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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3月1日电（记者 周润健）太阳系的两颗
行星要“亲密同框”了！天文科普专家介绍，3月2日，水星与
土星将上演“相合”好戏，两者看上去相距很近，最近时角距
离不超过1度。如果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高，有兴趣的公
众可选择相合日及前后几天，在黎明时分借助双筒望远镜
或小型天文望远镜朝向东南方低空观测。

在太阳系的八颗行星中，距离太阳最近的就是水星，它几
乎经常被“淹没”在黄昏或黎明时的太阳光辉里，平时人们很
难看到。只有当水星与太阳的距角最大，即“大距”时，人们才
会比较容易观测到它的“身影”；土星是太阳系中体积第二大
的行星，因自身拥有雄伟、美丽的光环，被誉为“指环王”。

进入3月，虽然水星（0等）和土星（0.8等）的亮度都达
到肉眼可见的程度，但受地平高度、晨光等因素影响，观测
起来还是难度不小。拿水星来说，不久之前，也就是2月17
日，水星迎来了2022年第二次大距，也是首次西大距。在这
前后的一段时间内，都是清晨观测水星的好机会。到了3月
2日，水星的观测条件尚可，但由于日出在即，要想找到它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虽然观测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是由于看上去水星和
土星的距离非常近，好像“无缝”相拥，还是很值得观赏的。

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提醒说，有
兴趣挑战一下的公众可选择相合日及前后几天时间内的黎
明时分，最好是在日出前借助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望远
镜进行观测。观测时，可以璀璨明亮的金星为参照，沿金星
左下方延伸一大段距离，就有望在一个视场内同时看到紧
挨着的土星和水星，但注意一定要避免用望远镜直视太阳。

天文资料显示，21世纪这100年间水星“合”土星共计
发生40次，上一次是2018年1月18日，再下一次是2023年
3月2日。

水星“合”土星
2日上演“星星相吸”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文/摄

“快来看看呀，棉花糖一元钱一个！”“同学，你想吃纸杯
蛋糕吗？”2月25日下午，义乌市艺术学校的食堂里人头攒
动，家长和孩子们化身“厨师”和“摊主”，互相推介自己“出
品”的美食。从传统美食豆腐包、糖葫芦，拉面到甜蜜诱人的
小蛋糕、鸡蛋仔再到创意十足的花式棉花糖、糖饼等等，琳
琅满目且色香味俱全，令人食指大动。

据悉，为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提升学生的劳动素质，
义乌市艺术学校开发了“艺”起慢食光——营养与健康教育
课程。在过去的一个寒假里，同学们根据课程要求，在家里
和家长们一起动手学习制作了各种各样的美食。

为检验寒假课程学习成果，义乌市艺术学校在开学第
二周举办了劳动教育周系列活动，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劳
动教育，帮助学生形成健康的饮食文化理念，培养学生劳动
技能，让孩子们在实践中感受劳动的乐趣。在此过程中，各
班组织还开展了整理抽屉大赛，同学们根据个人劳动成果
拿到相应的劳动币，劳动币可以在“艺”起慢食光美食展示
活动上购买美食。

这次趣味美食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品尝到了各色美食，
大饱口福，也让他们品味到了自己的“劳动果实”，收获满满
成就感。同时，在活动过程中，大家互相沟通协作，家长与孩
子，家长与家长以及家长与老师之间的感情也得到了增进。
在这简单的油盐酱醋、荤素果点中，劳动教育在不知不觉中
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

艺术学校举办
劳动教育周系列活动

▢ 全媒体记者 傅柏琳 文/图

2月25日下午，随着北苑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综合
文化站）传出美妙的伴奏乐声，北苑街道艺苑百花越剧班汇
演拉开帷幕。

越剧长于抒情，有第二国剧之称。经过学员们的精心准备，
此场演出精彩纷呈。大家轮流登台演唱，表演真切动人、唯美典
雅，极具江南灵秀之气。在乐队鼓板、琴师的美妙的伴奏中，表
演者身着精美的戏服，在舞台上尽情挥洒，其或明快、跳跃的曲
调或哀婉舒缓的唱腔让场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掌声连连。

据悉，此次越剧班汇报的出色演出，带动了社区掀起
“越剧热”。越剧爱好者们表示，类似主题培训班不仅丰富了
居民的文化生活，满足了居民的精神需求，也为社区越剧爱
好者提供学习交流机会。“通过开班学习、越剧角互动、文艺
汇演等多种形式开展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越剧爱好者参
加，实现从单纯娱乐向更高精神层面的跃升。”北苑街道综
合文化站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苑街道
开展越剧文艺汇演

这里有个特别有趣的画面，村
的北侧一栋文化礼堂沿路而建，村
内8棵古樟树倚靠楼房，迎风招摇，
处处散发着古朴与诗意，清风吹过，
香甜的青草香令人沉醉。而村的南
侧、西侧与义南工业区相连，饭店、
烘焙店、拉面店、理发店、药店、小吃
店等等各种各样的店铺沿街而设，
踱步行经这里，一股浓浓的烟火味
扑鼻而来，掺和着各种生活气息，让
人脚步便不自觉停留。

三角店村是温柔的、热情的，也
是静谧的，村内仅存的一栋木质老
屋残败却坚挺。据说，这栋老屋内有
18 间，早年间，里面住着十五六户
各姓人家，这里记载着村庄早年的
热闹与辉煌。而今，空荡荡的老屋已
摇摇欲坠，屋门上杂草丛生，阳光拂
过门楣，留下一片寂静祥和。

一边是古香古色，一边是人间
烟火，在同一个村里就能体验到两
种不同的生活，着实令人羡慕。“因
为与工业区相邻，我们村的外来人
口达到了2400多人，是本村人口的
好几倍。”郑其明说，也正因此，村内
新建了好几处停车场，方便大家停
车，但每到夜晚，停车场内车位爆
满，就连村内每条路上都停满了车，
这个村的“留人”妙招成效还是很明
显的。

