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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利昌种植专业合作社拟在
登报 45日后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登报
之日起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与该合作社
联系，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利昌种植专业合作社
2018年8月13日

注销公告

暑期照例火热开启，同样火热的还有
暑期电影档。在大银幕上打卡神游，不如
挖掘其幕后的蛛丝马迹开启实地之旅。
这就出发吧！

《邪不压正》@西安古城墙

剧情概括：北洋年间，北京以北，青年
侠士李天然身负血海深仇，在美国秘密训
练多年后回到北平，在这座国际间谍之
城，各方势力相继登场，神秘人物各怀心

思，古城即将迎来腥风血雨的一幕。姜文
导演的“民国三部曲”终章《邪不压正》终
于上映。

西安古城楼见证了古往今来、王朝更
迭，正是其结构之多样和精巧吸引着《邪
不压正》剧组前往取景，影片中的日军戏
份就多摄于古城墙中的瓮城内。若是想
跟随剧组的脚步一睹瓮城的风采，走进古
城墙，穿过阙楼，走到箭楼与正楼之间，这
就到了，会令人不由得想起“瓮中捉鳖”这
番意境。

再往里走，观察仔细些就能发现城墙
内壁的砖石结构，上有吐水嘴，下有滴水
石，散进阴沟流走，保护着城墙的稳固。
流水槽的修建让人不由得赞叹古人的智
慧。最显眼的建筑当数角楼了。凭楼远
眺，视野开阔，恰如一个观察敌情的角色，
也许下一秒就要配合两侧的敌楼和正面的
守军一起阻止攻城之敌。历史早已过去，
痕迹却依旧保留，古城墙上的一石一楼一
缺口，让历史与现代融合于市井之间。

城墙、鼓楼，没有什么比吃上西安当
地的小吃更能让人记住这个城市的味道
了。《舌尖上的中国》让西安美食鲜活于荧
屏上，来到西安，无穷的美味在等待着
你。清晨要唤醒味觉，就去回民街喝一碗
牛肉丸胡辣汤，外带一份牙烧饼，或是吃
上几块甑糕，再加一碗蒸豆花，能量迅速
充满全身，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大街小
巷都有肉夹馍、粉丝汤、秦镇大米皮，顾客
享受的神情让你无法拒绝。要是吃秦镇
大米皮，记得一定要放一勺油泼辣子。对
于面食爱好者，油泼扯面也是不二的选
择。不小心吃多了，就来一碗酸梅汤，清
凉入心，散去一天的疲惫。

《西虹柿首富》@厦门

剧情概括：混迹于丙级业余足球队的
守门员王多鱼，因比赛失利被开除离队，
却意外获得大笔财富，由此引发一系列令
人哭笑不得的事件。

来到厦门一定不想错过鼓浪屿，择一
日上岛或在岛上入住民宿都是不错的体
验。浪花拍打着礁石，声似擂鼓，这是鼓
浪屿发出的独特声音，屹立在东南端的郑
成功像诉说着闽台之间的古与今，而马
约翰体育场则是早期中国足球起步和发
展的最好见证。每每站在鼓浪屿的土地
上，音乐总是绕不开的华章。行走于街道
间或在路边座椅小憩，便时常能听见有人
在弹奏钢琴。再去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参
观，就会明白鼓浪屿的“琴岛”称号从何而
来了。

浪漫的厦门也有着众多可探寻之处，
如文艺渔村曾厝安。大量红砖古厝和南

洋风格的“番仔楼”就是当年华侨留下的
标志性建筑，见证着曾经的生活。再走上
五分钟就可以来到海边，任你拥抱海水、
沙滩、蓝天，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海让心一
下变得明朗起来，颇有海子追求的“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的意境。

如果有体力，环岛骑行则是看海的运
动版。除了海浪的演奏和海滩的细沙，骑
行路上会遇见音乐雕像、书法广场和木栈
道。木栈道连接着各个海滩，起点的胡里
山炮台也颇值得一游，这里展示着东南沿
海对外贸易和艰苦自卫的历程。要是提
前计划了帆船出海，还能一边看大海的潮
起潮落，一边用镜头记录下大海和远方。

提醒一下，鼓浪屿自从上岛限流后，需
要实名制办理，旅游旺季建议提前预约。

《最后的棒棒》@重庆解放碑

剧情概括：改革开放之初，山城重庆
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一个特殊的行业：
山城棒棒军。30多年来，数十万棒棒大军
不仅挑走了汗水浸泡的年华，也挑走了属
于自己的年代。岁末，几个佝偻背影即将
道别正在消逝的行业，一名退役中校扛起
一根棒棒开始了自己的追寻……

