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三十到大年三十到：：幸福团幸福团圆年夜饭 怎能少了“佛跳墙”
佳肴佛跳墙 甄选高端海珍原料 百年经典传承 家人团圆佳品

1965 年和 1980 年分别
在广州南园和香港，以烹制佛
跳墙为主的福州菜引起轰动，
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佛跳墙热，
各地华侨开设的餐馆，多用自
称正宗的佛跳墙菜，招徕顾
客。

寻常百姓想要品一瓮佛
跳墙，自己在家捣腾显然很难
做得出来，而且即便做出来味
道还不一定对味。年关将近
之际，家人团圆或亲友聚会上
一份国宴佳肴，一定会让您的
团聚更加难忘，独立包装，吃

多少蒸多少，便捷又美味。
本次用的是专用礼盒包

装，轻奢低调，送礼也很有档
次，不仅是春节阖家团圆年夜
饭的压轴菜，同时也是招待亲
友非常体面的硬核菜，馈赠亲
友更显格外别致和用心。

扫码下单
免费送货上门

佛跳墙是福建福州的当地名菜，属闽菜系，兴于清朝道光年间，初名
“坛烧八宝、满坛香”，后易名“福寿全”，最后定名“佛跳墙”。作为满汉全席
的主菜之一，佛跳墙代表高难度中华料理的水平！佛跳墙品之味美甘醇、
齿颊留香，国内外不少名流政要吃过之后，对其念念不忘！

食用方法：充分解冻后，将料包直接
蒸煮20-25分钟，剪开袋子倒入罐中即可
食用。

甄选高端海珍食材 开罐飘香四邻

佛跳墙富含营养，乃进补
佳品。制作这道美食，工序十
分繁琐。一选食材，二看吊
汤。金贵的食材样样到位，繁
琐的制作工序道道不能落下，

佛跳墙的原料有老母鸡、番
鸭、上排骨、猪蹄、凤爪、牛腱
肉等十几种上等辅料熬制，食
材与时间的共同协作，选用鲍
鱼、海参、瑶柱、蹄筋、素翅、鱼

肚、花菇、海螺、杏鲍菇等精选
上等食材炖制而成，取海陆精
华于一身，荤香可口，营养丰
富。难怪有诗云：“坛启荤香
飘四邻，佛闻弃禅跳墙来。”

把“名菜”变成“民菜”扫码下单送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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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图书馆“静悄悄”的状态该如
何改变？缩短学生与图书的距离，是
不少学校采取的举措。记者探访中发
现，很多小学不再把新采购的图书放
上书架，而是漂流进各班，在学生手里
流传。还有学校在教学楼里设置了电
子借阅书柜箱，课间学生刷卡就能打
开书柜看书。

与图书馆合作，有效利用图书资
源也值得借鉴。凤翔实验学校与毗邻
的梁溪区图书馆民丰分馆的少儿馆开
展合作，学校与图书馆间架起了一道
长廊，学校的图书馆专职人员根据各
年级安排，定期引导低年级各班学生
到少儿馆借阅图书。“我们从学生入学
起就引导他们养成借阅图书的习惯，
也会引导他们阅读各方面的图书，拓
宽阅读面。”一位二年级的班主任这样
介绍。

不少专业人士对“盘活”校园图书

资源提出了建议。学校图书馆管理员
蒋莹认为，复本较多被密集收藏的旧
图书，完全可以通过捐给社区、乡村图
书室或者偏远地区等，让更多人获益。

随着校园智慧化程度越来越高，
完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手段让校园图
书馆让更多人受惠。有教师就提出目
前的科技水平能够实现人脸识别、电
子化借阅图书，部分图书资源较为丰
富的学校图书馆，在有余力的情况下
完全可进一步作为，面向家长甚至所
有市民开放。记者检索发现，此前有
媒体报道，去年3月杭州滨江区多所中
小学利用人脸识别技术，为家长提供
免费借阅服务。“我市目前还没有学校
图书馆向市民开放，不过这种做法值
得借鉴。利用科技手段扩大校园图书
馆的利用空间，提高公益性。”市教育
信息化管理中心负责人说。

（陈春贤 文/摄）

一年一度的寒假将至，锡城中小学里又要平静下来。在家长们的督促
下，许多同学又将开启一个“阅读季”，而相对寒暑里同学们的阅读热情，学
校图书馆（室）的利用率却实在不够理想。据江苏省教育厅日前对省内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利用学校设施的一项调查显示，有43%的学生表示从不去
图书馆（室），23%的孩子很少去图书馆，常常去图书馆的占比为9%，只有
6%总是去图书馆。

“静悄悄”的校园图书馆怎么添人气？
专业人士建议增加公益性，向所有市民开放

陆女士的女儿在市区一所学
校上四年级，她坦言女儿读的书几
乎都是自己买的，没怎么见孩子从
学校里借过书。“可能一学期就借
两三次吧，有时候借回来的书其实
自己家里也有。”陆女士说，女儿的
语文老师很注重培养学生阅读习
惯，每学期初都会列出一张书单，
她和许多家长大都是二话不说马
上就买。从一年级到现在，每年买
书至少要花费1000元。为什么不
愿意借学校的书呢？女儿告诉她：
学校图书馆里的大多数书都提不
起兴趣，还有就是老师开出来的书
单都看不过来，更别提再看其他的
书了。

记者也就此询问多个家庭，
“没时间”是同学们很少去图书馆、
借阅少的最主要因素。一位初中

学生家长感慨，现在学生的学业负
担太重了，挤占了孩子们自由支配
的时间。但记者也了解到，尽管说
起道理来大家都明白，但这些家长
并不愿意把上课外培训班、加练作
业的时间让出来给孩子阅读。

一位五年级学生说，他们下课
后的时间很少，中午吃完饭也不敢
随便出教室，更没时间去图书馆
了。每周轮到我们借书时，老师会
派出几个同学，帮助全班同学借
书，往往借来的书都不是自己喜欢
的。另有一位语文老师透露，因为
学生的图书借阅频率、借阅量等会
被纳入上级考核。所以学校图书
馆的开放借阅时间大多设在大课
间、中午，时间很短暂，便实行整班
借阅制，老师安排学生共读某本书
时，班里派代表去借过来就行了。

前不久，教育部编定了《2019
年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
目》，并部署开展全国中小学图书
馆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此举
是为优化校园图书馆的藏书结构，
提升图书馆的馆藏质量，但记者走
访中发现，无锡的校园图书馆面临
着新书上架有难度，大量旧书只藏
不用等问题。

凤翔实验学校图书馆藏书有
近10万册，按照要求每年新增的图
书数量需达到生均一册。该校一
名图书管理员介绍，购书经费是一
定的，此前有个标准是生均一册书
约20元。但这两年图书价格持续
上涨，学生人数也在增多，既要确

保不降低图书的质量，还需要达到
每年、每名学生增加一册书的要
求，太为难了。

学校图书馆里的旧书怎么处
理？增新剔旧有没有相应的制
度？在我市一所有 3000 多人的
小学里，一位图书管理人员介绍，
他们根据要求每学期新增一次图
书，不常借阅的书都被放入旧书
库密集收藏了。他一脸可惜地
说：“越来越多的旧书从书架上被
淘汰下来了，但这些书都是学校
的固定财产，不能随意处置，只能
放起来。我们学校办学时间长，
旧书越积越多就这么堆着，挺浪
费的。”

学生和家长：读书成任务，想读少时间

图书管理员：旧书无处安放，利用率低

专业人士：多种途径激活校园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