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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树林

手写春联，是笔尖上陈久弥香
的年味，是记忆里红红火火的福祉，
是民俗中传承千年的宝藏。“无联不
成春，有联春更浓。”为迎接新年的
到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少
文化旅游单位组织“送福进万家”活
动，活动中，书法家为群众义务写春
联，送去新春的真挚祝福。

记得小时候，每到岁末年尾，家
家户户都开始准备春联，人们为贴
上一副内容新颖、适合自己家庭情
况、能表达自己愿望的春联而耐心
琢磨。而那些擅长舞文弄墨者也在
这个时候大显身手，为邻里乡亲们

“挥毫泼墨”，还是大街小巷一道亮
丽的风景。笔者的父亲当时在乡亲
们眼里属于“文化人”，因此每到过
罢祭灶节之后，我们一家就开始忙
活起来了。昏黄的灯光下，父亲凝

神思考、研磨展纸，在红彤彤的纸上
描摹，我则负责给父亲抻纸和把春
联晾晒在地面上，尽管几天下来有
点疲惫，完全是义务劳动，但看到乡
亲们满意地拿着春联离开，我们都
有一种满满的收获感。

其实，类似父亲这样给乡亲写
春联的不在少数。村里富有人家为
装点“门面”、炫耀“身价”，还不惜重
金请文人墨客专门撰联、书联……
可以说，手写春联不仅洋溢渲染了
年味，更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但不知何时，“手写春联”渐渐
离开了我们的视线，而“印刷体春
联”开始“蔚为壮观”起来。不可否
认，与传统的“手写春联”相比，“印
刷体春联”确实越来越精美，而且字
体还可以进行修饰，美轮美奂，更契
合了一些家庭“花钱图省事”的心理
需求。

但“印刷体春联”也自有其胎带

的缺陷。一则“印刷体春联”内容和
字体不属于“私人定制”，“千副一
面”的现象较为突出，个性化不能得
到彰显。尽管“印刷体春联”都是

“名家手迹”印制，可是家家户户的
“花相似”，春联文化少了些传统味
道。而且，大规模印刷生产春联对
手写春联市场的冲击也很大，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手书春联的传统
造成了不小的传承阻碍。

文化自信在全社会达成共识的
当下，不少公众已经意识到了春联
文化没落的问题，因此近几年，“手
写春联”再次回归到了人们的视线
中，无论是各地政府组织的文化进
基层活动中书法家的“挥毫泼墨”，
还是群众之间手写春联的默契交
流，都说明“手写春联”再次赢得了
群众对传统文化的喜爱，这无疑都
是值得称道的一件事情。

春联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好习

俗，手写春联也是保护、弘扬传统优
秀文化的好载体。留住传统韵味，
打捞出浓烈的年味，更应该让“手写
春联”走进千家万户，让春联文化进
一步延伸到每个人心中。这就需要
文化部门在确保书法家下基层“赠
送春联”之外，还要鼓励更多的人参
与到“手写春联”中。即便初学书法
的人“字拙形丑”，但在一撇一捺的
书写中，也能培养自己对传统文化
的敬畏和传承，也能书写出属于自
己的新春情怀。

手写春联
在一撇一捺中让文化氤氲

■记者杜成敏

2019年，王丰追梦的脚步，从一
份菜单开始。

2019年1月13日，由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

“良食基金”主办的新年菜单发布会
在北京举行，浙江省健康膳食公益
促进会副会长王丰应邀参加了会
议。

这是面向全球发布的首个“中
国新年菜单”，发布的背景，其实是
一个被很多人忽视的重要话题——
食物对环境的压力。

“动物性食材的取得，需要经过
养殖、加工、运输，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碳排放，因此，肉类通常是一种

‘碳足迹’较高的食材，所以我们要
倡导食材的植物领先。”王丰说，“中
国承诺要在2030年碳排放量达到
峰值。‘中国新年菜单’的发布，就是
从食物的角度来发出保护环境的

‘中国声音’。”
“中国新年菜单”由包括王丰在

内的7位国内顶尖大厨操刀，菜单严
格遵循“85%的纯植物”原则，打造

出一桌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年夜
饭。

在王丰看来，这场“菜单革命”
的意义不仅限于环境保护，面对国
内日益突出的“四高”健康问题，以
及各类宴席上居高不下的荤菜比
例，更让他感觉到改变国人饮食观
念的迫切性。

