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书画家协会冠雅书院咸宁分院成立

文化养老托起幸福“夕阳红”
本报讯 记者杜培清报道：2024年12月29日，

湖北省书画家协会冠雅书院咸宁分院在咸宁梓山湖
生态养老院揭牌成立。当天，武汉、咸宁书画名家和
文艺界人士济济一堂，以书画为媒、用笔墨结缘，掀
开了文化养老的新篇章。

在当日揭牌仪式上，相关负责人一起为书画院
揭牌。揭牌仪式后，书画家们纷纷挥毫泼墨，笔走龙
蛇，现场创作字画、义务写春联，一起交流技艺和心
得，现场墨香四溢，氛围融洽而热烈。

“湖北省书画家协会冠雅书院是汇聚书画艺术
人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此次揭牌，将为更多的书画爱好者提供学习和交流
的机会，共同推动书画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现场负
责人表示，未来，咸宁分院将依托总会的资源和优
势，积极开展各类书画展览、笔会交流、艺术讲座、文
化与康养活动，通过举办培训班、工作室等形式，让
更多的艺术爱好者和广大老年人接触和了解书画艺
术，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为书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

咸宁梓山湖生态养老院是我市首家公建民营的
养老院，2017年开始运营。目前，该养老院已入住
了60余名老人。该院院长吴波说：“咸宁分院的成
立，搭建了一个‘文化养老，艺术康养’的平台，为
咸宁梓山湖生态养老院开启了一种独特而富有生
命力的养老新模式。同时，这样的平台也增进了
汉、咸两地书画艺术的交融，将进一步促进区域文化
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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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在咸宁

本报记者 朱亚平

冬季吃鸭子，可以去燥火，有滋阴补虚、促进消
化的功效。三杯鸭是一道看起来很“硬”，其实零厨
艺都能做成功的菜。

在寒冷的冬天，来一盘色泽红亮、皮滑肉嫩的三
杯鸭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实属是不错的选择。

咬上一口，皮香肉酥，那浓郁的酱汁味道在口中
爆开，鸭肉直接软烂到脱骨，味道诱人到连吃三碗米
饭，连盘底汤汁都不能放过。

三杯鸭做法简单，关键调料就三样：酱油、红糖、
白酒，真的是厨手小白的心头好。

首先将鸭子洗净控干水分备用，准备好所需材料，
酱油大半碗，白酒小半碗，半块红糖。热锅放入平时
炒菜用的油量，油热后转小火放入鸭子两面煎一下。
这样煎出的鸭子香而不腻，而且颜色也非常漂亮。

煎至表皮变色收紧后，倒入所有材料盖上锅盖，
改小火闷30至40分钟左右，切记要改小火。这期
间不需要加一滴水，水全程用小火。翻动1次，让不
同的部位都能均匀上色入味。半小时后，鸭子颜色
已经很漂亮了，之后每间隔5至10分钟，在鸭肉比
较多的部位扎一下，如果一扎就透证明已经熟了。

制作时，将鸭肉切成小块更入味，最后三分钟大
火收汁，真的很好吃，家里人还说没想到我做菜这么
有水平。

鸭子的大小不同可以根据自己的食材掌握时
间。捞起装盘稍稍放凉，切块摆盘，最后淋上煮鸭的
酱料即可。一道美味的三杯鸭就做好了。

周末用一道三杯鸭，犒劳全家老小，家里来客人
也可以做给客人，此方法也可以用来做鸡或者鸡腿，
味道都很棒。

杯
三

鸭

本报讯 通讯员周璇报道：日前，嘉鱼
县民政局联合该县心之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县桑榆情养老产业有限公司共同举办“新
年送祥瑞·温暖常相随”元旦晚会，为老人们
带来了一场欢乐与温暖交织的元旦盛宴。

晚会以一场别开生面的猜谜游戏精彩
开场，老人们或凝神思索，或笑语盈盈，现
场气氛热烈而和谐；写福字环节，会书法的
老人们现场挥毫泼墨，为大家书写了一副
副寓意吉祥的福字与对联；歌舞表演环节，
他们各展才艺，歌声悠扬动听，舞蹈动作轻
盈优美，表演既充满了传统韵味，又不失现
代气息，同时也表达出爱国、爱党情怀，赢
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此外，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老人们亲

