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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美味龙虾
本报记者 朱亚平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龙虾成为咸宁
人入夏必吃的美食。

餐桌上到处是红彤彤的，就连星级宾馆
也坐不住了，打出巨幅广告：雅座订餐送大
份小龙虾，麻辣、清蒸任选。

成品虾红亮干净，黄满肉肥，口感鲜嫩
甘美，从头到尾的弹牙雪肌，简直要把手指
吃进去。开吃后就停不下来，虾美汁浓，麻
辣鲜香，不一会儿，满桌满盘都是虾壳，食客
呼气打嗝都带着虾子香，直叫人大呼过瘾，
吃的就是那个味儿。

吃小龙虾风靡大街小巷，吃虾的场面蔚
为壮观，随便走进咸宁一家餐饮店，只要对
外提供午餐、晚餐的，一整排的桌上，都会摆
上一盘小龙虾，食客们低头大快朵颐。没有
小盘子，都是大盆大钵，油焖大虾、卤香虾、
口味虾、清蒸虾、蒜蓉虾、茶叶焗龙虾等等，
另外添加辅材制作。

吃小龙虾，要先学“七字真经”——吃虾
之趣尽在一抓、一吮、一拉、一剥、一嚼、一
戳、一咬之中。

吃小龙虾别在乎什么吃相，戴薄膜手套
多碍事，赶紧伸出手去抓。抓到手后，首先
要将汤汁尽吮下肚；再左手捏虾头，右手扯
虾尾，用力一拉，将多黄的虾头和多肉的虾
尾分离；然后，将虾头后部轻轻一揭，金灿
灿的虾黄就呈现出来，用嘴吸、用筷搛，别
提多好吃了；既然吃的是稻田清水虾，吃完
虾黄，鳃部也不可弃之，送入口中略加咀
嚼，汁液奇鲜无比；吃完虾头，开始吃虾肉，
剥去虾尾坚硬的外壳，用筷子从虾尾一戳，
出来的肉很完整，虾球蘸酱醋，别提多美
啦；吃完了虾身，最后攻克虾螯，食客们个
个铁齿铜牙，将虾螯咬裂，从裂缝里吸取虾
肉和汁液。

这个夏天，一盘小龙虾、一瓶冰啤酒，与
自己和解，与生活和解。文旅速览文旅速览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
讯员综合报道：6月26日，市
老年大学多功能厅热闹非凡，
以“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征程”
为主题的综合专场演出正在
开展。

活动包括合唱、声乐、太
极拳、武术、木兰拳、柔力球、
健身气功、舞蹈、诗词等多个
班级联合演出。综合专场共
展演20个节目，既有饱含深
情、振奋人心的嘹亮歌声，也
有刚柔并济、遒劲有力的武术、
太极拳、太极剑、五禽戏展示，
还有轻柔健美、大方舒展的木
兰扇、柔力球表演，更有诗词班
表演的古韵悠长、情感真挚的
情景剧《送元二使安西》。

精彩的表演为现场增添
了浓厚的气氛，演员们饱满
的精神状态也感染了在场观
众，赢得了热烈掌声和叫好
声一片。工作人员介绍，活动
不仅充分展示了市老年大学
的教学成果和学员们的艺术
风采，更体现了老年朋友积极
参与社会文化生活、追求精神
富足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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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黄柱、通讯员舒欣报道：7
月5日，由赤壁市蒲圻街道综合文化站组织
开展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3周年文艺
汇演”在蒲圻街道和尚岭社区举行。

演出在雄壮激昂的民乐合奏《十送红
军》中拉开序幕，舞蹈、旗袍秀、萨克斯二
重奏、朗诵、戏曲、情景剧等多个节目轮番
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文艺

演出。
舞蹈节目《再唱山歌给党听》《党旗迎风

飘扬》《绿色军衣》《花开中国》生动展现了党
的光辉历程和伟大精神，让观众深刻感受到
了党的历史和奋斗历程。情景剧《启航》《蒲
草吟》以及朗诵《月光下的中国》等节目更是
以独特的艺术形式，让观众深刻领悟到党的
伟大精神和时代价值。戏曲《军民鱼水情》、

萨克斯二重奏《中国大舞台》以及旗袍秀《最
美中国》等节目，为观众呈现了一场视觉与
听觉的双重盛宴。

本次活动让广大群众在欣赏精彩演出
的同时，深刻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下
一步，蒲圻街道综合文化站将持续开展丰富
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
获得感、幸福感。

赤壁市蒲圻街道

开展文艺汇演

映日荷花别样红
图/本报记者 张大乐 文/本报记者 陈希子

记者伴你游咸宁
赏荷系列②

本报讯 通讯员金玲报道：7月6日，
为提升员工礼仪素养，强化和谐职场氛围，
农发行咸宁市分行举办了一场员工礼仪培
训活动，全行70名青年员工积极参与。

培训特邀湖北科技学院教授授课，内
容围绕银行职场仪容仪表仪态、接待礼仪、
沟通技巧、服务礼仪等方面，进行深入浅出
地讲解和演示。同时，通过案例分析、角色
扮演等方式，将抽象的礼仪知识转化为具
体可感的实操技能。

