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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浪坚守，后浪涌现
星执轮滑冰球队逐梦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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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的春节赶上寒潮，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居
家团年饭继续成为主流，其中，
近期爆红的预制菜在市场上体
现出别样热度。春节期间，多家
餐饮品牌和生鲜超市推出的各
式各样预制菜大受市民欢迎。
预制菜的到来为市民“减压”，不
少主妇称“不用三头六臂、也不
用为春节团年饭而惆怅了”。

预制菜销售额增长
推动年夜饭变革

佛跳墙、盆菜、花胶鸡、传统
咕噜肉、桂花扎……一份份已经
包装好的预制菜礼盒被整齐地
码放在各大商超的货架上，等候
市民挑选。陈小姐表示，以往过
节都要在家中厨房忙碌一番，预
制菜的出现减轻了她的负担，更
让她的家人们能在不同时间段
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市场上售
卖的预制菜有传统广东菜式，基
本符合家人的口味，买回来简单
处理即可，十分方便。”

记者采访多家相关餐企获
悉，产销两旺是预制菜行业的普
遍情况，春节则进一步“催火”了
市场需求。近日，商务部公布了

“2022全国网上年货节”的销售
成绩。据商务大数据对重点电
商平台监测，本次“年货节”中，
半成品菜肴受追捧，预制菜销售
额同比增长45.9%。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年轻群体青睐用老字号推出的半
成品菜肴消解乡愁，装点年味。
京东生鲜年货节期间，预制菜品
类销量同比增长100%。预制菜
相关搜索词也以10天搜索频次

破百万的纪录，成为热词之一。

商超餐厅纷纷布局
年轻一族变身烹饪能手

预制菜市场有多大？盒马
鲜生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在
市场调研过程中发现，年轻消费
群体对预制菜的接受程度更高，
82%的 30-35岁受访者对“年菜
套餐”有一定认知，其中有 65%
的受访者愿意尝试购买预制年
菜，不少消费者认为有本地特色
菜品的年菜是过年期间餐桌上
不可或缺的。

除了本就已经逐步打通线上
渠道的零售商超平台外，一些广
州人熟知的老字号同样赶上了预
制菜订单火爆的浪潮。在各大电
商平台搜索“佛跳墙”，广州酒家、
陶陶居等老店的商品排名前列。

对于“无鸡不成宴”的广府人
而言，在新春期间必须准备与

“鸡”相关的菜品。广州酒家相关
负责人透露，“目前广州酒家预制
菜产品接近十几个品种，广式预
制菜肴如盐焗鸡、豉油鸡等菜品
受欢迎程度较高。其次，方便处
理的预制菜，如烧汁鸡扒、适合家
庭团聚的佛跳墙也卖得比较好。”

针对很多人都关注的营养
和保质问题，广州酒家方面给出
了解答：采购、工艺、车间管控、
品控监测等流程环节保证了预
制菜口味的标准化。预制菜在
粤菜厨师烹饪制成新鲜菜式后，
快速被送到-30℃急冻隧道，保
证了食材细胞活性，锁住产品的
新鲜风味。同时，急冻环境还能
最大限度抑制微生物的生长，保
证食品的营养安全。

这个寒假，广州市番禺执信
中学星执轮滑冰球队的训练节
奏并未因假期而放缓。训练馆
冰面上，全副武装的队员足下生
风，疾驰而过，冰刀溅起的白色
冰屑与快速移动的黑色冰球上
演着“速度与激情”。这支成立
于 2012 年的轮滑冰球队走过十
年，见证着冰雪运动项目的热度
升温，也见证着队员们在一个个
赛事上摘金夺银，成功追梦。去
年，广东省首个真冰运动馆在番
禺执信中学落地，队员们拥有了
更好的训练条件。

一代代学生来结缘

1月 27日下午，记者在广州
市番禺执信中学冰雪运动馆内，
观看了一次轮滑冰球队的常规
训练和对抗比赛。

压步变向、组接拼抢、快速
滑行……队员节奏紧凑，观众屏
气凝神。为维持冰面，室内温度
仅有 2℃，不少围观者都是羽绒
服加身，场内小将们只着单衣，
依旧热汗直冒。“在比赛时我们1
分钟就要替换一次队员，”一位
队员告诉记者，“冰球是种考验
爆发力的运动。”

