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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好开启新的一周，最高温冲上32℃

南京立夏“尝三新”，苋
菜、香椿头抢手

民间有句谚语“立夏尝三新”，
“三新”也可以说“三鲜”，南京人习
惯将“三鲜”分为水中、田里和树
头。螺蛳、河虾、鲥鱼为水三鲜，苋
菜、蚕豆、豌豆糕为地三鲜，樱桃、
青梅、香椿芽为树三鲜，都是当前
应景的时令食物。

5月 5日上午，现代快报记者
在秦淮区大明路一家农贸市场看
到，每家摊位都将苋菜摆放在显眼
位置，“红绿相间的6元一斤，全红
叶苋菜 7元一斤。”一名摊位老板
表示，最近苋菜产量大，价格降下
来了，前几个月刚上市时一斤卖到
15元左右。“今天一上午就卖出二
三十斤，就剩最后这一把了。”

市民刘女士买了一把红苋菜，
准备回家做道苋菜皮蛋汤，为立夏
添一道时令菜。“把皮蛋、火腿肠、姜
蒜一起炒，再倒入开水和苋菜一起
煮，老人孩子都爱吃，味道鲜得很！”

在时鲜菜中，以两计价的香椿
头是当之无愧的“野菜顶流”。作为
树头上的“三鲜”之一，香椿头也被
称为“树上的蔬菜”。上午11时左
右，市场内不少摊位的香椿头已经
售罄。记者走访了解到，香椿头的
价格基本都是3元一两。“香椿头以
前贵，一斤要上百元，现在快下市
了，都便宜了。”一名摊位老板说。

在雨花台区的一家连锁商超
内，记者看到，香椿头按盒卖，一盒
100克，售价为10.9元。店员表示，
三四月份主要销售的是来自云南和
南京本地的香椿头，目前都已经下
市，现在卖的是产自四川达州的香

椿头。

立夏节气，江浙一带还
有这些习俗

在江南地区，多地都有“立夏
尝三新”的俗谚。在苏州地区，“三
新”指刚成熟的樱桃、青梅和麦
子。《清嘉录》记载，“立夏日，家设
樱桃、青梅、禾畾麦，供神享先，名
曰‘立夏见三新’。”尝完“三新”不
过瘾，苏州还有饯春筵、李酒会、七
家茶等习俗。宴席菜肴中，有酒
酿、面筋、芥菜、白笋、咸鸭蛋、青蚕
豆等佐餐。

在无锡民间也有“立夏尝三
新”的习俗，分为地三鲜、树三鲜和
水三鲜。地三鲜即蚕豆、苋菜、黄
瓜（或元麦、蒜苗）；树三鲜即樱桃、
枇杷、杏子（或梅子、香椿头）；水三
鲜即海蛳、河豚、鲥鱼（或有鲳鱼、
黄鱼、银鱼为其一）。

在浙江部分地区，人们还保留
着立夏吃乌米饭的习俗。乌米饭
是一种紫黑色的糯米饭，是采集野
生植物乌桕树的叶子煮汤，用此汤
将糯米浸泡半天，然后捞出放入木
甑里蒸熟而成。

在杭州余杭，流传着“吃了立
夏狗，东西南北走”的俗语，与余杭
交界的湖州、嘉兴一带，同样有逢
立夏吃“立夏狗”的习俗。据钱江
晚报报道，“立夏狗”是以米粉团为
原料，混合艾草、南瓜、紫薯等食
材，将米粉团制成小狗的形状，寄
予家中长辈的美好心愿，希望孩子
吃了“立夏狗”，能像乡间的小狗一
样活泼健康。

立夏这天，杭州还有吃立夏饼
的习俗。立夏饼个头迷你，有豆
沙、椒盐等口味，做法有点类似苏
式月饼。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苏宁）想
选家合适的养老院，却不知道问
谁？想了解喘息服务怎么申请，
不知从哪里入手？不同群体、不
同年龄层、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
人诉求多元复杂，在南京，这些涉
及养老的问题都可以问身边的

“银发顾问”。现代快报记者了解
到，日前，南京市民政局决定组建
南京市养老服务市级特聘银发顾
问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
并发布招募公告，面向社会公开
招募各领域专业人才，以期更好
地为老人提供高质量服务。接下
来，南京也将常态化地开展这项
工作。

征集对象要求在养老服务政
策法规、养老方案定制、医疗护
理、慢病管理、康复保健、老人照
护、法律、社会工作、设施建设、行
业服务、运营管理、人才培养、技
能鉴定、适老产品开发与经营等
领域具有较深的研究积累或丰富
的实务经验。原则上具有中级
（含）以上职称，或在相关领域从
事研究或实践工作5年以上。

成为市级特聘银发顾问后要
做些什么？招募公告里作出回
答，比如需要根据邀约按期到南
京市养老服务质量指导中心接受
市民养老相关咨询服务及答疑活
动；参与养老服务相关调查研究、
评估论证、政策起草、标准制定等
工作；参加涉老政策、法规、标准、
制度、经验的学习、宣传、解读；学
习养老、关注养老、研究养老，积
极为养老服务献计献策等。

招募公告里提到，对专家的
优秀成果，积极向上推荐并且予
以奖励；对工作积极、成效显著
的专家，将向专家所在单位反
馈。经南京市养老服务质量指
导中心接收报名材料及初步资
格审查后，由南京市民政局组织
召开评审会确定。经研究确定
后，将发文及颁发证书，并在网
站对外公布。