因此，春节期间，他放弃了阖家
团圆的温馨，参加了“2019世界名校
新年盛宴”，和众多烹饪专家一起，
走访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麻省大
学、康涅狄克大学和美国烹饪学院
等5所名校，进行健康饮食的学习和
交流。

这只是起点，2019年，王丰寻找
“健康菜单”步履不停。继“2019世
界名校新年盛宴”之后，2019年暑假
期间，“良食大师中国行”活动举办，
耶鲁大学的烹饪专家、美国白宫的
三星米其林大师等一起回访中国，
在王丰的接待下也一起走近了浙江
美味，传播环保、健康的绿色膳食理
念。

在素食著名的灵隐寺，王丰和
中西方素食文化推广专家、学者和

素食菜肴制作大厨坐在一起，就饮
食健康、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进行
座谈、交流，现场还制作了素食西
餐；在以药膳闻名的磐安，他们就

“如何让良食倡议落地磐安”以及全
面提升植物性饮食在全民消费中的
比重等重点话题广泛交流论述；在
舟山嵊泗列岛，他们围绕“珍惜生命
摇篮，拥抱绿色海洋”主题，倡导生
态文明需要新的饮食习惯，并就海
洋的植物食材——藻类的菜品研发
进行了探讨……

2019年，王丰还在浙江菜的传
播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2019年 5月 17日至 24日，应
荷兰中饮公会、意大利北部华侨华

人餐饮业协会等邀请，王丰参加了
由浙江省侨联组织“亲情中华”厨艺
团赴荷兰、意大利开展“亲情中华·
味道浙江”系列交流活动，推介浙
菜，弘扬中华美食文化。活动期间，
厨艺团的足迹遍布荷兰阿姆斯特
丹、鹿特丹和意大利米兰、佛罗伦
萨、罗马等城市，所到之处，王丰都
会为当地华侨华人烹饪浙江传统美
食、表演精湛的中华餐饮文化绝技，
受到了当地华侨华人的欢迎和赞
誉。

2019年8月27日，为做好北京
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餐饮筹办
工作，北京携手张家口举办“崇礼菜
单”2019年中国烹饪大师邀请赛。
王丰与中国烹饪大师徐步荣大师组
成的特邀团队参赛，制作的浙菜代
表——菌菇牛肉、干菜鸡卷、美味鳕
鱼、干贝瓜球、翡翠汤面、五色豆糕
等入选冬奥会“崇礼菜单”，为这场
体育盛事带去了“浙江味道”。

2019年，最让王丰欣慰的事情，
发生在他的教学工作上。2019年，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民族文化传
承与创新子库——烹饪工艺和营养
传承与创新国家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资源库（简称烹饪专业教学资源库）
正式获教育部评审通过，成为目前
仅有的一项国家级别烹饪工艺与营
养专业教学资源库。

据了解，烹饪专业教学资源库
于 2015 年获得国家教育部门立
项。为做好资源库建设，王丰和同
事们经过3年多的努力，整合了15
所国内兄弟院校烹饪专业教学资
源，最终实现烹饪专业教学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各大菜系百花齐放的
新局面，成为中华美食文化传承的
重要阵地。用户遍布我国全部34
个省、市（直辖市）、自治区和特别
行政区，还包括美国、法国、荷兰、
巴西、尼泊尔等 20多个国家和地
区。

“烹饪专业教学资源库建成后，
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不仅可以有效提
升职业院校烹饪人才培养效果，还
向企业延伸，有效服务餐饮企业从
业人员的技能训练，对初、中、高级
烹调师、面点师的职业技能鉴定给
予有力支撑，从而促进整个行业的
发展。”王丰说。

对王丰来说，2019年是忙碌而
充实的一年。这一年，他努力于一
份菜单的改变，牵出了健康民生和
环境保护的大事业，也提升了烹饪
事业的格局。而浙菜传播、人才培
养，也让他更加以开阔的视野和胸
襟去看待个体的社会责任，从而获
得更高层次的幸福感。这一年的追
梦路上，他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但
脚步却更加地稳健了。

新华社北京1月17日电
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
初步核算，2019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990865亿元，按可
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1%，符合6%至6.5%的预期
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
增长6.4%，二季度增长6.2%，
三季度增长6%，四季度增长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兼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
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国民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质量
稳步提升，主要预期目标较好
实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坚实基础。

