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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文化传真

一周文化热点热点

继博物馆热、汉服热等之后，
“老祖宗严选”也逐渐成为年轻人
餐饮消费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
对非遗美食、传统文化体验式餐
饮的追捧。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
年轻人消费观念的多元转型，既
包含文化认同的深化，也融合了
社交、体验、性价比等多重需求。

非遗美食因其历史底蕴和
技艺传承，被年轻人视为“老祖
宗严选”的象征。例如，北京的
全聚德烤鸭、朝鲜族石锅拌饭等
非遗项目，通过标准化和连锁化
经营，既保留传统风味，又降低
消费门槛，成为“飞入寻常百姓
家”的文化符号。

国潮文化的流行也让非遗
美食与现代消费场景结合。例
如，故宫坤宁宫的宫廷下午茶、
前门的汉文化主题餐厅，通过换
装、礼仪体验等形式，将饮食与
历史场景结合，满足年轻人对传
统文化的沉浸式体验需求。

一些敏锐的地方政府已经
在围绕这一现象做文章。例如
北京等地出台非遗保护条例，并
通过“中轴线美食地图”等项目

推广非遗餐饮，推动老字号焕发
新活力。全聚德前门店在春节
期间客流量增长 5 倍，非遗标签
成为其核心竞争力。

老祖宗严选的逐渐火爆，也
折射出年轻人不仅追求美食本
身，更重视用餐的仪式感和社交
分享价值。年轻人逐渐摒弃盲
目追求品牌，转向更具文化内涵
和情感价值的消费。非遗美食
的“故事性”与“传承感”契合了
这一需求。例如，汉文化主题餐
厅提供古装造型、传统礼仪服
务，让顾客“穿越”到古代宴会场
景，用餐过程成为社交媒体上的

“打卡素材”。
“老祖宗严选”的兴起，本质

是年轻一代在消费中寻求文化
归属感、情感价值与实用性的平
衡。这一趋势不仅推动了非遗
美食的创新传承，也促使餐饮行
业从单一“味觉竞争”转向“文
化+体验”的多维竞争。未来，如
何避免非遗沦为营销噱头、真正
实现技艺与商业的良性互动，将
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年轻人盯上了老祖宗“严选”风味
旧闻：

1930年2月 1日，农历正月初三，很
多人还没从节日的喜庆氛围走出来，比
如孔城商团的大多数团丁。在酒桌和牌
桌上沉迷的他们，哪里知道，一直有人在
紧紧盯着他们……

此地所谓商团，组成成员并不是
商人，大家可以将他们理解为商人提
供服务的雇佣军。众所周知，当时的
中国，完全没法谈“营商环境”四个
字，类似的私人武装就有了生存的土
壤。当时的孔城镇作为长江与巢湖货
物集散地，商贸繁荣，有一支40多人组
成的商会武装，即孔城商团，很正常。
众所周知，旧社会“有枪就是爷”，国民
党官方的军队尚有许多兵痞，这种私
人武装就更别说了，欺压百姓的事情，
他们可没少干。

孔城商团的驻地位于老街的东岳
庙。对于东岳庙，很多朋友会感到陌
生，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
广泛存在于中国各地。为什么呢？自
然是因为庙中供奉的东岳大帝，在官
方祀典以及民间信仰中的重要地位。
东岳大帝，又称天齐仁圣大帝和泰山
神，在民间信仰中长期被视为冥司之
主，掌管生死。

奈何民国乱世，这冥司之主驻孔
城镇的“办事处”愣是被商团改造成了
军火库，大殿里的判官像前戳了几十
杆汉阳造，展示冥界恐怖场景的壁画
下堆满了子弹箱……

回到本文开头。谁在盯着商团？
谁大过年的也不休息，在加班加点盯
着商团呢？他们是中共桐城党组织的
章逐明、陈雪吾、张顺卿等同志，早在
数日前就抵达距离东岳庙不过数百米
远的方家仓。

他们为什么到孔城？又是为什么要
盯着商团呢？中共桐城党组织为贯彻执
行上级党组织关于准备发动武装暴动的

指示，决定筹建武装，组织农暴运动，实
行工农武装割据。为此，筹集武器弹药
便成为当时的迫切任务。而夺取孔城商
团枪支，武装自己，就成为桐城党组织开
展武装斗争的第一步。