根据招募公告，接下来，南京
还将开展常态化的专家征集工
作，有意者可自行在南京市民政
局网站下载填写《南京市养老服
务银发顾问专家自荐（推荐）表》。

现代快报讯（记者 韩秋 顾
潇）这个“五一”假期，扬州古运河
水上游览线的游船热闹非凡、座
无虚席，刚刚上线的“古运河上的
小剧场”，让游船成为热门网红打
卡地。

这个“五一”假期，在扬州古
运河东关古渡，等着登船游览古
运河的游客排起了长龙。随着游
船缓缓启程，舷窗外的景色不断
变换，船舱内“古运河上的小剧
场”也拉开了帷幕。“老渔翁，一钓
竿。靠山崖，傍水湾……”扬州市
曲艺研究所青年演员邱雨的一首
扬州清曲《板桥道情》，引来游客
的阵阵掌声。山东游客金磊告诉
现代快报记者：“江南的小调特别
优美，一边荡漾在古运河上，一边
欣赏着传统曲艺，让人感觉特别
灵动，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据扬州全域旅游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把大运河文
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和“让
古运河重生”的要求，“古运河上
的小剧场”在这个“五一”假期正
式走上游船，表演的节目中既有
扬州评话、扬州清曲等传承超过

百年的传统代表剧目，也有近年
来的新创剧目；演出阵容既有中
国曲艺牡丹奖获奖演员、一级演
员，也有20岁的青年曲艺新秀。

据扬州全域旅游有限公司统
计数字表明，5月1日至4日，古运
河水上游船共接待游客近2万人
次，游客量有了明显提升。

针对“古运河上的小剧场”，
扬州大学文学院特约研究员李广
春认为，运河本身就是流动的文
化，在古运河游船上开设小剧场，
这是文化的叠加。采取这种形式
把扬州的传统文化展现给五湖四
海的游客观看，引流了城市的口
碑，提升了城市形象，不经意间传
承了扬州文艺，传播了扬州文
化。同时，这一载体也是让外地
游客了解扬州地方传统文化的一
个很好的窗口，让旅游产业链得
到了延伸，值得称赞。

李广春认为，扬州有关部门在
古运河游船上开设小剧场，让外
地游客在短暂的几十分钟对扬州
的文化有了浓缩的了解，也在不
知不觉中让扬州文化传承有了根
脉，担负起传统文化的传承责任。

古运河上“小剧场”成热门打卡地

5月5日是“五一”假期的最后
一天，江苏笼罩在阴雨中，体感凉
飕飕的。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新
的一周，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无
明显降水，且温度逐步上升，5月
11日-12日全省的最高气温将达
到27～32℃。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卢河燕/文
赵杰/摄

立夏过后，午后注意阵
雨“突访”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气
玩变脸，前三天晴好，后两天阴
雨。5日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仍
被阴雨覆盖，截至下午 2点，普遍
雨量中等，淮北及东部沿海地区局
部出现了大雨。

气温下降非常明显，降雨的区
域十分清凉。5日下午2点，江淮
之间到淮北一带只有15～17℃，苏
南南部地区相对高一些，也只有
20℃出头。当天，全省最高气温
22.1℃（吴江），其次昆山21.8℃，太
仓21.5℃。

5 日迎来了二十四节气的立
夏，这个时节北方气温渐升，易出
现干热风；而南方的雷雨增多，强
对流天气频发。进入立夏节气，昼
长夜短特征更加显著，气温明显升
高，雷雨天气也逐渐增多。

以南京为例，今明后三天以云
系变化为主，但6日和7日两天的
午后可能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
雨。当然，立夏不等于入夏，南京
常年入夏时间是5月19日。

新的一周，最高温冲
上“3”字头

随着雨水渐止，气温将迅速反
弹。新的一周，虽然其间温度有小
幅波动，但整体呈现回暖趋势。5
月11日-12日，全省最高温度将达
27～32℃。

具体预报如下：6日全省多云
到阴，江淮之间局部地区有分散性
阵雨。7日全省多云，苏南地区有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8日-10日全
省晴到多云。11日全省多云有时
阴，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
或雷雨。12日苏南地区多云到阴，
其他地区多云。

气温方面，5月6日最高温度：

淮北西部地区27～28℃，其他地区
26℃左右；最低温度：苏南地区
16℃左右，淮北地区12～13℃，其
他地区14～15℃。5月7日最高温
度：淮北西部地区28℃左右，其他
地区25～26℃；最低温度：东北部
地 区 12～13℃ ，苏 南 地 区 15～
16℃，其他地区14℃左右。5月 8
日最高温度：东部地区22℃左右，
淮北西部地区27～28℃，其他地区
23～24℃；最低温度：东部地区
10～11℃ ，苏 南 南 部 地 区 13～
14℃，其他地区12～13℃。

南京三日天气
今天 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

雨，偏西风转偏东风，风力4
级左右，15～27℃

明天 多云到阴，午后有分散性阵
雨或雷雨，东北风3到4级，
16～26℃左右

后天 多云到晴，东到东北风4级左
右，14～25℃

江南立夏习俗不止“尝三新”
5月5日8时10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这也是夏季的第一个

节气，标志着万物进入旺盛生长季。在南京，有“立夏尝三新”的节令饮食
习惯，苋菜、螺蛳、樱桃、香椿、青梅等都是应景的时令食物。此外，江浙一
带还有吃乌米饭、立夏饼、“立夏狗”等习俗。立夏这天，你“尝三新”了吗？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史童歌 文/摄

各摊位上将苋菜摆在显眼位置

▶立夏了，春将尽，夏渐长，南京潇
潇雨水连葱茏，睡莲绽放（扫码看视频）

小游客拍摄非遗曲艺表演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顾潇 摄（扫码看视频）

养老问题搞不定，找“银发顾问”
南京组建市级特聘银发顾问专家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