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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接力跑”在精神层面的意
义，早已超越了这项运动本身。小至
一个团队，大至一个国家，要想干成了
不起的大事，离不开许多人乃至几代
人的持续接力。有了“后浪推前浪”的

生生不息，才能实现“百川东到海”的
宏伟愿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

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
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回首往昔，我们之所以能创造出
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靠的就
是这种传棒接力的精神。河北塞罕
坝，三代林场人在半个多世纪中矢志
不移、接续奋斗，在“黄沙遮天日，飞鸟
无栖树”的沙地上书写下积木成林、积
林成森的奇迹；山西右玉县，20 任县
委书记一任接着一任植树造林、防风
固沙，把“不毛之地”打造成“塞上绿
洲”；甘肃庄浪县，村民们一茬接着一

茬在荒山上建梯田，将“无雨苗枯黄，
有雨泡黄汤”的“没治县”变成“景色迷
人的风景画”。实践证明，人人出力、
接续奋斗，不畏任重道远、百转千回，
才能成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

在 40 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我们驶过一段段壮丽的航程，抵达了
今日开阔的水域。但也应看到，决胜
全面小康重任在肩，打赢三大攻坚战
时不我待，全面深化改革亟待进一步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正因不进则
退，更应非进不可——当此之时，惟有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兢兢业业、苦干
实干，才能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跑好我
们手中的这一棒。

在梦想的指引下随风奔跑，就能
拥有无穷的力量，抵达更高的精神境
界。不可否认，现实中有少数人，并没
有认清自己在这场“接力跑”中的角色
定位，或是庸懒散拖、消极怠工，跑得

“掉了棒”；或是今天上山、明天下河，
跑得“脱了轨”。这些，都是不为未来
筹谋、只为眼前考虑的短视行为。一
切伟大梦想的实现，都是“个人跑”与

“接力跑”的结合。丢掉团队精神、失
去奋进动力，踟蹰不前、得过且过、画
地为牢，只会贻误发展机遇。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
个中国人共同怀抱的伟大梦想，要靠
我们携手来实现。时代期待着我们，
抓稳历史的接力棒，翻越一道道雄关，
续写更多的传奇。不求一时之功、不
念眼前之利，多些家国情怀、多些责任
担当，才能跑好自己这一棒，以行动作
出无愧于时代的回答。

（据《人民日报》）

〖趣说〗

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接力奋斗〗

在有弯道的田径比赛项目中，第九道处于整个跑道的最外侧；因前伸数最
大、不利于观察对手，被选手称为“最难跑的跑道”。在一次田径世锦赛男子 4×
100 米决赛中，中国队就被分在了最不利的第九道。发令枪响，每一棒都竭力
为下一棒跑出好成绩，结果中国队创造了“第九道奇迹”：以 38 秒 01 摘银，实现
历史性突破

〖知道〗

北方人钟情饺子，无论
什 么 节 日 都 能 跟 饺 子 沾 上
边，无论什么食材都能包进
饺子皮。南方人对饺子同样
爱得深沉——成都香辣可口
的钟水饺，广东味道鲜美的
虾饺，还有苏浙一带过年必
吃的蛋饺⋯⋯那么，南北通
吃的饺子是怎么来的呢？

传说饺子的发明者是东
汉名医张仲景，到现在已有
近两千年的历史了。当时张
仲景辞官回家，正赶上寒冬
腊 月 ，很 多 穷 人 耳 朵 被 冻
伤。张仲景就叫徒弟在当时
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架起大
锅，给冻伤的穷人煮祛寒娇
耳汤治病。据说就是用面皮
包上药材和肉，折成娇耳状
后放到开水里煮熟，每个病
人盛一碗汤，加两个娇耳，人
们吃后不但治好了冻耳，还
抵御了风寒。故事倒是挺有
意思，但真实性还有待考证。

如果你查阅资料，会发
现关于饺子有很多叫法，上
边 说 的“ 娇 耳 ”就 是 其 中 一
种，“扁食”“粉角”“角子”“牢
丸”也都是它的不同叫法。

其中“牢丸”的叫法出现
在西晋文学家束皙的《饼赋》
中：“四时从用，无所不宜，唯
牢丸乎。”古人用在祭礼上的
牛羊豕三牲被称为“牢”，所
以有学者认为，牢丸可能就
是以面皮裹住肉馅的圆形食
物，类似今天的饺子，也有学
者认为它更像现在南方人钟
爱的肉馅儿汤圆。