到了1日下午，最后的战前动员已
经做过，对于“十六个赤手空拳的同
志，如何拿下武装到牙齿的商团”这件
事，我方 16 名参与行动的同志已经了
然于胸，只待负责打探消息的程光华
带来好消息。

是夜十时许，在东岳庙外已经蹲守
了好几天的程光华，终于等到了大批团
丁集体外出的一刻。当他看到跟踪他
们晃着子弹袋钻进新生茶社时——他
们自然不是去喝茶聊天，而是摇单双，
即赌钱，听到下单下双的吆喝声响起
时，程光华知道时机到了，便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跑回方家仓，向大家报告了
这个重要信息。

随即陈雪吾、张顺卿率领同志们兵
分两路悄悄摸到东岳庙，先出其不意
地缴下哨兵枪支，然后一齐冲进商团
内。当同志们踹开“宿舍”大门时，留
守团丁根本无法组织起有效反抗：身
手好的，光着脚就跳窗逃跑了，反应慢
的就只能跪地求饶了。

唯有其中一小头目李镇中，不愧是
赌场常客，临死前还要赌把大的。他抄
起手枪就要“梭哈”，结果被张顺卿用刚
缴获的汉阳造教做人——他也成了此次
行动中唯一一个被击毙的团丁。

至于我方，则 16 人毫发未伤。同
志们当晚便将夺得的枪支弹药送到张
顺卿家收藏。这批枪支弹药，后被转
运至欧家岭，为土地革命时期桐城境

内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欧家
岭暴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等在新生茶社赌红眼的团丁们听
到枪声跑回东岳庙时，在现场看到的，
只有十六个空枪架和已经被吓得说不
清楚情况的同事。在那些惊慌失措的
人眼中，庙里那尊东岳大帝的塑像，表
情似乎也在变得微妙……

寻踪：

如今的孔城老街七甲（地段）末梢有
一排老房子，上面挂着标牌——新生园
茶社。正是故事里的新生园茶社。

这排老房子，八间，前四间，后四
间。门朝正大街，正面的部分全是可自
由上下的门板，灰黑色。二楼朝正大街
方向有一尺左右的扶栏——美人靠伸
出，用来倚靠欣赏街景。那些美人靠，仿
佛在告诉来人，老房子过去确是茶社。

在茶社还是茶社的时候，楼上是
所谓雅座，接待的大都是商人，他们谈
生意需要清静的环境；楼下则终日嘈
杂异常——厅堂里摆放有七八张颜色
很暗的笨重四方桌，每个桌子旁摆放
有四张长条板凳，可以坐多人，每个桌
子上摆放有一个青花瓷大茶壶，茶色
很浓，味道很酽。

“新生园茶社相当坚固。老街房屋
绝大多数都被整修过，而唯独这几间老
屋除外。它原汁原味，保持着老街房屋
原始风貌。”孔城镇建设文化中心副主
任何洪波介绍，民国时期，新生园茶社
附近就是孔城河码头，地理位置优越，
生意兴隆。当时的茶楼不仅是喝茶休
息的场所，还是休闲娱乐场所，进新生
园茶社的人除了喝茶、聊天，还会玩纸
牌、摇单双、听说书等。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吴春富

方家仓暗伏夺枪计 东岳庙骤响革命雷

本报讯 近年来，宜秀区五
横乡曰公社区充分发挥阅读圈
作为思想文化主阵地的重要作
用，将阅读圈与红色教育、文明
实践、技能提升相结合，不断丰
富群众“精神粮仓”。

“阅读圈+基层党建”，打造
思想“加油站”。曰公社区把阅读
圈阵地建在基层党员群众身边，
推动阅读圈变身红色教育基地。
将阅读圈建设与“主题党日”等
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带
头开展理论宣讲、经典诵读、党
史学习教育等，不断增强党员干
部“领头雁”的责任意识和能力。
让支部带党员、党员带群众，开
展经典阅读、文化交流等活动，
引导广大党员群众在红色教育
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阅读圈+文明实践”，打造
文化“充电站”。曰公社区以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为阵地，广泛开展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阅读圈
建设成为宣传党的理论政a策、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升精神文
化素养、弘扬文明乡风的文化阵
地。近年来，曰公社区组织开展
读书朗诵、书香阅读、征文等形
式多样、主题多元的文化活动，
让广大群众接受传统文化滋养，
让15分钟阅读圈成为村民的“充
电站”。