这支队伍是混龄球队，既有
寒假回来加入训练的冰球专业
大学生，也有初学一年多的小学
生，他们的主教练张国龙是前国
家轮滑球队队员，曾为国出征、
同冰球强国竞技，战绩赫赫。当
他们一同从冰面划过，似乎也画
出广州冰雪运动十几年来在校
园蓬勃发展的图景。缘何冰球
运动吸引着一代代学生投身其
中？他们又如何同冰球结缘？

“85”后教练张国龙在广州
长大，中学读书时初次邂逅轮滑

球。当时训练条件颇有些简陋，
水泥地铺设的篮球场就是轮滑
训练场，由于缺少防护措施，摔
伤撞伤也是家常便饭。当年，冰
雪运动项目堪称冷门，一年下
来，比赛次数寥寥。尽管如此，
张国龙还是凭借着对轮滑冰球
的热爱进入哈尔滨体育学院。
尔后身披战袍出战世锦赛，继而
成为中国国家青年队主教练和
广州市男子冰球队主教练。他
见证了国家冰雪项目的进步，也
见证了广州轮滑冰球项目的蓬
勃发展。

张国龙的学生、如今就读于
哈尔滨体育学院冰球专业的庄
皓杰也是番禺执信中学的毕业
生。今年春节前他重返母校运
动馆，和学弟学妹们一起训练。
在他读中学的时候，虽然还没有
真冰运动馆，但户外场地已被打
造成专业轮滑训练场。他也凭
借实力，在15岁那年出征第十三
届全运会，成为广东省美洲狮轮
滑冰球队彼时年龄最小的选手。

要说星执轮滑冰球队的主
力们，还是一群小学生。他们年
纪不大，但好几位已有大型体育
赛事的经历。六年级的邱泽耀

已经学冰球五年半了，“我得过
广东省锦标赛冠军和其他很多
大大小小的荣誉，希望日后能越
打越好，打进国际赛事！我最喜
欢在冰面刹车时候磨冰的感觉！”
另一位小将、冰球队队长韩家俊
今年将代表广州市队参加省运
会，他认真地告诉记者：“我会为
广州争取好成绩，为学校争光！”

星执轮滑冰球队的大小队
员们正是广州许多冰雪少年的
缩影。如今，越来越多的孩子走
上冰场雪场，拥有自己独特而难
忘的“冰雪奇缘”。

冰球纳入常规体育课

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的冰
雪运动馆于 2021 年初正式投入
使用，拥有约 400 平方米的冰
面。现在孩子们不出校门，就能
在温暖的南国拥有冰天雪地的
真实触感。学校国际教育部主
任张洁告诉记者，一直以来，学
校都很重视学生的素质教育。
在冰雪运动馆落成前，学校已经
开设了攀岩、蹦床、高尔夫等运
动项目。运营管理这些项目投
入资金不菲，但之所以不遗余力

去做，正是因为学校认为这些活
动对孩子素质教育培养很有意
义，“他们接触得越多，思路就会
越广阔，我们想让他们觉得，学
校不但是一个学习的地方，更是
一个好玩的地方。”

如今，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
三年级，每一名番禺执信的学生
都能享受上冰的快乐。学校当前
开设有基础滑冰和冰球课程，其
中基础滑冰纳入校本课程体系，
成为常规体育课的一部分。每节
滑冰课大约有12至 15名学生参
加，两名专业教练指导，保障孩子
安全。觉得常规体育课“吃不
饱”、想进一步提升水平的孩子
们，学校还开设有假期密集训练，
从早上9点半到晚6点半集中训
练十来天，提升效果更好。

小学二年级学生苏玮童刚
接触冰球一年半，目前是星执轮
滑冰球队里年纪最小的一员，虽
然技术仍比较青涩，现在已经能
跟着队里哥哥姐姐的步伐，打得
有模有样。他的父亲欣慰地告
诉记者，苏玮童在这一年半的学
习中，进步飞快，混龄训练也让
他有参照、有对比，哥哥姐姐们
就是他追赶的目标。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杭莹报
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提到年味，我们第一时
间想到的就是此起彼伏的爆竹
声。近年来，虽然爆竹声渐渐离
我们而去，但春节前总是不可或
缺的那一道“猪头祭祖”，对我而
言就是年味到了。