如果说牢丸和饺子的亲
缘关系还有点远的话，可能
馄饨更像它的亲兄弟——它
们都是将面粉制作成面皮，
包上肉馅儿，煮熟了吃。只
不过馄饨没有七窍，古人便
给它起名“浑沌”，后来根据
中国造字规则，才写成了“馄
饨”。直到唐朝，馄饨和饺子
才正式分了家。

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
塔那唐墓出土了不少点心实
物，在这些面食中就有饺子。
它们的外皮质地为小麦面，形
如月牙，长约 5 厘米、中宽 1.5
厘米，和我们今天吃到的饺子
已经没什么差别了。经研究，
判断这两个饺子的加工年代
可能在 1300 年前后，它们被
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实物饺子，
而且饺子的形状也明显与无
七窍的馄饨区分开来了。

到了宋朝，饺子有了跟
现 在 最 像 的 名 字 ——“ 角
子”，这也成了“饺子”这个词
的词源。北宋文学家孟元老
在《东京梦华录》中追忆汴京
的繁盛，就曾提到市场上有

“ 水 晶 角儿”“煎角子”，还有
“驼峰角子”。这种写法，在其
后的元、明、清及民国期间仍可
见到。饺子传入蒙古也发生
在宋朝，后来它又随着蒙古帝
国的征伐，传到了世界各地。

过年吃饺子是从明朝开
始的。据《酌中志》记载，明
代宫廷已是“正月初一五更
起⋯⋯饮柏椒酒，吃水点心

（即饺子）。或暗包银钱一二
于内，得之者以卜一岁之吉，
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贺新
年也”。

到了清朝，饺子一般要
在年三十晚上子时前（现 23
点）包好，待到半夜子时吃，这
时正是农历正月初一的伊始，
吃饺子取“更岁交子”之意，

“子”为“子时”，交与“饺”谐
音。近人徐珂编的《清稗类
钞》中说：“中有馅，或谓之粉
角——而蒸食煎食皆可，以水
煮之而有汤叫作水饺。”由此，

“饺子”这个名字便正式定了
下来。 （据《解放日报》）

饺子的进化史

美国《临床睡眠医学杂志》刊登
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当纤维摄入较
多时，参试者深度睡眠时间更长。
当饱和脂肪（大鱼大肉）摄入较多
时，参试者深度睡眠时间更短。

而糖摄入量较大时，参试者浅
睡眠更多，深度睡眠更少，睡眠更容
易中断。更糟糕的是，不良睡眠反
过来又会刺激人们对高脂高糖食物
的欲望，形成恶性循环。

（据《中国妇女报》）

大鱼大肉和糖吃多了睡眠差

美国《自然-通讯》发表的一篇
论文指出，祖父辈在青春期前的缓
慢生长期（9—12 岁）的粮食获取与
他们孙子的死亡风险有关，但对孙
女没有影响。这项针对三代人的大
型队列研究是对之前的研究工作的
扩展，并支持一种假说——这种假
说认为一代人的环境暴露可能会影
响后代健康。不过，研究并未确定
这一关系的潜在机制。

（据《中国科学报》）

祖父食物获取与
孙子死亡风险有关

有些人热爱运动，对穿鞋却不
讲究，经常踢球、跑步、跳舞都穿同
一双鞋。但是这样有不少健康隐
患，鞋子使用时间过长会变形，保
护、支撑、减震、防滑等功能也会下
降，还可能造成运动者扭脚、摔倒，
甚至骨折。

一般来说，健身至少要准备 2
双多功能或慢跑鞋，一周换一次；考
虑到季节因素，如果居住地温差大，
还应在夏季和冬季各准备 2 双；如
果喜欢特定运动，需购买相应的鞋，
如篮球鞋、足球鞋等。

运动鞋的功能决定了应定期更
换。检查运动鞋是否“过期”，可从
3 个方面进行判断：第一，鞋跟有明显
弧度，鞋底花纹或图案已模糊不清；第
二，鞋型发生扭曲，穿着时的脚感不再
和从前一样；第三，穿一段时间后，脚
踝、膝盖或腰部有不适或疼痛。