手揉面、包馅，做出了一颗颗圆润的汤圆，
并现场下锅煮好。随着一锅锅热气腾腾的
汤圆出锅，现场弥漫着浓郁的香甜气息，仿
佛将整个养老驿站都包裹在了一片温馨与
幸福之中。老人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着自
己亲手制作的汤圆，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喜
悦的笑容。小小的汤圆，不仅让老人们体
验到了动手制作传统美食的乐趣，更让他
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与节日的温馨

老人们带着满满的祝福和欢乐，迎接
新的一年。该活动负责人表示，这场温暖
人心的活动，不仅为老人们带来了美好的
回忆，也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老年人的生
活，共同营造了一个敬老助老孝老、温暖
和谐的社会环境。

嘉鱼县养老驿站：为老人举办元旦晚会
本报讯 通讯员章梅玲报道：“感谢你们

联合水务，真心实意为民办实事，帮我们解决
了用水难题，今后再也不用为‘水压’问题困扰
了。”握着咸宁联合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博的双手，永安街道双龙社区居民代表夏康
顺、社区党委书记刘婷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2024年12月31日，咸宁联合水务收到
了一面印有“一心为民解难题，真情服务暖人
心”的锦旗，该锦旗由永安街道双龙社区双龙
山全体居民赠予，以此表达对咸宁联合水务
有限公司、咸宁联合市政工程有限公司积极
践行社会责任、一心为民服务的担当与情怀
表示由衷的感谢。

据悉，位于永安街道双龙社区双龙山的
居民楼大都是1990年前后的自建房，基础设
施陈旧且年久失修，各类设施老化。随着社
区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用水需求量逐
年增加，现有供水设施已无法满足居民日常
用水需求，实行“水改”迫在眉睫。

在接到居民们的“水改”诉求后，咸宁联
合水务有限公司领导高度重视，当即组织员
工前往现场勘察。由于该小区年代久，产权
复杂，地上楼房错落不一，道路狭窄弯曲，地
下各种管网交叉重叠，给管网改造增加不小
难度。

为切实解决民生难题，公司相关负责人
与社区及居民多次商议、修订和完善水改到
户设计方案，同时与上级主管部门保持密切
沟通，组织多方现场洽谈，将“民生”问题这一
头等大事摆在首要位置，聚焦群众“急难愁
盼”，共同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

面对施工条件繁杂、施工范围广等诸多
棘手难题，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迎难而上，
一边积极与城管、燃气、国防、路政等相关政
府部门协调沟通并及时取得相应的施工许
可，一边加快施工节奏。在施工阶段，公司以

“便民利民”为原则，提前告知居民储水，规范
设置围挡和警示标识，及时回填沟槽、覆盖翻
土，确保文明安全施工，将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降到最低。

历时一个多月，由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
司建设、咸宁联合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施工的
双龙社区“水改”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水改”
工程赢得居民的广泛赞誉。

一面锦旗，承载着一份认可、责任与鞭
策，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深感使命在肩，
今后将进一步提升供水服务水平，耕耘奋
进，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
众心坎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幸福水”
流进千家万户。

咸宁联合水务解决用水难题获赞

遗失声明
咸宁国家高新开发区趣玩社娱乐中心遗失娱乐经营许

可证副本，编号：121202160073，特声明作废。
华光联遗失残疾军人伤残证（因公五级），证号：鄂军

L037292，特声明作废。
咸宁市同创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遗失原法人私

章（ 杨 书 勇 印 ）一 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21202679777771H，特声明作废。

受委托，本公司定于2025年1月10日10:00时在赤壁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赤壁市河北大道391号）二楼会议室对赤壁市蒲
圻办事处赤壁一中初中部商住楼及书院街一中大门左右两栋共计
25处商铺三年租赁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的基本情况详见《拍卖文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法人、自然人