在老家，过年的仪式从腊月
廿六就开始了，一直能持续到农
历三月三。记得小时候，一进腊
月，最要紧的事情不是别的，而
是挑选一个顶好的猪头。什么
样的猪头是顶好的呢？首先要
选面部皱纹呈“寿”字样的，以讨
吉利。古书《新年杂咏》记载：杭
俗，岁终礼神尚猪首，至年外犹
足充馔。也就是说在冬至前，选
择“寿”字猪头来祭祀，有长寿的
寓意。猪头也被叫做“寿头”
了。为了选上一个“高品质”猪
头，村子里在腊月后总时不时响
起凄厉的猪叫声。幼时虽然害
怕这样的叫声，但却对小伙伴三
五成群地追着猪叫声满村子跑，
再被忙碌的大人赶到一旁去这
样的游戏乐此不疲。

选好的猪头是每家每户除
夕当天祭祖的绝对C位。“猪头
祭祖”，旧时有“祭祖”之称，也
有“还福”之说。把猪头当作祭
奠祖先、供奉上天的供品，可追
溯到先秦，宋代的“仇池笔记”中
也记录了和猪头入馔有关的故
事，总之是可考甚多。用于祭祖
的猪头也不用多道工序，就单纯
把清理干净的猪头放在大锅里

蒸熟后呈出，脑门上贴一张红
纸，和贴了红纸的鱼、自家包好
的团子等等一起放在一张八仙
桌上，祭祖就开始了。

记忆里，祭祖时奶奶总是拿
着一炷香，半闭着眼睛，嘴里念念
有词着我听不懂的话。而我要做
的，就是在奶奶结束之后去磕几
个头。这时，奶奶会在旁边请祖
先保佑我听话些、学习成绩好
些。随着我上大学、工作后，念叨
着的话就“与时俱进”地变成了保
佑我在外一切平安、工作顺利。

祭祖仪式结束后，作祭祖用
的猪头就会变成一道美食啦。
每当这时，母亲会取猪耳朵、猪
舌等各部位的一部分放在案桌
上，其余的重新回锅加热，然后
捞出、放入冷水中浸透，去掉骨
头，再把净肉泡入大缸内用冷水
浸泡成白色，切成薄片。随后，
黄瓜切片、韭菜切段、姜蒜捣成
泥兑入老陈醋调制成姜蒜汤，把
这些和片好的猪头肉搅拌均匀，
就是一道十分鲜美的肉菜了。
即便是放凉了，也是一种奇妙的
口感，让人难以忘怀。

从热热闹闹的村子里搬到
邻里不熟的高楼里，再听不到那
从除夕下午就响个不停、扰得人
没办法好好睡觉的爆竹声，“拉
帮结派”的小伙伴们也四散远
去，年味似乎真的淡了很多。但
只要只有过年时才能出现的这
道祭祖猪头一直在延续着，一进
腊月，我还是像幼时一样对过年
翘首以盼。

新春佳节，全国人
民都沉醉在喜庆祥和的
节日氛围之中，“虎宝
宝”前来闹新春。在惠
州市第一妇幼保健院产
房里，陆续传来新生儿
嘹亮的哭声。

1 月 31 日 ，除 夕
夜。当天23时，正在医
院值班的柯嘉敏，接收
了待产孕妇钟女士。

“这是即将出生的小
宝宝发出的‘信号’。”柯嘉
敏医生认真为腹部阵痛的
钟女士做全面检查。

23 时 30 分，钟女士被送
进产房。“别紧张，我们将安全
为您助产！”“加油！来，鼻子深
吸一口气憋住，再使劲往下用
力！”“很好！非常棒！”产房内，

助产护士曾红燕耐心地指导产
妇用力，为她鼓劲、加油。

“哇，哇，哇……”2 月 1 日
00点 43分，清脆响亮的婴儿啼
哭声打破黑夜的寂静，惠州市
第一妇幼保健院迎来了“虎宝
宝”！经历了十月怀胎艰辛，漫
长辛苦的分娩历程，在产房医
务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钟女
士 平 安 顺 娩 一 男 宝 宝 ，体 重
2.45kg。

