占用 2~4 个车道，根据施工要求适当调

整。

2. 施工期间，S307 北上线 （黄河路—珠江路） 施

工路段限速由原来 80km/h 临时调整为 40km/h，施工

结束之后恢复为原有限速 80km/h。

3. 过境的客运车辆经明州路绕行，过境的货运车

辆经迎宾路绕行。

工程施工期间受交通管制影响的单位和市民请提

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并遵照现场交通指示标志安全出

行，服从现场交管人员指挥，敬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

众给予理解和支持。

特此公告。

G9221杭甬高速公路宁波段三期工程建设指挥部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新碶街道办事处

宁波市北仑区交通运输局

宁波市北仑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4年12月22日

关于S307北上线（黄河路—珠江路）施工交通管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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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沈孙晖 郑凯
侠 通讯员朱涵 郭力）“我是
这个节庆活动的‘常客’了，每
年来都会被惊艳到。”昨天，镇
海居民沈爱珠一家人在澥浦镇郑
氏十七房景区内，跟着主播边逛
边玩边吃，玩得不亦乐乎。他们
和许多游客一样，手上提满了品
类丰富的年货。

让沈爱珠惊艳的这个节庆，
就是澥浦冬至文化系列活动。自
2009 年以来，该活动已举办 15
年，承载着许多镇海市民的情怀
和记忆。

昨天，火热启幕的“民俗迎
冬至·哈普赶潮记”2024 澥浦
冬 至 文 化 系 列 活 动 仪 式 感 十
足 ——鱼灯、船鼓、腰鼓、高
跷、农民画秀⋯⋯约 500 名来自
澥浦各村社的民间文艺爱好者
组成四个方阵，开展巡游表演
活动。记者看到他们身着传 统
服饰，在喧天的锣鼓声中迈着
欢腾的步子，向八方来客展示澥
浦这座千年古镇的传统民俗文
化。

“表演不仅展现了澥浦民间
文化艺术的深厚底蕴，也展示了
传统曲艺的独特魅力，让市民游
客感受到浓浓的冬至氛围。”澥
浦镇文化站站长李闰说。

除了民俗巡演外，一批本地
餐饮商家、共富工坊、手工艺人
及农户，在现场办起了年货集

市 。 大 头 菜 烤 年 糕 、 缸 鸭 狗 汤
圆、灰汁团、冻米糖等本地特色
美 食 让 游 客 大 饱 口 福 ， 定 制 的

“大哈普”红包、集章卡、通关文
牒等特色文创产品，以及“垃圾
分类套大鹅”“冬至抛抛乐”等互
动游戏更是吸引游客踊跃购买、参

与。
今年的冬至文化系列活动，在

注重本土文化元素表达和文旅消费
业态植入的同时，采用“线下＋线
上”模式，以“文旅+经贸”形式
带动人气和消费。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冬至节

庆等品牌文旅活动，进一步发挥本
地古村古建筑人文优势和澥浦非遗
项目优势，以及文化创意领域自由
职 业 人 员 集 聚 的 优 势 ， 发 展 ‘ 国
潮’特色经济，不断赋能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澥浦镇
相关负责人说。

千年古镇冬至节庆好闹猛
至今已举办15年

“天寒地冻，做冻面喽！”昨日，记者来到象山新桥镇，看到各村各户一起制冻面的场景。“新桥冻面制作技艺”是象山县级非遗项目。相传
以前新桥有一户人家忘收晒在户外的番薯面，次日发现夜里受冻挂霜的番薯面烧制后口感异常柔软，且久煮不烂，此法迅速传开。此后当地村民
特意等冰冻天制作冻面。 （何晴 宋男 摄）

天寒地冻天寒地冻，，做冻面喽做冻面喽

记 者 王 博
通讯员 褚燕玲 张艺

“汪叔叔，我们来给您送甜羹
啦！”前日中午，鄞州区福明街道
福明家园社区网格员陈敏飞敲开了
七旬独居老人汪文祥的家门。她为
汪文祥端来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宁式
甜羹。

冬至，宁波人有吃甜羹的习俗。

宁式甜羹用苹果、橘子、圆子等食
材制作而成，寓意平安吉祥、年年
富贵、圆满如意。

为了让独居老人感受到节日的
温暖，陈敏飞等几名网格员自掏腰
包，烧制了两大锅宁式甜羹。当天
一早，他们就忙活开了。考虑到老
年人的身体健康，他们把临出锅前
需添加的糖特意换成了营养价值更
高的菊花老冰糖。

“这碗甜羹送得太及时了！这
几天最低气温接近 0℃，老感觉身
上冷飕飕的⋯⋯”汪文祥说。

据介绍，福明家园社区有独居
老人 200 余人。当天，见到网格员
上门，75 岁的陈兆年泡了一壶好
茶；90 岁的童和仙吃着甜羹，开
心得像个孩子；刘淑兰接过甜羹舍
不得吃，说要分享给对门邻居⋯⋯

“甜羹是宁波传统特色美食。
以前，我都是自己熬的，现在干
不 动 了 ， 能 喝 上 这 么 可 口 的 甜

羹，真是开心！”独居老人史妙娟
说。

当天，该社区共有 100 位独居
老人吃上了热乎乎的宁式甜羹。除
了送甜羹，网格员还利用上门的机
会，向 30 多名有需要的独居老人
赠送了手套、棉拖鞋、帽子，并帮
他们收拾厨房、清理垃圾、跑腿买
菜等。此外，针对个别高龄老人的
特殊情况，网格员还与志愿者一起
上门，提供理发、通下水道、更换
开关等服务。

