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农历腊月初一。一入腊月，年就近了。

没有“买买买”的腊月很忙碌

腊月，农历十二月，农闲。旧俗，祭祀是本月的头等大事。
按照以前的习俗，腊月初一民间要“跳灶王”。
《清嘉录》中有记载：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对，扮灶公、灶婆，

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
“跳灶王”如今已不多见，但它和至今在民间“生生不息”的另

一旧俗“祭灶”，有着相似的寓意：讨好灶神，希望其升天后，能在玉
帝面前多言好事，多带好运。

“跳灶王”，也有叫“跳钟馗”的。同样是乞丐装成钟馗，在各
家门前手舞足蹈，美其名曰“驱鬼”，蕴含着人们对平安的向往。

相比“跳灶王”，腊八才算是腊月里第一个重要的日子。
腊八形成之初同样是为了祭祀祖先和神灵。《事物纪原》中曾

说“腊鼓驱疫”的习俗始于上古时期，而成于周代。
后来与佛教相融，腊八的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据《梦粱录》记

载：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寺
等，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

流传至今，腊八喝粥，醉翁之意不在
粥，而是在跟家人、亲朋、邻里分享。

真正忙碌，要从腊月二十三开始。这
一天也被称为“小年”。

按旧俗，除了要“祭灶”，很多人家还
会炒年货，比如瓜子、花生之类的，像炒瓜
子要用到的沙子，多半是半年前就已经备
下的。

随着“小年”的到来，腊月真正的忙碌
开始了。有多忙？民间传唱的《腊月歌》
唱得很详细——“二十三，糖瓜粘；二十
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
肉（炖炖肉）；二十七，宰公鸡（杀灶鸡）；二
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
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天寒地冻”即将来了

关于腊月，有民谚说：“腊七腊八，冻
掉下巴”，理所当然的天寒地冻。

冷空气今天上午“到货”。最先感受
到的是风。今天内陆地区将会有5-7级
西北风，杭州湾和港口的风力可达6-8
级，沿海海面会有9级偏北大风。

大风起兮，降温也不会远。市气象台
说，受冷空气影响，我市日平均气温降温
幅度可达5℃-7℃。今天我市最高气温
预计只有9℃-11℃，根本无法和昨天最
高气温16.4℃相提并论，很可能连昨天最
低气温11.2℃的水平都达不到。

明天最高气温“跌停”，预计只有7℃
左右。

周六最低气温“跌停”，平原地区最低
气温预计只有1℃左右，有霜冻，山区最低
气温零下3℃-零下1℃，有冰冻。

今天白天，零星还会有些小雨，等到
夜里，雨水便会渐渐没了声响。明天一直
到周日白天，均为阴到多云或多云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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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顾芳
晖 傅开华）大家都知道宁波供水有八
大水库，但鲜为人知的是，其中有一座水
库是备用水源，并没有纳入供水管网。
不过，昨天市原水集团宣布，这座水库也
将纳入城市供水体系。

这座水库就是位于海曙区横街镇溪
下村的溪下水库。日前，记者走进溪下
水库加压泵站，听见奔腾的水流在绿色
的管道中轰鸣，水库群联网联调（西线）
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宁波原水集团有
限公司原水管道分公司总经理陈里晋表
示，溪下加压泵站经过4台800千瓦机组
最后全负荷运转，平稳度过供水量约为
18000立方米/小时的试运行阶段，标志
着溪下加压泵站随时可以投产运行，溪
下水库正式具备通水条件。12月23日
下午3时，1台4号机组以3000立方米/
小时的流量成功向桃源水厂前池供水。

据介绍，溪下加压泵站管道一端连
接着桃源水厂，一端是溪下水库。溪下
水库坝址距宁波市区约15公里，水库主
体工程于2008年7月28日通过竣工验
收。运行之初，溪下水库由于所处地势
低，存在供水需加压、成本高等问题，且
当时西线供水基本能满足城市供水需
求，因此主要作为防洪、灌溉、生态和宁
波备用水源地等综合利用水利工程存
在。随着经济发展、市域面积拓展、人口
增加，我市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开始了“境外引水、境内挖潜”两条腿走
路。在水库群联网联调（西线）一期工程
中，由溪下建管道至溪下加压泵站，通过
加压供水至桃源水厂线路。通过这种方
式，溪下水库每年约可供优质原水2400
万立方米。

备用11年
溪下水库终于
纳入城市供水体系

腊月来了
年近了

冷空气也来了
“冻掉下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