走过这个村的人都知道，在村南方向有一条商
业街，这条商业街汇聚了中国移动、超市、饭店、理发
店、水果店等等店铺，但店家却来自全国各地。据悉，
这条商业街是村里为了吸引人流而建的，每间店面
一年的租金超过5万元，每年都能为村里增加不少
村集体收入。

每到傍晚4点多，在余晖落下之时，商业街旁的
夜市就开始营业了。热气腾腾的小吃街，人来人往的
蔬菜摊，以及令人垂涎的烧烤铺子，交织着一天来最
浓郁的烟火味，与麻辣、香甜、油滋滋的味觉一起，入
鼻、入眼、入耳，更入心。这份热闹，常常沸腾至晚上
十一十二点，为外地居住者点一盏深夜的温馨之灯，
也为他们营造一种模糊的乡愁，留住一份属于三角
店村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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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文/摄

前有双林禅寺静谧
于竹林与香火之间，后
有塔山景区吸引游客
爬山消遣，佛堂镇三角
店村文化礼堂立于两
者之间，在诗意与现实
中，演绎出属于自己的
烟火舞台。

如果没有用脚步丈
量过这片土地，如果没
有用心灵感受过村庄的
魅力，你不会知道，三角
店村其实是个城乡接合
部。村的这头是古树与
老屋的缠绕，村的那头
却是夜市与店铺的林
立，在动与静之间，小小
的村庄依赖文化礼堂的
立足，达到了城市与乡
村之间的平衡，更奏出
了属于三角店村的独特
乐章。

天气愈发晴朗了，驱车沿着佛
画线一路飞驰，沿路风景在蓝天白
云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明亮与治愈。
当看到“丁家庄”的字眼，立即右转
驶入村内，三角店村文化礼堂便赫
然立于村口。

白墙黑瓦的建筑，是佛堂镇一
贯的风格。不过让人感到新奇的是
文化礼堂内部的空间设计。“这里以
前就是个一层楼的老祠堂，周边高
低不平的山坡，随时有塌陷的风险，
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重新规划与
建造新的文化礼堂，是民心所愿。”
三角店村党支部书记郑其明坦诚
道。他还拿出了一张老祠堂过去
的照片，照片中，单一的板房建筑
没有一点生气，周边环境更是单
调。2019 年，投资了 200 多万元的
新文化礼堂建成使用，室内舞台、
文化讲堂、农耕文化陈列馆、图书
阅览室、书画室、春泥活动室一应
俱全，无论从建筑风格、设计理念

还是使用功能上而言，都超出了预
期，该文化礼堂还被评为三星级文
化礼堂。

“农耕是村民们一直以来的立身
之本，我们不能忘了老本。”郑其明说。
在文化礼堂一楼的农耕文化陈列馆，
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农耕用具，有清朝
光绪年间使用的水车，有驮东西用的
手推独轮车，有肉桶、线板、织纱板、小
孩站桶、酒坛等日常用具，还有工匠做
木工的系列工具，墙上更挂着蓑衣、围
裙等等物品，所有农耕用具摆放得整
整齐齐，在馆内灯光的映衬下，显得格
外新颖、有趣。

据说，整个陈列馆的农耕用具均
由三角店村村民捐出，每一个物件都
有着对应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与村里
家家户户有关。通过收集与农民生活、
农业发展、农村变化息息相关的老物
件，重拾渐行渐远的江南农耕文化，让
村民们继续传承农耕记忆、弘扬传统
文化。

将农耕文明刻入礼堂记忆

迎着春风的方向，从村头走到
村尾，整个村的面貌瞬间清楚明了。
三角店村是个小村落，村庄位于佛
堂镇东面，距离佛堂镇镇区3公里，
村东与云山村区域接壤，南面、西面
紧靠义南工业园区，北面佛画线公
路傍村而过，与雅章村毗邻。村辖区
面积 0.2 平方公里，全村农户仅有
150 多户，人口 350 人左右，2018 年
12月村撤并，三角店村进入佛堂镇
云黄社区。

据了解，三角店村世居六姓村
民（傅姓、郑姓、钱姓、王姓、陈姓、厉
姓）。历年来，六姓村民团结和睦、恪
守祖训、遵纪守法、爱国爱家、安居
乐业，从未有因姓氏不同而争执的
情况发生。近些年来，三角店村民勤
劳创富奔小康，从农耕时代大踏步
走向新时代，并大力开展新农村建
设，村民的经济收入增加了，生活水

平提高了，村庄建设日新月异，面貌焕
然一新。

本村人虽然少，但娱乐活动并不
少。自从文化礼堂建成使用后，村民们
利用该平台，开展了“我们的春晚”、流
动书场进礼堂、书画培训比赛等等活
动。此外，村里还成立了民间文艺演出
队、纠纷调解队、道德银行理事会、邻
里互助促进会、巾帼志愿服务队等等
志愿队伍，用心用情为村庄服务加码。
在文化礼堂内，二楼的大舞台更是为
各种活动提供了便利的平台。

“我们村所有培训、演出等都在这
里举行，村民们可以直接从二楼侧面
上楼梯。”郑其明说。为了让村民进出
方便，村里特意在大舞台侧面开了扇
门，并设计成了中式风格的木质楼
梯，加上气派、宽敞的舞台设计，无论
从美观还是功能上都符合广大村民的
审美。

六姓小村营造融合大舞台

古香古色的文化礼堂

古樟树生长于楼房之间文化礼堂舞台演出

阳光掠过老屋外墙

农耕工具摆放整齐

礼堂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