百位独居老人吃上爱心甜羹
新闻

冬至前夕，宁海县深甽镇 10 余名青年党员志愿者来到镇敬老院，
开展“冬至送温暖”活动。志愿者陪老人拉家常，现场气氛温馨。大家
还一起动手包饺子，让老人吃上热乎乎的饺子，感受冬至节日的温暖。

（唐严 唐帅 摄）

冬至敬老情

记者 黄银凤

昨 日 ， 我 们 迎 来 了 冬 至 节
气。冬至，又称冬节、亚岁等，
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
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重要的节气，
也是民间的传统节日。

每到冬至，各地都有不同的
习俗，如广东人冬至吃烧腊与姜
饭、北方人冬至吃水饺等。十里
不 同 风 ， 百 里 不 同 俗 。 宁 波 有

“冬至大如年”的说法，背后有什
么样的讲究呢？又有哪些独特的
习俗？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会员“三耳秀才”（笔名），以及
海曙区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周东
旭。

冬至在二十四节气
中的地位不一般

在江南地区，如果要设立一
个 “ 睡 眠 日 ”， 哪 一 天 合 适 呢 ？

“三耳秀才”认为，将冬至设为
“睡眠日”最符合民意。

“三耳秀才”也是“中国节
气+”概念的倡导者。他介绍 ，

“嬉嬉夏至日，困困冬至夜”这句
民间俗语，意思是夏至日白天最
长，那就好好玩耍。冬至的夜晚
最长，吃过晚饭，大人就会催着
孩子赶紧上床睡觉，以祈求来年
过得顺利。周东旭介绍，宁波民
间还有一种说法是“冬至夜梦最
灵”，说是冬至夜里做的梦比较灵
验，所以大家在那天夜里要比平
常睡得早一些，以祈求“好梦成
真”。

时下流行修家谱，那么，家
谱修成，搞一个庆祝仪式，应该
放在哪一天？答案也是冬至。

“冬天要祭的是天，因为天最
大。‘家祭无忘告乃翁’，诗人陆
游 说 的 ‘ 家 祭 ’ 大 致 指 冬 至 祭
祖。修家谱关系承前启后、继往
开来，所以，民间家谱的修订仪
式多在冬至这一天举行。”“三耳
秀才”说。

如果要在二十四节气中推选
一位“老大”，那么会是谁？答案
还是冬至。“三耳秀才”给出了如
下理由：在二十四节气中，祭祀
与 节 气 的 对 应 关 系 是 ： 冬 至 祭
天，夏至祭地，春分祭日，秋分
祭月。有了这四大祭祀，或者说
在对天地日月的敬畏之中，中国
人建立起了民族精神坐标系。显
然，在这四大祭祀中，祭天是规
格最高的。

中 国 人 盼 望 的 春 天 是 从 哪

一个节气开始的？答案仍然是冬
至。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过
后，大地之下已有了不一样的生
气。至此，我们就有了‘数九’
习俗。数完‘九’是什么？是春
天呀！‘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
走’，那时春耕开始了。”“三耳秀
才”说得头头是道。

宁波民间过冬至的
独特习俗

周东旭介绍，宁波有关冬至
的 民 谚 很 多 ：“ 过 了 冬 （指 冬
至）， 日 长 一 棵 葱 ”“ 吃 了 冬 至
面，一天长一线”“喝了冬至酒，
一天长一手”⋯⋯这些都是表达
冬至后白昼渐长、夜晚渐短，阳
气逐渐回升的意思。

“宁波人过冬至的热闹劲，还
体现在‘吃’上。”周东旭说，在
冬 至 的 前 一 天 ， 人 们 轻 易 不 出
门，家家户户都会购买大头菜、
番薯、年糕、酒酿，并准备好糯
米粉。在吃晚饭时，一碗香气扑
鼻的大头菜烤年糕成为餐桌上的
主角。

“ 圆 ” 意 味 着 “ 团 圆 ”“ 圆
满 ”， 冬 至 的 汤 圆 又 叫 “ 冬 至
团”。民间有“吃了汤圆大一岁”
之说。冬至团可以用来祭祖，也
可用于亲朋互赠。古人有诗云：

“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
天”，描绘的就是做汤团的热闹场
面。

除了吃汤圆外，老宁波人还
会在冬至这天吃汤果。汤果是冬
至必吃的美食之一，个头比汤圆
小，实心无馅，取“团圆”“圆
满”之意。宁波人吃的“冬至汤
果”，往往都是“三合一”——番
薯、酒酿、汤果。周东旭介绍，

“番”与“翻”同音，吃甜甜的番
薯汤果，则有把今年霉运、晦气
全部“翻”过去的意思。在宁波
方 言 中 ， 酒 酿 叫 作 “ 浆 板 ”，

“浆”在宁波方言中跟“涨”同
音，讨其“财运高涨”“福气高
涨”的彩头。

按 照 宁 海 的 习 俗 ， 冬 至 那
天，家里如果有老人的，往往会
起个大早做糯米粉圆子，从忙碌
中感受过冬至的那份欢欣。宁海
的冬至圆子内容丰富。家家户户
揉糯米粉，搓成长条后，摘下一
块块大小适中的团子，把它搓成
圆子，佐以猪肉、青菜、冬笋、
香干、蒜苗及泡软的番薯面一起
炒熟，做成“肉炒圆”，香味四
溢。

冬至阳生春又来

这些宁波老底子习俗
你了解吗？

活动现场。 （郑凯侠 沈孙晖 摄）

看看““动起来动起来””的报纸的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