从生产来看，粮食产量创
历史新高，牛羊禽蛋奶实现增
长。工业方面，全年全国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7%，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
增长8.8%和8.4%。服务业方
面，全年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
比上年增长6.9%，现代服务
业增势良好。

从需求来看，全年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411649亿元，

比上年增长8%，网上零售占
比明显提高。全年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不含农户）551478
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技
术产业投资增长17.3%。对
外贸易逆势增长。全年货物
进出口总额315446亿元，比
上年增长3.4%，其中出口增
长5%。

就业形势也保持稳定。
统计显示，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1352万人，连续7年保持
在 1300 万人以上。2019 年
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
持在5.0%至5.3%之间，实现
了低于 5.5%左右的预期目
标。

“总的来看，2019年国民
经济继续保持了总体平稳、稳
中有进发展态势。同时也要
看到，当前世界经济贸易增长
放缓，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
国内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
题交织，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宁吉喆说，下阶段，要全
面做好“六稳”工作，统筹推进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
生、防风险、保稳定，保持经济
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

“职教代言人”王丰的2019：

追梦“菜单里的幸福”

王丰与耶鲁大学副校长合影

2019年最感动瞬间：
看到自己培养的烹饪工

艺与营业专业学生获得技能
比赛一等奖，并走上了教师
岗位。

2019年实现的愿望：
获得了厨师行业最高技

能职称——注册中国烹饪大
师。

2019年最大收获：
将食材的“植物领先”理

念，传播到更多地方。

2020年新年愿望：
结合职业教育，推进健

康膳食工作。

增长6.1%！
中国经济规模迈向
100万亿元大关

王丰在意大利展示浙菜厨艺

本报讯 记者张浩呈报道
昨日，《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
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颁布实施新闻发布会在杭州
举行，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
到，该《条例》将于今年2月1
日起施行。

民营经济强则浙江强，民
营企业好则浙江好。1月16
日，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高
票通过《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
促进条例》，据悉，这是本届人
代会通过的第一部法规，也是
全国第一部促进民营企业发
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发布
会上，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
丁祖年表示，“这部法规的出
台，对于破解当前制约我省民
营经济发展的困难和问题，保
护和促进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提振民营企业家面对复杂形
势的信心，推动全省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
场环境，打破各种“卷帘门”

“玻璃门”“旋转门”，《条例》明
确民营企业发展促进工作中
应当坚持竞争中性原则，保障
民营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
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
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
受到法律保护，实现权利平
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条例》确定了一系列保
障民营企业平等准入措施。
围绕在市场准入、审判许可、
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为民
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环境，
《条例》针对调研中民营企业
反映突出的问题从五个方面
做出规定：明确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
等，民营企业均可依法平等准
入；支持和鼓励民营资本参与
国企混改，除国家另有规定外
允许民营资本控股；规范政府
和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公共
服务领域的合作，规定合作方
案应当包括民营企业回报机
制、风险分担机制等事项，提

高合作透明度；规范政府采购
和招投标活动，明确列举限制
或排斥民营企业参与政府采
购、招投标的禁止行为；针对
民营企业反映集中的信贷公
平问题，规定金融机构在贷款
利率、贷款条件、工作人员尽
职免责等方面不得对民营企
业设置不平等标准和条件。

《条例》规定了一系列保
障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
法权益的举措。针对调研中
民营企业提出的干预企业自
主权、以刑事手段处理不涉嫌
犯罪的经济纠纷、向民营企业
摊派费用等问题，作出明确禁
止性规定；规定行政机关应当
保持政策的连续和稳定，依法
作出的政策承诺以及依法订
立的合同，不得以政府换届或
者领导更替等为由违约毁约；
禁止拖欠民营企业账款。

在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工
作中，《条例》对国家机关、社
会组织的职责作了明确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相关指
标纳入高质量发展绩效评价
体系，为民营企业营造稳定、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
境。监察机关依法对公职人
员和有关人员履行职务过程
中侵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
行为实施监察。司法机关依
法为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司法
保障。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政策落
实，综合协调相关工作。各有
关部门、驻浙直属机构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民营企业服务指
导。工商联和协会、商会根据
法律法规、章程，做好民营企
业服务工作。

此外，《条例》还提供了民
营企业境外投资、人才引进、
风险防范、融资畅通等方面的
制度支撑，同时对规范行政行
为、营造优质营商环境提出了
具体要求。

全国首部促进民企发展地方性

法规《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

2月1日起施行

坚持竞争中性原则
支持民企发展纳入
政府绩效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