还需注意的是，运动鞋并不适
合当普通鞋来长时间穿。有些运动
鞋的前掌部位曲度较大，这样脚掌
两侧会受到挤压，时间长了脚会变
形。另外，为了在运动中跟地面摩
擦产生足够的反作用力，有些运动
鞋的鞋底较硬，长时间穿同样会造
成足弓损伤。 （据《江南保健报》）

运动鞋不能一穿到底

〖百科〗

依据松鼠种类和坚果类型，通
常 它 们 可 以 找 到 95% 的 隐 藏 食
物。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松鼠仅能
依靠嗅觉寻找食物。虽然气味确实
会进入大脑，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
显示，记忆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加州大学科学家进行的研究认
为，当松鼠在密闭区域里分散存储
食物时，它们似乎能记住存储食物
的相对位置，这表明它们在大脑中
建立了一张详细的食物分布地图。

（据《北京日报》）

松鼠记忆能力超强

〖大观〗

2019 年为农历己亥年，俗称“猪年”。在人们日常的生
产生活中，猪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北京就曾有过不少
与猪相关的地名。仅在明代《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和清代

《京师坊巷志稿》中，老北京的“猪地名”就有 18 处，大多与猪
市、养猪场地、加工猪肉、猪毛的店铺作坊有关，也有的是因

“形似”而得名⋯⋯

猪市口位于前门大街中部，天坛西
北侧，今称“珠市口”。明朝此地设有猪
市。《城南史话》载：“猪市为交易生猪、
猪秧儿之所。市当始于其地尚未划入
外城之先，至迟废于明末。至于市之具
体坐落，今已不详，后为雅化，而易猪为

珠。”由此可知，“珠市口”是由“猪市口”
谐音而得。旧时这里是北京外城最热
闹的地段，皇帝每次出巡或去天坛、先
农坛祭祀时要从这里经过，但猪市上臭
气熏天，所以崇祯皇帝传旨，将猪市移
到东四的猪市（今东四西大街）。猪市

移走后，人们觉得“猪市口”之名不雅，
故谐音为“珠市口”。

猪 市 大 街 位 于 东 城 中 北 部 ，今 称
“东四西大街”。明代该街以东四为中
心，以东四牌楼为基点，分散着数十家
猪店和猪肉铺，每天连夜将当天收购来
的生猪宰杀，以便第二天摆上案台供人
们购买。由此成为京城较大的生猪交
易集散地，俗称“猪市”。民国时东四路
口以西至马市大街被称“猪市大街”。
1965 年被改称“东四西大街”。此后曾
一度称“五四大街”，后恢复原名。

猪毛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今称
“朱茅胡同”。“猪毛胡同”因清代时有猪
毛加工作坊而得名，曾为京城猪毛集散
地。明清时，朝廷在天坛、地坛等地举

行祭祀典礼时，要上供“太牢”（即帝王
祭祀社稷时所备牛、羊、猪三牲），但祭
品需去掉鬃毛，这些被煺掉的鬃毛有专
人收购，被加工成刷子等用具。收集加
工猪毛的作坊集中于这个胡同，故而得
名；民国时谐音改为“朱茅胡同”。

小猪店位于朝阳东南部，今称“小庄
北里”，原为自然村落。早年间京东三
河、香河诸县的猪贩子多将生猪送往京
城内的猪市、猪肉杠（肉铺）销售。进京
前猪贩子通常会在朝阳门外的一个小村
子里打尖，喂饱猪之后，走朝阳门把猪赶
进各个猪店。日子一长，这个无名小村，
被叫成了“小猪店”，后因不雅而称“小
庄”。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此始建住宅区，
因居小庄以北，故名“小庄北里”。

猪市口、猪市大街、
猪毛胡同、小猪店
因猪的交易及加工
猪毛作坊而得名

猪营儿位于东城区东南部，今称“珠
营胡同”。明代此地已成街巷，但无名称，
清乾隆年间被称为“猪营儿”，因此地多为
养猪者聚集地而得名，光绪年间又称“朱
家湾”。1933 年《北平地名典》根据谐音
改为“珠营”，1965年将其与万佛寺后坑、
竹篱笆胡同、岔儿胡同、毛家湾、李家大