员工们全神贯注地聆听，积极参与互
动，共同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礼仪的
魅力，领悟服务的真谛。大家纷纷表示，这
次培训不仅提升了自身的职业素养，也为
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导。

农发行咸宁市分行一直致力于提升服务
品质和客户满意度。礼仪是银行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银行展示专业形象、提升客户
满意度的重要手段。此次礼仪培训班的成功
举办，不仅提升了员工的服务意识和专业素

养，也为该行的服务品牌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该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培训旨在

帮助员工掌握实用的礼仪知识和服务技
能，做到“知礼、习礼、守礼、行礼”，提高客
户满意度，展现干部职工“重文明、重礼仪、
团结友善、热情服务”的良好形象。

展望未来，该行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
提升员工的服务水平，以更好地适应和满
足日益多元化的客户需求。始终坚持“以
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通过提供更加优
质、专业的金融服务，不断提升客户满意
度，并努力为广大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同时，该行也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推动
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农发行咸宁市分行

全力提升服务品质

本报讯 通讯员邓爽报道：近日，农发
行嘉鱼县支行成功发放农业小企业贷款
950万元，用于支持嘉鱼县南江水产有限
责任公司鱼苗、水质干净剂采购及其捕捞、
水质维护等相关费用，有效解决了企业临
时性资金短缺问题，为企业平稳发展提供
资金保障。

嘉鱼县南江水产有限责任公司主要从
事渔业水产养殖，主要销售收入来源水产
品销售货款。公司为进一步扩大水产品销
售数量，2023年收回三湖连江、黄沙湾等
渔场的养殖权，主要培育花鲢、白鲢等净水
鱼类，待鱼苗成熟后捕捞销售。

了解到公司融资需求后，嘉鱼县支

行第一时间组织客户经理上门营销对接，
充分宣传农发行信贷政策，提升办贷质
效，降低融资成本，为地方小微企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政策性金融

“活水”。
下一步，嘉鱼县支行将始终贯彻服务

“三农”的职责使命，继续帮助农业小微企
业解决用款难等核心问题，不断优化金融
服务，积极探索助力乡村振兴新方法、新路
子，持续书写服务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的新篇章。

农发行嘉鱼县支行

为小微企业“贷”来新活力

本报讯 通讯员文婉莹报道：近日，赤壁市
多次遭受暴雨侵袭，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
大，致灾风险高。农发行赤壁市支行积极响应赤壁
市委、市政府号召，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全方位
部署防汛抗灾工作，以实际行动展现社会担当。

以汛为令，争当防汛一线“急先锋”。
“农发行是第一个快速响应、集结到位的单

位，这样的工作效率值得肯定！”6月22日晚，接
到赤壁市防汛指挥部紧急通知后，该行在短时间
内临时组建起一支防汛工作队，在支部书记的带
领下第一时间赶赴黄龙防汛指挥部，得到指挥部
的高度赞赏。

入汛以来，该行高度重视此项工作，召开专
题会议落实防汛工作部署，实行领导带班和24
小时值班制度，建立汛情实时报告机制，分时段、
分批次开展不间断巡堤工作，时刻绷紧安全与防
汛这根弦，为人民群众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安
全屏障。

力排难关，争当科学抢险“攻坚手”。
“有险情，上沙袋，快围堵！”面对管涌险情，

该行吴伟、李俊霖等就地参与抢险会商，及时与
水利技术人员探讨抢险可行方案。为了封堵管
涌，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将砂石袋扛在肩上，深一

脚浅一脚地把砂石运到管涌点进行加固。
这时的他们已经顾不上肩膀布满瘀青，心中

只有筑牢人民生命安全防线的坚定信念，在不懈
努力下险情得到有效处置。

“党旗插在哪里，我们就奋斗在哪里。”在最
炎热的季节，他们有人往返于防汛抗灾与支行工
作的“两点一线”，有人连续多天不间断穿梭于巡
堤查险的一线，用坚毅、勇敢、责任、担当深刻诠
释了农发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履职尽责，争当为民服务“主力军”。
该行不仅在防汛大考中冲锋在前，尽锐出

战，全力展现了政策性银行担当，在服务地方经
济发展中也主动履职，攻坚克难，充分发挥了服
务乡村振兴主力军的作用。

今年以来，该行持续加大对地方经济发展的
信贷支持力度。截至目前，已审批项目贷款5个，
金额达11.4亿元；累计投放各项贷款9.38亿元；全
行贷款余额达75.52亿元，较年初净增7.83亿元。

农发行赤壁市支行

以汛为令，争当防汛一线“急先锋”

泉都金融

七月的西凉湖，一碧千里。湖畔边的乡村民宿里，黄澄
澄的南瓜堆满屋场，凉棚边几个水池里，鱼鱔、河虾等正在欢
快戏水。屋前的连片荷塘，粉嫩荷花与绿盘叶子挨挨紧紧，
迎风起舞，一幅碧水蓝天湖畔人家的美景图跃然眼前。