“阅读圈+技能提升”，按下
发展“加速键”。曰公社区紧紧围
绕农村发展实际，把15分钟阅读
圈打造成提升技能的阵地。阅读
圈配置了农业科技书籍，方便农
户查询相关农业知识。让“土专
家”、乡村“能人”和村民围坐在
一起学习、研讨，碰撞出智慧的
火花，激发干事创业热情，为促
进乡村发展按下“加速键”。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
讯员 施田田）

阅读圈“小阵地”

丰富群众“大粮仓”

本报讯 3月以来，桐城市
大关镇聚焦拆违拆旧、环境整
治、长效管护三大重点任务，通
过党建引领、示范带动、全民参
与等举措，深入推进“宜居桐城”
行动，合力推动人居环境从“局
部美”向“全域美”跃升，打造宜
居新样板。

大关镇通过打造示范点、串
联精品线、辐射全域面，推动人
居环境从“盆景”向“风景”转变。
15个村各选取5处作为示范点，
因地制宜探索整治模式，百岭村
高摆组创新“党支部+议事组”

“党员+乡贤”机制，村民们自发
筹集资金，积极参与劳动，不仅
清理了垃圾、修缮了村道，还建
设了文化广场，更巧妙地将废
旧农具改造成农耕文化景观，
增添了乡村的文化韵味；何畈
村转化“高摆经验”，推出“江圩
模式”，引导村民自主整治房前
屋后。聚焦 206 国道、008 县道
等四条主干道沿线，整合资源
推进硬化、绿化、亮化、污水治
理等工程。该镇还将人居环境
整治与发展乡村旅游结合起
来，巧用资源打造“村落景区”，
金山村莲花塘组将废弃池塘改
造为生态景观，形成“翠竹环抱、

碧波荡漾”的田园风光；歧岭村
村民自筹 3.6 万元改造河道桥，
为发展乡村旅游铺路。

在人居环境整治中，大关镇
还注重激发群众的内生动力，通
过积分激励、文明评议、文化浸
润等方式，推动人居环境从“政
府主导”向“群众主体、全民共
建”转型。全镇15个村推行“一户
一档”积分管理，将庭院清洁、垃
圾分类等纳入积分考评，村民凭
积分兑换生活用品。同时，通过
举办“桐城歌进校园”等活动，艺
术化宣讲人居环境整治新实践，
引导群众移风易俗、践行文明风
尚。此外，建立镇级户厕管护服务
站，实现厕所维修、清掏“一站式”
服务；推行“门前三包”责任制，签
订责任书全覆盖；常态化开展“清
杂清乱”行动，2024年全镇清理
农村生活垃圾5900余吨，新建卫
生户厕550个，确保脏乱差问题

“改到位、管到位、不反弹”。
随着“宜居桐城”行动深入

乡村，如今的大关镇，青山绿水
间道路宽阔、庭院精致、乡风淳
朴，一幅“生态宜居、和美安乐”
的乡村画卷正徐徐展开。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方丽娟）

打造幸福宜居新家园

新生园茶社今貌。 通讯员 蒋大为 摄

桐城市区有一个名叫清风市的市
场。市场内有一个丫丫工作室，在那
里，一根在多数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麻
绳，经巧手点化，便幻化成艺术珍品，
编织出气象万千的斑斓世界。工作室的
主人，就是“丫丫”——王丫丫。

下岗女工的逆袭之路

3月21日，当记者走进丫丫工作室
时，王丫丫正俯身在工作台上忙碌。
她鼻梁上的银丝眼镜随着穿针动作微
微颤动，台灯的光圈斜斜掠过她手中
的翡翠平安扣，在交织的红绳间折射
出温润光华。

她就这样一边忙活着手里的活，一
边讲述她与绳艺结缘的过往。

2001 年下岗后，她便开始自己创
业，曾尝试卖过食品，结果发现卖东西
不适合自己，于是她北上合肥，又南下
杭州，北上南下发现大城市里手工制作
饰品正在兴起，加上自己从小便爱摆弄
小珠子，从此便走上了绳艺这个行当。