解放碑记录了重庆的历史，也塑造了
重庆的文化。解放碑情结伴随着老重庆
人和新重庆人，也给游客展示了其浓烈的
个性。这座“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支撑
起了重庆的往昔，也见证了重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解放碑的魔力在于你根本感受不到
自己走了多少路，只因这五彩斑斓的街市
太诱人了。对于爱逛街的女生来说，大都
会、时代广场、环球购物中心，哪一个都是
心头所爱。要是不爱超现代的广场，还有
鲁祖庙安静地等着你，社戏和香火热闹非
凡，历史的沧桑感充满在市井文化和人间
烟火中，再吃上一碗花市豌杂，撮一顿火
锅，惊喜就不止一点点了。要是想对心爱
的人吐露心意，重庆环球金融中心可是首
选，作为重庆的“表白大楼”，一定会给你
带去好运。如果只是路过，说不定也能见
证爱的表白呢。 （陶令 周雨婷）

踏上光影之旅 感受旅途美好
天气炎热，除了选择在室内

吹空调避暑外，总想给味蕾也降
降温。其实，大江南北，各地都有
独特美味的消夏小吃，展示着夏
日美食的多姿多彩。清清凉凉吃
出来，一口就让你爱上夏天。

酸梅汤

炎热的夏季，一想到酸梅汤，
总会让人有一种齿颊生凉、沁人
心脾的快感。那种复合、多元的
滋味刺激着唾液腺，一杯下肚，暑
气全消。

“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
和梅汤”，这是古代酸梅汤叫卖的
情景。宋代以后，梅汁饮料开始
成为大众饮品，在宋人的《武林旧
事》一书中，提到了一种冷饮叫

“卤梅水”，可以算是酸梅汤的雏
形。到了清代，酸梅汤进入宫廷，
成为达官显贵为之疯狂的夏日凉
饮。清宫选用玉泉山的矿泉水来
煮酸梅汤，使其口感更加清透可
人，同时还有去湿养颜的功效。

酸梅汤的制法很简单，取乌
梅30颗左右，洗净，山楂一大把，
甘草、陈皮一小撮，桂花两把。入
锅，大火煎熬，加冰糖，改用文火，
直煨得乌梅肉彻底化入黏稠的汁
水中。待汤汁冷却，滤除渣滓，煮
出来的酸梅汤原浆透着琥珀一样
的醇暗色，非常稠，没法直接喝。
兑上矿泉水，加上冰块，就变成消
暑极品了。

制作酸梅汤的老字号，最著
名的是北京琉璃厂的信远斋。信
远斋的酸梅汤在半夜里熬得后，
放在大瓷缸里，镇在老式绿漆的
大冰桶里，到第二天上午出售时，
酸梅汤就携着一片冰心，准备让
诸君“齿寒”了。梁实秋在《雅舍
谈吃》中这样夸奖信远斋的酸梅
汤：“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
味浓而酽。上口冰凉，甜酸适度，
含在嘴里如品纯醪，舍不得下
咽。很少人能站在那里喝那一小
碗而不再喝一碗的。”

需要提醒的是，常温下酸梅
汤容易变质，最好在冰箱里存
放。如果表面浮起细细的泡沫，
最好就不要饮用了。

凉虾

凉虾，又叫“米凉虾”，它并不
是真的“虾”，而是一种用大米做
成的特色小吃，因头大尾细形似
虾，故而得名。其广泛流行于湖
北宜昌、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
地。它吃起来滑糯清爽，柔软清
甜，是人们消暑的一道甜品。

要制成凉虾，必须要用到一
定量的石灰水。首先，把米淘干

净，用水浸泡30分钟，磨成米浆。
锅内注入清水，旺火烧开，将米糊
慢慢淋入，边淋边用勺搅动，防止
煳锅。待米糊成熟后注入清石灰
水，改用小火煮至黏稠状。盆中
放入冷开水，将米糊趁热慢慢加
入漏勺，落入冷水中，成头大尾细
似虾的形状。