作为医院迎来的首个“虎
宝宝”，产房内顿时气氛喜庆，
助产护士边给“虎宝宝”称体
重、留脚印，边为钟女士及其家
属报喜。

看着刚刚出生的“虎宝宝”
柔软的小手指握成拳头，小脚
丫踢来踢去，升级为“宝妈”的
钟女士激动地对医护人员说：

“感谢你们的精心付出与打气，
才让我生下了健康的宝宝。希
望宝宝健康成长、平安喜乐。”

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曾
红燕深知作为母亲的不易，能
够见证新生，守护新生，让她十
分骄傲。“产妇的信任，新生宝
宝的可爱无不触动着我。”曾红
燕说，虽然在大年三十晚没法
陪伴孩子，但这份坚守能够浇
灌出生命之花，很值得。

春节假期，惠州各医疗机
构产房忙不停。据悉，截至2月
1日早上 8点，惠州市第一妇幼
保健院已迎来了 10名虎宝宝。
截至早上 10点，广东医科大学
附属惠州妇女儿童医院（惠州
市第二妇幼保健院）已分娩7名
虎宝宝，仍有 16 名待产妇正在
待产。

新新风尚

湾区餐桌

预制菜引爆团年饭市场
年轻人成消费主力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敏 马思泳

热闹的新春佳节总少不了美食的加持。虎
年春节，随着文明消费、绿色节约等消费理念渐
入人心，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使用公筷公
勺、培养良好就餐习惯等成为大湾区餐桌的新风
尚，虎年新春因此变得更富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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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2022年冬奥
会在盼望中临近。地
处岭南的广东学子虽
然无法在冰雪中撒野、
触摸到冰雪的温度，但
他们对冰雪运动的热
度却丝毫不减。不少
学校为满足学生对冰
雪运动的热爱，很早就
开辟了冰雪运动的场
所和课程，并且乘着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
动”和 2022 北京冬奥
会的“东风”，广东积
极响应国家“北冰南展
西扩东进”发展战略，
冰雪运动实现多元化
发展，成果显著。

近日，广东省教育
厅公布了2022年广东
省学生体育竞赛计划，
出现了不少冰雪运动
的身影。值此北京冬
奥会和新春佳节之际，
羊城晚报社推出冬奥
会特别报道——南方
的娃，一起助力冬奥
会。一起来感受学校
和学生助力冰雪运动
的热情。

（陈晓璇 何宁）

大年初一
“虎年宝宝”前来报到！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报
道：秋衣外套上毛衣、毛衣上再
套上一件毛背心、毛背心外再套
上一件棉衣，最后再套上雨衣、
戴上皮手套——1 月 31 日除夕
日上午7点30分，佛山市公安局
南海分局交警大队机动中队副
中队长杨舸“全副武装”走出家
门。他所在的机动中队，就是市
民们耳熟能详的交警“铁骑”队。

这是他从警 19 年以来，第
10次除夕值班了，“说实话，骑
着摩托行驶在大街小巷，说不
想家是假的。但是看着楼宇里
的万家灯火，我觉得值了。”

杨舸是除夕当天佛山市南
海区约 200 名执勤铁骑的其中
一员。2018 年，杨舸参与组建
了南海交警大队铁骑队，也是
佛山市首支交警铁骑队。日常
工作中，铁骑队员巡逻在南海
的大街小巷，处理各种应急警
务。杨舸表示，铁骑队的职责
不仅是在第一时间疏导交通、
打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更能
快速反应，“铁骑队的巡逻也会
让社会知晓，每时每刻都有警
务人员在维持社会治安，给老
百姓吃下一颗定心丸。”

除夕是春节放假的第一
天，却也是民警们最忙碌的时
候。1月31日上午9点，巡逻中

的杨舸便接到了出警任务。当
天，由于不少市民驾车至佛山
中南批发市场买菜，市场内车
辆过载造成栓塞，桂丹路上近
百米长龙一度堵到了谢边立
交。冒着冷雨，杨舸迅速带着7
位同事从各处巡逻地点飞奔而
至。“‘先锋’很快查明堵车原因
是市场内车辆过载，移动缓慢，
我们一方面让铁骑进市场疏导
交通，另派一队沿桂丹路维持秩
序，防止车辆加塞。同时，铁骑
在长龙尾部亮起警灯，提醒后来
车辆。”经过约2个小时的疏导，