说起学徒的日子，她说那是艰苦而
难忘的，无数大大小小、颜色各异的珠
子把眼睛都看花了。系钢丝绳时，要用

力拽，于是手指上时常勒了一道道印
痕；系丝线绳接口处要用火烧一下，再
用手捏，很不好受，有时火烧丝绳滴下
的东西烫得手直甩。

她说，如果没有兴趣，可能一天也
坚持不下来。无论酷暑还是寒冬，都在
不断练习，创新，提高。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代社会的需求，
王丫丫开始钻研文化产业及市场流行趋
势，并创新性地为珠宝玉石及文玩配饰

“导入”融合设计理念，开发出了众多
深受市场好评的结绳文创产品。

凡是走进丫丫工作室的顾客，她都
会笑颜相迎，然后根据顾客长相、身
材、气质来帮助挑选合格的饰品。有些
顾客还要求王丫丫为自己设计心仪的绳
结，她也会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

据王丫丫回忆，有位男士拿了一
块玉来，原先这块玉配了两个珠子，
不好看。她看了看说，这块玉的档次
很高加上珠子反而起反作用，不如用
红丝绳给你系个造型，既简单又有档
次。这位男士看了做好的造型，十分
满意地走了。

在王丫丫看来，每一个精美的绳编
工艺品，都有着它特殊的寓意。每一件

都应该能感受到她编织过程中的用心。

古法新韵的文化“摆渡人”

丫丫工作室不大，但拾掇得非常素
净、清雅、整洁。有收来的老物件，还
有不少玉器、朱砂、像章、钱币等。

王丫丫说她爱玉，甚至到了痴迷地
步。她常说自己是个宣传员，想把桐城
特色的玉雕工艺之美妙介绍给市民和外
地的游客，让玉的温润盈泽走进更多人
的心灵，让它成为打上桐城文化标签的
纪念品。所以，王丫丫的作品，把传统
结绳技艺与现代元素相融合，在创作中
同玉石、珠宝联合，相得益彰，生动而
灵秀，典雅而现代。

在王丫丫眼里，编织绳结用的不光
是手，还要倾注心与情。她最喜欢泡一
壶小花茶，安安静静地坐在工作室里设
计新款，然后在脑海里勾勒想要呈现的
图案。当虚拟作品转变成实物绽放在掌
心时，那份无名的喜悦与满足是无以言
表的。王丫丫也经常把自己编织的作品
送给亲戚朋友。

今年，已是她退休的第七个年头，
由于长期低头编织，她的颈椎、眼睛都

有点力不从心了，不过，她依然在坚
守。近些年，王丫丫还玩起了抖音，她
倒不是想通过直播来推销自己的作品，
而是想通过抖音来记录自己编绳的过
程，传播绳艺文化和玉文化。

延伸阅读：

中国绳艺的历史，源远流长，源头
可以追溯到文字发明以前的绳结记事。

《周易·系辞·上》 曰 ：“上古结绳而
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九家易》
也提到：“古者无文字，其为誓约之
事，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结
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在中
国古典服饰中，以绳编织的“带”与

“结”，更以其飘逸和优美的视觉感，成
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南朝梁武帝有
诗描绘：“腰间双绮带，梦为同心结。”
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仕女的腰带
上就有单翼的简易蝴蝶结作为实用的装
饰物。此后，在宫廷手艺与民间手艺不
断融合的过程中，绳结的艺术形式愈加
丰富，旗袍盘扣、耳环、挂饰、手链
等，流传至今。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汪向军

经 纬 之 间 见 匠 心
——绳艺师王丫丫的文化坚守

近日，怀宁县江镇镇的油菜花相继
迎来盛花期。

近年来，江镇镇积极探索“农业+
旅游”的深度融合模式，鼓励农户扩大
油菜种植面积。如今，油菜种植不仅成
为当地重要的农业产业，花期时更摇
身一变成为乡村旅游的一大亮点。今
年该镇油菜种植面积达 17000 余亩，可
为农户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这片金
黄的花海也成为乡村发展的“金色引
擎”，助力农民增收。

通讯员 方川 摄

油菜花开春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