或其他组织均可参与竞买。
三、各商铺均以现状公开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公告日起至

拍卖日前一日自行到各商铺坐落地详细了解具体情况，本公司不
另行组织现场勘查。

四、各商铺的原租赁经营权人在同等竞价条件下享有优先购
买权。原租赁经营权人未按规定参与竞买的，视为自动放弃相关
权利。

五、有意竞买者应于2025年1月9日17:00时前交纳竞买保
证金（2万元/标的）（以到账时间为准），持交款凭证及有效身份证
明到赤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大厅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六、其他未尽事宜请详见《拍卖文件》。
七、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
（一）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赤壁市赤马港街道铜锣湾广场陈家湾路24栋2楼
2、联系人及电话：龚先生 19371188788 代先生 13971762280
（二）竞买保证金账户
开户单位：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市汉北支行
账 号：3202 0034 1920 0125 692

湖北朗轩拍卖有限公司
2025年1月3日

赤壁一中共计25处商铺三年租赁经营权拍卖公告（第二次）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赤壁黑茶制作技艺

悠悠茶香 续写传奇
本报记者 陈希子

冬日暖阳照，温泉腾沸波，风景优美、
气候宜人的咸宁，正是户外游玩的好时节。

1月1日，武汉游客樊盼盼来到咸宁，
她和朋友们组织了一场妙趣横生的野外之
旅。大家选择了咸宁的鸣水泉作为游玩地
点，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户外的体验
感十足。

“这里让我感觉心都静下来了，很喜欢
这种放空的状态。”今年读大四的樊盼盼正
在毕业旅行中，此前已经陆续去过襄阳、宜
昌等地，咸宁是她春节前旅行的最后一站。

背起行囊，踏上徒步之旅，探索大自然
之美；手持登山杖，勇攀潜山，感受“会当凌
绝顶”的胸襟；在城区青龙山公园中奔跑，
尽情体验速度带来的畅快淋漓；骑上自行
车，在公路上聆听风与自由的声音……

近年来，一大批户外游活动在我市迅
速兴起，徒步、登山、露天野炊等户外活动
持续升温，悄然出圈。

而“2024咸宁户外运动季”系列赛事
的火热开展，足球、轮滑和网球等各类赛事
的轮番上演，更是点燃了广大市民的运动
热情，也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咸宁的体育
文化，全民健身正激发城市新活力。

“咸宁这边网球运动氛围很好，而且我
们比赛完打算去泡温泉，运动+旅游嘛。”一
对来自仙桃的参赛者如是说。

每一场赛事都将是一次视觉盛宴和技
术较量的完美结合，无论你是哪种运动的
忠实粉丝，或是仅仅想要感受一下现场的
氛围，相信都不会让你失望。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我市年轻人
圈子里又出现了一个热词——“City-Wa
lk”，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就是指在城市漫
步，这是一项舒缓轻松的户外活动。

“别光顾着拍照，掉队啦！”近日，在咸
宁职业技术学院，一群穿着时尚的年轻人
正沿着笔直的道路行走。

漫步参与者王海彤告诉记者，这是一
种城市微旅游方式，他们有计划地行走在
城区的某条路线上，放慢身心和脚步，欣赏
咸宁的美景，用脚步丈量城市，一般一次出
行会行走超过3公里。

“城市漫步的本质是一群年轻人寻求
精神寄托的方式，疏解自己在工作和学习
中紧绷的情绪和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是一
种轻运动的好方式。”27岁的王海彤说，自
己一直很想参加此类户外活动，但因为不
太熟悉具体流程，一直没有参与，后来看到
朋友圈里一些同龄人在自发组织，她便开
始加入到这项运动中。

这些秉持“漫步观”的年轻人，用脚步
感受城市的温度，感受城市的独特魅力，不在
乎目的地是哪里，摆脱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以