最后，将凉虾盛起来，放在纯
净水中，加上红糖及少许冰块即
可食用。也可撒上一些红绿的蜜
饯丝、炒过的芝麻、花生碎，放入
冰箱冷藏后味道更好。

四果汤

四果汤是闽南夏季消暑的重
要饮品，在浙南、广东潮汕也有不
少拥趸。厦门的四果汤是以石花
汤为底，加上配料即为四果汤。
吃时店家用一把类似刨刀的工
具，麻利地在固体状石花膏块上
刮，把石花膏刮成均匀的细条盛
在碗里，加上红豆沙或是芋泥等，
舀一勺蜂蜜水，便是夏日的一道
清凉特色小食。

各种各样的时令水果、红豆、
绿豆、薏仁、莲子、银耳、石花、仙
草任你选，再加上蜂蜜水，尝一
口，透心甜。

凉糕

据传，凉糕发源于四川宜宾，
资料记载，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双
河镇百姓用葡萄井水制作的凉糕
就很出名了，进士杜德舆的《舆地
纪胜》记载：“来此避暑纳凉者甚
多，名小吃凉糕嫩凉驰名。”凉糕
是用糯米制成的，四四方方的糯
米块在凉水中封存，待拿出时已
是透彻里外的冰凉，一口咬下，柔
软的糯米皮肉绵软滑腻，就着红
糖，那股沁凉厚重的甜味，咽下后
久久无法散去。

具体的制作方法是：先把头
天泡软的糯米在石磨上磨成米
浆，将大铁锅中的水烧开后，放入
一定的食用碱或卤水，然后把米
浆倒入锅内，用木棍开始搅拌，水
和米浆的比例决定凉糕的软嫩程
度。一边搅拌一边继续加入食用
碱或卤水，直到米浆由稀至浓，再
由浓变稀，呈晶莹剔透、微黄中带
丝微绿时，盛入特定的模具中冷
却成形，最后在凉水中封存，待拿
出时已是透彻里外的冰凉。传统
的凉糕是用熬制的红糖作为调
料，不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越来越注重美食的口味，现
在的凉糕发展出草莓、菠萝、西
瓜、柠檬、猕猴桃等20多个口味，
并且可以调出不同口感的酸甜滋
味。 （欣尘）

这些美食让你吃出清凉爱上夏天

这是重庆市武隆区接龙乡接龙水库
一带风景（8月10日无人机拍摄）。

8月10日，重庆市武隆区天气晴好，

青山绿水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秀美如
画，令人心旷神怡。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武隆：青山绿水美如画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在众多
的旅游胜地中，南京一直是我心驰神往
的地方。不久前，终于借着假期的闲暇，
来到这座久负盛名的城市，其厚重的历
史背景，携着六朝古都的美称及浓郁的
文化底蕴不由分说地纷至沓来，也正是
这份内涵与气质，给这个娴静且雅致的
都邑，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南京，它给予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淳
朴，又充满人文气息。城内那四处可见、
花样繁多的旧式建筑和遗址，总会使人
不由得滋长诸多遐想，一股怀古的情愫
油然而生。可以想象，这座有着璀璨文
化和历史气息的古城，多少帝王曾于此
定都，多少历代文人雅士曾奔赴此处考
取功名，而这自然地增加了几分尊荣和
高贵的历史底气。不过，近代的南京也
曾历经一场沉痛且充满屈辱的劫难，缘
于此，这个城市难以掩映悲伤，直至如
今，向众人呈现的永有一道抹不去的伤
疤。

在我的脑海里，南京捎给我的记忆
还杂糅些许沧桑的韵味。犹记得李煜的

那首“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词中委婉地陈述满腔亡国恨的无奈和惆
怅。刘禹锡的《乌衣巷》里有云“旧时王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曾经的世
家大族，贤才济济，皆居巷中，冠盖簪缨，
可彼时却野草丛生，荒凉残照，遗存的仅
剩无声的喟叹及失落。还有杜牧的“商
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千百
年后，当我独自行走于这座端庄的古城，
依稀仍能感触到那份哀怨之情……

南京又是独具风情的。它是昔日的
六朝金粉之地，而十里绵延的秦淮河，就
这样诗意地在古都里流淌了两千多年，
碧波荡漾，水草摇曳。每每夜晚降临，轻
柔的秦淮河水，在明月的映照下泛着幽
蓝的光泽；多情的晚风微微地吹，天空中
仿佛还夹杂着脂粉的香味，止不住地撩
拨我的心扉。在河道的中间停泊着琳琅
满目、流光溢彩的画舫，此情此景，不由
得令人思绪万千，忆起古典戏剧《桃花
扇》里有对其盛景的一段描述：“梨花似
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带妆楼
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月色朦胧，春