院、安乐河胡同合并，统称“珠营胡同”。
猪房位于海淀区东升镇西北部，今

称“朱房村”。据《北京市海淀区地名志》
称：“据传因最早落户的农家姓朱得名。
现在没有朱姓人家，姓王、杨的较多。”此
说无考。实际上，“朱房”之名并非因最
初有姓朱人家在此落户而得名，而是因

此地明代时曾是专为宫廷养猪的场所而
得村名。明万历年间《明会典》载：“（令）
清河猪房现养花猪、黑猪，照旧听光禄寺
取用”。由此来看，今天清河西部的朱
房，明朝时是专门为皇宫饲养猪的地方，
以用于各种祭祀活动，故嘉靖三十九年

（1560 年）《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称其为
“猪房”。清末时谐音变为“朱房”。

母猪胡同位于东城区中部，今称“北
梅竹胡同”。明代曾有人在此设猪舍，专门
饲养母猪，以出售猪崽为生，时称“母猪胡
同”，万历至崇祯年间地图已有标注。清初
已无猪舍，但地名沿用。乾隆十五年（1750
年），北京城地图将其记为“母猪胡同”。
1947年，根据谐音改为“梅竹胡同”，后又
改称“北梅竹胡同”，1949年后沿称。“北梅
竹胡同”今已因城市改造而消失。

官猪圈位于东城区北部，今称“官书
院胡同”。元大德六年（1302 年）建文庙

（孔庙），在此举行的祭孔典礼属于大祀。
祭祀时，煺掉鬃毛的整猪即为重要祭品之
一，所以庙内设有省牲亭，为祭祀前宰杀
牲畜及家禽的场所。为了宰杀方便，在该
庙东侧设有一处官猪圈，由太监在此饲养
祭祀所用生猪。明末官猪圈迁往它处。
清宣统时称“小后井”，1947 年称“官书
院”“小后井”。1965 年整顿地名时将小
后井并入，后改称“官书院胡同”。

还有一些以猪而称的地名，与地势
地形有关。

小猪圈胡同位于西城区中北部，今
称“小珠帘胡同”，呈“丁”字形走向，原
称小猪圈，早年间以街巷形似猪圈而得
名，后谐音为“小珠帘胡同”。

猪尾巴胡同位于西城区中部，今称
“朱苇箔胡同”。清代“猪尾巴胡同”位
于镶红旗地界，因胡同形似猪尾巴而得
名，1911 年后谐音改为“朱苇箔胡同”。

猪营儿、猪房、
官猪圈、猪尾巴胡同
因猪的饲养场地及
地形而得名

如今，北京城区只剩下 2 个保留着
“猪”字的地名，那就是顺义区的猪头山
和昌平区的猪八泉。

在《北京市顺义县地名志》中，记载

了“猪头山”得名的传说。在顺义县龙
湾屯乡、大北坞村的北面，有一座形似
大猪头的山，相传明朝永乐年间有山西
移民在此定居，以种植庄稼为生。有一

年秋后，忽然有一群野猪出没于此，为
首的是一头足有三百多斤的公猪，它们
将成熟的庄稼全给糟蹋了，村民们又气
又恨。说来也怪，每年秋后庄稼成熟
时，这群野猪都会出现。有一年秋后，
村里的一个年轻人要为民除害，就扛着
一把大砍刀，守候在庄稼地里。没出三
天，那群野猪就出现了，那头高大的公
猪拱在最前面。年轻人手握大砍刀，当
那头公猪拱到他眼前时，便挥刀向它砍
去，不偏不歪，正砍在那猪的脖子上，把
硕大的猪头砍了下来，其它野猪一见四
散而逃，割下的猪头被扔到村北的高坡
上，第二天竟变成了一座高山，形似猪
头，被称为“猪头山”。

猪八泉位于昌平县域北部山区、黑

山寨乡分水岭村西小岭西侧。据《北京
市昌平县地名志》载，相传有一年大旱，
分水岭村的水井都干了，人们四处寻找
水源。村西王老根饲养了一头老母猪，
一天晌午他到山上放猪，烈日当头，猪
被热得直哼哼。忽然，它像发现了什
么，在一块山石下拱了拱，然后用前爪
儿扒个不停，竟从山石下涌出一股泉
水。王老根一见又惊又喜，趴在泉水边
儿喝了几口，这泉水清凉爽口，于是回
到村叫来乡亲们。人们用铁锨在泉水
旁挖了挖，竟发现一个山洞，泉水由此
流出，从此村上的人有水吃了。因这山
泉为猪拱扒而得，故称“猪扒泉”，后谐
音为“猪八泉”。