“随机感”发掘生活的魅力，寻找运动的快乐。
如今，市民们惬意的运动健身场景，在

我市各个公园、广场、社区处处可见。在篮
球场上，有人满场飞奔，大汗淋漓；乒乓球
台前，有人挥拍锻炼，大显身手；淦河亲水
步道上，也有人闲庭信步，格外惬意……每
逢早晨或者傍晚，我市各处口袋公园、广场
总是一派热闹景象，运动氛围十分浓厚。

户外游释放新“活力”
本报记者 陈希子

“煮一壶醇厚青茶，品千年三国故
事”，2014年，赤壁市黑茶（赵李桥砖茶）
制作技艺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22年，赤壁的
赵李桥砖茶制作技艺与国内43项传统制
茶技艺及相关习俗一起，被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进一步提升了赤壁青砖茶的社会
影响力和品牌力。

1月1日元旦佳节，游客们漫步在赤壁
羊楼洞古镇，青石板铺就的古街小巷，清香
悠远的青砖茶香，仿佛都在诉说着“茶道万
里，香飘千年”的故事。

湖北省赵李桥茶厂有限责任公司紧
压茶研究所负责人陈军海，是赵李桥砖

茶制作技艺第五代代表性传承人，他在
茶厂里出生，闻着茶香长大，对砖茶有着
独特的感情。

非遗要代代守护，薪火相传，又要
守正创新、与时俱进。陈军海介绍，赵
李桥茶厂也正是秉持这种原则，在传承
中根据现代化需求进行创新创造，及时
引入机械臂、智能机械系统等辅助非遗
技艺，以此提高制作效率、提升产品效
益，利用现代化技术不断创新优化制
作过程，使“非遗”在科技发展中不断
走向新生，在创新中不断保留血脉，重
塑根骨。

“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非遗青
砖茶、米砖茶的文化魅力。”在开展研发工
作的同时，陈军海及其团队每年向社会普
及非遗砖茶制作技艺知识，累计在中小学
和大专院校、传承馆传艺2000多人次，同
时着力培养更多的代表性传承人。

据悉，赵李桥砖茶制作源于唐、兴于

宋、盛于明，至清中期，以赤壁羊楼洞（今
属赵李桥镇）晋商为代表的砖茶制作技
艺已臻完善，自成一家，享誉中外。羊楼
洞砖茶远销蒙古、新疆、俄罗斯西伯利亚
及欧洲等地，是中俄万里茶道源头，还是
近代我国重要的茶叶原料供应和加工集
散中心，影响了汉口和九江两大茶市的
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羊楼洞砖茶中，青砖茶
是黑茶制作技艺的代表。青砖茶外形多为
长方砖形，色泽青褐，香气纯正，滋味醇和，
汤色橙红，叶底暗褐，是由原来的帽盒茶演
变而来，它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

宋朝时，制茶者多用米浆将茶叶粘
合成饼状，目的是为了降低运费，减少损
耗，便于长途运输。明朝时，采用先将茶
叶拣筛干净，再经蒸汽加热，然后用脚踩
制成圆柱形状的帽盒茶。到清朝中后期
咸丰末年（公元1861年），真正意义上的
青砖茶开始出现。

为了营造浓厚的青砖茶文化宣传氛
围，赤壁市组织团队对赤壁青砖茶文化
进行了系统梳理，先后出版了《品味青砖
茶》《茶藏天下》等赤壁青砖茶历史书籍
文献，出品了《我和赤壁青砖茶的故事》
《茶叶标准》《青砖茶的前世今生》《做大
做强赤壁青砖茶》等宣传作品。

最让赤壁人津津乐道的是“羊来茶
往”的佳话，赤壁青砖茶被当作国礼相
送。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蒙古国向
中国捐赠3万只羊，湖北向蒙古国回礼中
的3万块青砖茶产自赤壁。

连续举办青砖茶产业发展大会，组
织茶企参加国内外茶文化交流活动，邀
请文化名人前来采风写生，推出茶文化
主题旅游产品……如今，在各方力量的
加持下，赤壁青砖茶文化声名远播，即使
是寻常日子，前来探寻茶源、体验茶文化
的游客也络绎不绝。古老的青砖茶，正
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

记者带你看非遗

在家门口传承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