“长龙”终于消失，市民顺利买菜
回家准备年夜饭，杨舸又继续开
始了他们的巡逻。

傍晚6点多，忙活了一天的
杨舸回到交警大队，后勤早已为
队员们准备了火锅食材。众人

立刻烧水下菜。因为是除夕，
杨舸和同事们的晚饭时间得以
从平时的 15 分钟延长到 30 分
钟。都是“除夕打工人”，以饮
料代替酒水，大家干杯，相互鼓
劲儿，饭吃得特别香。“其实队
里也没有明确规定吃饭时长，但
因为考虑到其他还没吃饭的兄
弟，大家都在半小时内吃完收拾
好，便又开始巡逻了。”

晚8点多，趁着巡逻休息间
隙 ，杨 舸 赶 紧 和 家 里 视 频 通
话。随后，杨舸继续开始了自己
的巡城之旅。

“晚上我们巡逻队员分两班
休息，每班睡 2个小时”，2月 1
日凌晨 2 点，万家灯火逐渐熄
灭，休息了2个小时的杨舸再次
出发行驶在南海的大街小巷中。

景区优惠或免费，公共文化场所免费……

过好“潮”味幸福年
汕头多个新春“大礼包”来袭

羊城晚报记者 蚁璐雅 实习生 祖颖

初一凌晨2点多，他带领铁骑队巡逻在佛山南海大街小巷

“说实话，不想家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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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翘首以盼的新年
是那道“猪头祭祖”

出 警
后 ，同 事
帮杨舸拍
了一张照
片

虎年来临，汕头大街小巷张
灯结彩、年味浓郁，街头巷尾的
功夫茶、琳琅满目的传统剪纸和
挥春、让人食指大动的潮菜馆、

“人气王”小公园骑楼区……浓
浓的“潮”味不仅让市民游客提
升了游玩趣味，也给一群选择留
汕就地过年的外地工友带来获
得感和幸福感。

春节期间，一份总价值超
600万元的、来自汕头市文旅局
的“2022 年新春文旅惠民大礼
包”已经“整装待发”，给留汕工
友带来一场文旅盛宴。据悉，该
礼包涵盖旅游惠民、文娱惠民、
非遗惠民、小公园开埠区核心街
区惠民等多类惠民活动。在新
年期间，除部分景区门票打折优
惠外，其他 3A级旅游景区均免
费对外开放，并且部分旅行社线
路及民宿将参加减免活动；不仅
全市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对外开
放（周一闭馆），而且部分网吧及
KTV 参与活动优惠；还在非遗
集聚区、小公园遗体验馆购买相
关产品可享受相应优惠等，提升
就地过年人员的归属感和幸福
感，丰富新春假期生活，让留汕
工友在这个假期玩得尽兴。

“虽然今年没有回老家四川
宜宾，但是公司组织的活动也很
有年味！”今年春节，来自汕头市
潮南区的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的员工古安伍决定留汕
过年，公司推出的一系列就地过
年举措，也让他和工友们感到十
分贴心。

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企业有一半员工都是省外来汕
务工人员，今年企业从薪资补
贴、人文关怀等多层面送福利：
春节值班三倍工资补贴、部分工
种带薪休假、开办年夜饭和文艺
晚会等，此外，装修一新的KTV、
健身房、书吧等也供员工在假期
使用。而这些暖心关怀举措正
是汕头许多企业的生动缩影。

不仅如此，记者还从汕头市
总工会了解到，在春节前夕，多
项慰问资金就已精准落实，深入
一线工作岗位——20万新业态
劳动者送温暖专项资金将被分
配至各区县总工会；启动 2022
年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对
目前在全国困难职工帮扶系统
中建档的50名困难职工按困难
程度分梯度发放生活补贴，总计
23.12万元。

广式预制菜深受市民欢迎 受访者提供

星执轮滑冰球队队员们有了更好的训练条件，也对未来冲击更高级别的赛事信心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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