（据《北京晚报》）

猪头山、猪八泉
如今仅存的“猪地名”
均因传说而得名

老北京与老北京与““猪猪””有关的地名有关的地名

猪市大街

（今东四西大街

）
。

官书院胡同

。

韩美林生肖作品

。

一盏昵称“大吉”（画珐琅玻璃大吉
葫芦式挂灯）的宫灯，故宫文物医院镶
嵌组工作人员给出的诊断书写道：灰尘
覆盖，珐琅伤缺，玻璃伤裂、断，彩绘起
翘、剥离，丝穗糟朽、缺失。

只能用纯净水“洗澡”
“大吉”的葫芦灯笼骨架是铜胎珐琅，

再用锁扣镶上42块大小不一的玻璃为身。
由于年久老化，一处玻璃断裂成两半，在灯

体形成一个“空窗”。“大吉”修复的第一步
是“洗澡”，而且全程只用纯净水，不使用其
他化学清洁剂。清洗这一步，必须符合两个
要求：一个是有耐心，一个是胳膊细。镶嵌
组的郭思达符合条件。他用医用棉签蘸着
纯净水，将42块玻璃擦拭得一尘不染。

操作台上，有一大排长短不一的细
棍，有些还带拐弯，这都是郭思达特意
制作的清洗工具——擦拭宫灯内壁，全

靠这些绑有棉签的细棍。
“洋胶”无创补裂

“大吉”灯身的主材是玻璃。早在
200 多年前，玻璃制作技术已在国内出
现。雍正元年，养心殿安装了两块玻璃
窗；至清乾隆中晚期，故宫已经出现“满
安玻璃”的做法。重新粘合断裂的玻璃，
也不能用常见的 502 胶，更不能随便用
一款化学胶水。选用的是海科斯塔的进
口胶。这种胶无色透明，是一种环氧树
脂胶粘剂，在国际上有很多利用这款胶
修复文物的成功案例。修古老的文物，
用新技术、新材料，效率不是首选，首先
要保证的是安全稳妥。这款胶老化速度
慢，不易变脆起皮儿。而且它干透固化
后与玻璃间的折射率相近。还可以实现
可逆，而不会对文物本体造成伤害。

内画穿隐形“防护服”
修复中还要给玻璃内壁彩绘穿“防

护服”。“当初画的时候是，矿物质颜料里
掺了胶粘剂。时间久了，胶粘剂就失效了，
颜料会脱落、开裂，有些地方会皲裂。”孔
艳菊说，“这回我们给局部涂抹了明胶，加
以保护。”这层明胶相当于隐形“防护服”。
这种胶是一种大分子的亲水胶体，无色，
有时有一股动物骨头的臭味儿。“相当于
给颜料补了一次粘黏剂，使其不至于脱
落。”还有一些珐琅釉料掉了的地方，用一
种 B72胶封护了一下。这也是一种胶水，
是现在世界文物保护领域中使用较为成
熟的一种表面封护和加固材料，针对金
属质地文物的锈蚀及残损部位进行表面
渗透加固及封护保护效果较好，适用于
陶瓷、玻璃等材质。 （据《北京日报》）

修 宫 灯〖国粹〗

走进故宫博物院，从这
座拥有186万件文物藏品和
世界上最现代文物医院的博
物馆里，寻找承前启后的线
索，探秘五千载文化与现代
高科技如何对话，讲述文物
修复师背后的故事。

正在修复的

﹃
大吉

﹄
。

英国肯特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
296 名女性的完整生育史，结果显
示，生男孩女性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
比生女孩高71%至79%；生男孩的母
亲如果生产过程中出现分娩并发症，
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比没有出现分
娩并发症的女性高174%。研究人员
认为，这或许因为生男孩或经历分娩
并发症导致母亲大脑化学平衡发生
改变。 （据《深圳特区报》

生男孩或更易患产后抑郁症

珠市口大街旧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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