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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

《市中新报》(前身《市中通讯》)自2007年创
刊以来，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基层、服务群
众”的办报宗旨，通过解读政策、推广典型、倡
树新风，逐渐成长为我区重要的宣传思想文化
阵地。

岁月流转，逝者如斯，今年新报迎来了10年
华诞。

10年来，在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区各级
各部门及广大读者关心支持下，《市中新报》作为
市中区委机关报，忠实记录并积极推动了美丽新
市中建设和改革发展，始终与区委区政府同发展
齐进步，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市中新报》始终
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坚持正确导向
的自觉性显著增强，舆论引导的有效性显著提
高，发挥了新闻战线的主流媒体作用。

回首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为纪念创刊 10 周
年，即日起本报将面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文，举办

“我与《市中新报》”有奖征文活动。如果您曾为
《市中新报》奋斗过，如果您曾为《市中新报》感
动过，如果您曾被《市中新报》影响过，或者您
与《市中新报》有过特殊的联系与情感，我们都
期待您惠寄稿件，讲述历史，抒发感想，表达期
望……

一、主办单位
区委宣传部

《市中新报》编辑部
二、协办单位
枣庄市第四十六中学
三、活动时间

即日起至6月30日
四、征文要求
1、征文内容主要以《市中新报》创刊以来，

叙述您与市中新报有哪些难忘的情缘；通过具体
事例，畅谈办报读报用报和为报纸撰稿的感想与
收获；《市中新报》对您的工作学习生活等带来了
哪些影响等。结合亲身经历，要见人见事，体现
真情实感。

2、征文体裁不限，诗歌除外，以千字左右为
宜。要求系个人原创，且力求真实、生动，记录
难忘记忆，表达真情实感。

3、来稿要求为电子文稿，发至 zzszxb@126.
com 或 zzszxbfk@126.com，注明作者姓名、单位、
联系电话、邮箱等详细信息。

4、参赛作品同意授权本报修改、删节和刊
登，文责自负。

五、奖项设置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文联、《市中新

报》编辑部联合组成评审组。从刊发在《市中新
报》的稿件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
干名。分别给予不同的现金奖励或精美奖品。

六、奖项公布
征文结束后将在《市中新报》上统一公布获

奖名单。如有疑问，请致电0632-3083220。解释
权归《市中新报》编辑部所有。

《市中新报》编辑部
2017年3月15日

关于开展“我与《市中新报》”有奖
征文活动的启事

 















































春是横亘冬和夏的一座桥梁
不似夏那般火热

也不像严冬那样冰冷
为了美好的明天

我们不会站在桥的一端徘徊
2017年中国春天两会
连接着创新和奋进

让亿万人感受到庄严的承诺
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让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把好用权“方向盘”
系好廉洁“安全带”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春是延展于冬和夏的坐标
以生命为周长

穿越时间的唯有双脚
因为这个原点一切都有了方向
向着美丽的中国梦疾步前行

众人耕耘播下雄心壮志
在中国大地上萌芽成长

代表美好代表生命代表丰收
是对生命本质的理解和尊重

是对祖国最为真挚和深沉的爱
在人生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就会赢得人生冠军的奖牌

您好，奋进中国的春天
政务诚信引导社会预期

以自身诚信促成社会诚信
“一带一路”让中国企业走出去

深深扎根于广袤的土地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打开通向未来的大门
让创业创新创富的潮流涌动

从诤言到行动
汇聚时代进步的力量

两会的握手有力
两会的声音高亢

两会精神深入人心
这就是奋进中国的春天

人民托起一幅绝美的中国画
(作者单位：枣庄供电公司）

奋进中国的春天
○张彬

《春光明媚》 侯建平 摄

□许双福

香椿，对于当下的人来说是在熟悉不过的树木，
香椿芽又是在平常不过的一道菜肴，香椿拌豆腐、香
椿炒鸡蛋等等。过去，想吃香椿得等到每年的五月
份，香椿树发芽，菜市场上才能见到，时下，在饭店
里，一年四季都能点到香椿的菜品，种植技术的发
展，大棚里反季节的香椿，温室里发出来的香椿芽，
香椿特有的香气，时时可以闻到尝到。

资料介绍：香椿又名香椿芽、香桩头、大红椿
树、椿天等，在有些地区也有叫春苗。根有二层皮，
又称椿白皮，原产于中国，分布于长江南北的广泛地
区，为楝科。落叶乔木，雌雄异株，叶呈偶数羽状复
叶，圆锥花序，两性花白色，果实是椭圆形蒴果，翅
状种子，种子可以繁殖。树体高大，除供椿芽食用
外，也是园林绿化的优选树种。古代称香椿为椿，称
臭椿为樗。中国人食用香椿久已成习，汉代就遍布大
江南北。椿芽营养丰富，并具有食疗作用，主治外感
风寒、风湿痹痛、胃痛、痢疾等。

我出生于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在老家内蒙古
赤峰的阿鲁科尔沁旗长到上小学时，被父母接到部队

上学，因父亲是军人，我的整个童年到青年都生长在
部队的大院里，虽然跟随父亲的工作调动，不知搬了
多少次家，去了很多的地方，因特定的环境，对外面
的世界以及乡村的事情知道的太少。到了上个世纪的
1979年底，我又从军去了西北边陲，所以说，有许
多事情和知识是离开部队进入社会才慢慢了解到的，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缺失，一种补课，在懵懂，在嘲
笑中不断成长。唯独香椿树，不需要补课，因我很早
就知晓，而且，还吃到了，后来，多少年没有再品尝
到，在我的心里却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每每想起，
令人垂涎三尺。

上个世纪的1976年5月份，父亲带我到许昌看望
在这里当兵的大哥，与大哥出去买东西，在街头的路
边见到了一位老农，篮子里放了几把树叶子，我俩很
是好奇，便问老大爷这是什么？大爷回答：“香椿”，
我们纳闷，树叶子还能吃？大爷告诉我们，不需要太
麻烦，洗一下，放点盐拌一下就能吃了。大哥给了大
爷二分钱买了一把。

人，往往就是这样，很多快乐一时的事情，可能
乐过之后就忘了，唯有苦记忆深刻，尤其是享受好的
生活时，会想起曾经那段艰苦的岁月。上个世纪的七

十年代，国家的贫困，经济的匮乏，吃香椿已是美
味了，又有几人舍得花二分钱买一小把树叶回来。
大哥到炊事班要了点盐，我们父子仨就这样第一次
品尝到了香椿，也许，就是这么一次邂逅，给我们
每个人留下了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光，对许昌的印象
更加深刻。

而今，每在香椿大量上市时，家里是香椿飘香，
天天有香椿的菜肴，在妻子看来，一定要抓紧时间享
用，吃新鲜的。不仅如此，她要储备许多，洗干净，
用盐腌起来，等到完全腌透了，用线串起来晒干装在
食品袋里。冬季里，吃面条，将晒干的香椿用开水一
烫，切成粒放到碗里，加上酱油醋、浇上熟油，吃面
的时候，舀上一小勺浇在面条上，再一搅拌，可谓，
香气绕梁，一道极其享受的美食。

岁月的远去，使我们懂得了许多，了解了许多，
体会了许多，一件滋心润骨的事情，却时不时地令人
触景生情。

苏醒的大地，春光明媚，一股沁香愈加的临近，
菜市场里将是香椿诱人，人们因香而寻，为香而欢。

（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文学爱好者）

一次邂逅香沉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