水潺潺，薄雾如轻纱般笼罩在旖旎的秦
淮河上。放眼望去，灯火辉煌，桨声灯
影，十里不绝，金粉楼台，鳞次栉比。身
姿婀娜的歌女亭亭立于精雕细琢的花船
之上，美目顾盼，水波倒影，好一幅如梦
如幻的江南夜景。

流连于温婉典雅的秦淮河畔，我联
想起那些脍炙人口的千古传说，这其中
最为家喻户晓的，当属秦淮八艳的传奇
事迹，她们慧心如兰的品质和爱国忧民
的情操，不得不让人为之赞叹与钦佩。
当然从富有文化涵养的秦淮河流淌而出
的历史血脉，也映衬了这些红颜佳丽的
豪爽风姿。这蜿蜒曲折的秦淮河，自古
以来亦是文人墨客的倾心之所，其间承
载着太多的历史故事以及说不清道不明
的爱恨情仇，恩怨纠葛。

从小到大，对于秀丽的江南风光，内
心总怀揣着莫名的笃爱，那里丹楹刻桷，
人杰地灵，源远流长，而这次，就让我信
步于南京的大街小巷，观赏不可胜数的
旅游景致，任身心沉醉在历史的长河之
中，久久不愿归去。 （占素华）

品读南京城

说起博物馆，我们经常会不自觉地联
想到知名度高的重量级的博物馆，殊不知，
一些既特别又有趣的小众博物馆隐匿其
间。它们有的是专业性的，有的是冷门小
众的，有的是艺术性的，有的是私人的，但
无论什么属性，都承载着时间和历史的气
息。它们经常被不熟悉的游客所忽略，而
成为爱好者的“小确幸”，因为它们值得让
你像泡在咖啡馆里一样泡在其中，放慢脚
步细细去品味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在外国某旅游网站的一次评选中，上
海有个与故宫、兵马俑并列为中国最不容
错过景点的博物馆，就是改建于玻璃厂的
上海玻璃博物馆。在光影变幻交错间行走
着，讨论桃红玻璃恨天高是不是辛德瑞拉
的，惊叹于种种大开脑洞的玻璃制品，感觉
眼睛和心灵就像喝了杯咖啡般愉悦。

彩虹与音乐同行

主场馆主要是几个长期的展览，像历
史长廊就是展示玻璃的诞生、构造、发展历
程，古玻璃珍宝馆就展出了不少有意思的
古典玻璃制品。

随着指示牌前行，是此行的重点，爱庐
彩虹礼堂。礼堂里的玻璃幕墙，从赤橙黄
渐变到蓝靛紫，描绘着彩虹原本的面貌。
随着阳光角度的变化，玻璃幕墙映射出迷
人的色泽和气氛，使整个礼堂绽放出多彩
的生命力。如果正好碰上钢琴独奏表演，
圆形的结构和玻璃反射的魔力创造出温馨
轻松的氛围，让人们都沉醉于此时的乐音
之中。

玻璃表演show

玻璃表演秀是园区最具吸引力的艺术
体验项目之一，可以近距离观赏玻璃、技艺
与火的华丽共舞。表演时，一个老师傅和
一个学徒兼主持人相互配合，锻打敲凿间，
吹得火红的玻璃就变成精美的艺术品，令
观赏的人纷纷发出赞叹声。如果想要DIY
一款工艺品，可以提前预约，由专业师傅一
对一指导吹制。

此外，这里汇聚了最为热卖的“玻心璃
语”文创系列商品，以及知名品牌的玻璃设
计物。不过，作品很美，价格更“美丽”。

博物馆票价60元，但要去玻璃迷宫需
额外付费。 （毛静 赖琦琦）

这个博物馆有点特别

▲空中俯瞰，鼓浪屿菽庄花园一
隅的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及滨海风光。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 摄

◀无人机航拍的重庆解放碑。
郑浩 摄

8 月 12 日，西藏日喀则市南
木林县空欧藏戏队在拉萨市罗布
林卡表演藏戏《特巴丹巴》。

8 月 11 日至 17 日雪顿节期
间，西藏“第五届全区藏戏大赛”
和“第七届全区藏戏展演”活动在

拉萨市罗布林卡和宗角禄康公园
举行。今年共有来自拉萨、昌都、
山南、日喀则等地共11支藏戏队
参加雪顿节藏戏大赛及展演，总
计14场次。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西藏多地市藏戏队雪顿节亮相竞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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