8日，来自武汉的严女士一下就被眼前的一片荷塘迷住
了。严女士趁着暑期，特意带着女儿来咸安赏荷花、摘莲蓬，
体验乡村采摘之乐。

西凉湖湖面宽阔，湖汊众多，九曲连环，枝蔓相扣，温婉
至极。湖中野生莲藕、芡实、蒿笋、菱角、莼菜及各种水草生
长繁茂。盛产多种淡水鱼类，同时也是野鸭、白鹭等水鸟的
栖息地。

为提升水质，西凉湖特邀中科院水生专家对西凉湖“把
脉”，制定专项治理思路，其中一项重要的治水手段就是利用
生态化修复，恢复湖泊自然岸线、滩涂和滨水植被群落；在湖
泊重要节点培育种植荷花等净水植物，大力发展野藕种植，
增强水体自净能力。

野藕作为挺水作物，除了有较强的储水功能外，还有显
著的水质净化能力。农业面源里面的富营养化的总磷和总
氮，通过它的根系吸收，能够自我净化，西凉湖围绕水清、岸
绿、荷香、民富的发展思路，打造集莲藕种植、生态观光、农业
体验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有效促进湖泊综合生态圈形成。

随着生态修复的进行，西凉湖恢复了原有的美丽。夏
日，荷花开了，菱角长出来了，微风轻拂水面，绸缎般的水面
温柔地舒展开来，泛着柔和灵动的光芒，美轮美奂，令人遐想
万千。采莲的姑娘，扣着青笠，摇着一叶轻舟穿行在荷叶间，
采撷熟透的莲子和菱角，微风将笑语欢歌吹落恬静的湖面，
不时惊起一片扑腾的水鸟。

眼下正值野藕种植的季节，在西凉湖白堪湖、伯良湖、斩
关村水域，相关人员正忙着栽植莲藕，已经完成了千余亩定
植移栽任务。

在西凉湖畔，投入5000万元的向阳湖斩关村湿地花海
惊艳游客，西湖琴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斩关村江赵湾区里正
投入2000万元建设美丽乡村，与湿地花海互为补充。乡村
旅游热了，村民尝试着从卖水产到卖生态转变，水产店、土特
产店、7家农家乐次第兴起。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在西凉湖
畔，大片大片的荷叶形成了另外一番美景。层层的叶子中
间，荷花羞涩地打着朵儿，又不禁让人联想到“小荷才露尖尖
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通讯员邓晖报
道：7月4日晚，通山县文旅局、市场监督管
理局、公安局开展联合执法，对该县部分违
规的歌舞娱乐场所进行突击检查。

此次联合执法检查，对娱乐场所是否存
在无证、无照经营情况，是否接纳未成年人，
是否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等情况进行重点
检查。对部分存在问题的场所提出了整改

意见，并责令场所负责人立即进行整改。
此次行动是多部门长效协作机制的体

现，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各职能部门将常态
化开展联合执法，以“我管”促“都管”，共同
为广大市民创造和谐、稳定、健康的文化娱
乐环境。

执法人员向广大市民和文旅市场经营
业主提醒，根据《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第四十

一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从事娱乐
场所经营活动的，由文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
取缔；公安部门在查处治安、刑事案件时，发
现擅自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应当依法
予以取缔。

俗话说：“立夏栽茄子，立秋吃茄子”，讲
的是节气食俗，也道出耕作和收获的关系。
菜市场上，新鲜的茄子上市。圆茄大头大脑
袋很是可爱，长茄则有一副好身段。

我觉得，茄子是中国最有喜感的蔬
菜。摘茄子的、卖茄子的、吃茄子的，所有
的人都在喊“茄子”，都长了一个菱角嘴，看
上去特别开心，很喜气。茄子带来的是好
心情。

辣椒去蒂去籽切成丝。油锅烧热，倒入
辣椒丝翻炒两下，辣椒的香味就出来了，赶
紧倒入茄丝一起翻炒，除了盐，什么都不用
放，炒熟装盘，美味的下饭菜——辣椒炒茄
子就成功了。

酱茄子是一道特别下饭的家常菜，主要
食材是鲜茄、曲面和精盐，其酿制秘诀，一是
食材要精，鲜茄老嫩适中，均匀周正，二是时
间要久，犹如一部经典，是时间的杰作。

做酱茄子时，将茄子切成滚刀块，将蒜
瓣拍好备用，茄块下锅煸炒片刻，加水，加入
生抽，大火烧开，再小火焖七八分钟，放入蒜
瓣，大火收汁，装盘。且不说茄子的味道有
多好，光汤汁拌起饭，都是美滋滋的。

除了酱茄子，茄子炒豆角、红烧茄子、油
炸茄子，味儿都不赖。尤其夏天，来一道凉
拌茄子。将茄子洗净，切成细丝，开水焯熟，
加上剁碎的青辣椒、蒜末，调上适量的盐醋，
用手反复地抓一抓，然后上桌开吃，味道绵
软可口，喝粥下饭皆宜。

选一些上好的茄子，让它和小麦面、黄
豆面做成的酱醅在瓷缸里相濡以沫，又会在
未来的日子里更多一份宁静和醇香。

茄子三吃
本报记者 陈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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