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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6日下午，在城区十笏园非遗空间，由
潍城区文明办举办的“传统民俗迎中秋”活动正
在进行，现场通过经典诵读、月饼制作、古琴演
奏等形式向广大市民弘扬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的
文化生活，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传统民俗迎中秋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通讯员 季晓琳）在中秋佳节，赏月、吃月饼是
传统习俗。面对香甜诱人的月饼，孕妈可以开怀
畅吃吗？对此，潍坊市人民医院产科医学中心医
生宋会会提醒，月饼虽然美味，但是孕妈不要吃
太多。
　　宋会会表示，对于大多数孕妈来说，是可以
吃月饼的，但是不建议多吃。通常情况下，月饼
属于高糖分、高脂肪、高能量的食物，吃多了会
影响血糖、血脂，而且不利于肠胃健康。有妊娠
期糖尿病的孕妈要慎食月饼，避免造成血糖异
常，加重病症。超重和体重增长过快的孕妈也要
慎食月饼，避免超重，增加难产几率。
　　那么，孕妈该怎么吃月饼呢？宋会会提醒，
首先，宜早不宜晚，吃月饼宜在白天，便于消
化，可安排在两餐之间。宜少不宜多，每天少量
食用，不可吃太多，而且不宜空腹食用；其次，
宜新不宜陈，尽量选择生产日期新鲜并且添加防
腐剂较少的月饼。

月饼虽美味

孕妈应慎食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王路欣）
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9月26日，潍城区城关街道曹家巷社区
在活动室开展了“蒸‘月儿’暖人心 迎中秋庆团
圆”活动。
　　活动开始后，社区志愿者巩世霞作为“老师
傅”，详细讲解了“月儿”制作方法和注意要
点。听完讲解，居民们有模有样地忙活起来（上
图），活动现场欢声笑语一片。
　　居民们纷纷表示，开展这样的民俗活动非常
有意义，让大家了解并重视这项民间传统习俗，将
“念月”、蒸“月儿”习俗传承下去。同时，这次活动
促进了社区与辖区居民的互动，增进了邻里关系。

巧蒸“月儿”暖人心

爱心商家请客 环卫工人共享中秋“家宴”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梅）中
秋节即将到来，连日来，青州市志愿者协会联合众
多爱心商家共同开展了关爱环卫工人志愿服务活
动，有的请环卫工人到店内吃烤鱼、喝羊肉汤等，
有的为环卫工人送上月饼等节日礼物，让他们感受
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爱。
　　周家来的老兵烤鱼店位于青州市区尧王山东
路。9月25日中午，忙碌了一上午的7位环卫工人陆
续走进烤鱼店。周家来热情地招呼着，让他们先喝
水。随后，他亲自下厨，很快就做好一大盘香气四
溢的烤鱼，还有各种配菜，让大家尽管吃。
　　“老板做的烤鱼真香，太感谢了。”7位环卫工
人围坐一桌，一边聊家常，一边享受美味佳肴。饭
后，周家来还向环卫工人发放了中秋月饼，送上节
日祝福。
　　2019年，周家来主动对接青州市志愿者协会，
挂牌成为“环卫工人爱心就餐点”，4年来他每月都
请环卫工人吃饭。他表示，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工
作十分辛苦，希望能有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关爱环卫
工人的队伍，尊重、关心环卫工人。
　　当日中午，青州市区海岱中路上的临朐木柴全
羊店也很热闹。店老板温如军请客，请10位环卫工
人饱餐一顿，并为大家准备了月饼。
　　9月23日，在青州市区尧王山东路上的一家通信
器材商行门前，志愿者为10位环卫工人送上了月饼
等节日慰问品。该商行老板王鑫远是青州市志愿者

协会龙苑志愿服务队队长，2020年，他主动对接协
会，挂牌成为“环卫工人爱心饮水休息点”，为环
卫工人提供歇脚、驱寒避暑的休息场所。
　　截至目前，青州市先后有229家爱心商家加入到
关爱环卫工人志愿服务活动中，提供免费饮水休
息、免费就餐、免费理发、免费理疗等服务内容，
惠及青州市2000余名环卫工人。“小行动”传递
“大温暖”，本次志愿服务活动传递的不仅是温
情，更是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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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
超）中秋节“念月”是老潍县的传统习俗。
由于“月儿”做起来比较麻烦，现在会做的
年轻人越来越少。为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近日，潍城区望留街道居民胥德美、陈桂
香、季会香、玄秀红、李建红等人自发组织
做“月儿”，希望通过一个个“月儿”，让
子孙后代了解传统习俗，代代传承下去。
　　“老玄，这锅再蒸6个‘月儿’……”9
月23日上午10时许，记者来到望留街道槐行
村看到，胥德美等人围坐在面板四周，分工
协作，有的忙着擀面饼，有的忙着在圆饼上
摆放红枣，还有的负责用梳子、剪刀等工具
制作造型逼真的花朵、小兔子，并将它们放
在面饼上方。在她们的巧手下，一个个“月
儿”很快就做好了。
　　在大家忙着做“月儿”的时候，那边大
锅下柴火烧得正旺。一个个“月儿”被放入
锅中后，不一会儿，就热气腾腾，麦香弥
漫。约40分钟后，寄托着长辈美好祝福的
“月儿”就出锅了。刚出锅的“月儿”有些
烫手，但孩子们已经忍不住想咬上一口了。
　　旧时，每到中秋节前几天，家家户户忙
着做“月儿”。妇女们相互学习，取长补
短，把“月儿”做得越来越漂亮。“念月”
完毕，就可以分着吃了。一人一块“月

儿”，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手中的
“月儿”就成了人间美味。
　　近几年，槐行村的几名妇女为了让村里
的晚辈在中秋节能吃上“月儿”，每年都连
蒸三天，制作二三百个。“小时候就盼着过
中秋节，吃个香喷喷的‘月儿’。现在生活条件
好了，超市里也能买到‘月儿’，却不如亲手做
的香。”玄秀红说，大家在一起做“月儿”，
不仅找回了当初的那种氛围，还能让子孙后
代了解这一传统习俗，再辛苦也值了。

陈桂香和季会香（左一）把做好的“月儿”放进大锅蒸。

看着刚出锅的“月儿”，小朋友忍不住想咬一口。

环卫工人受邀免费吃烤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