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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节日我们的节日··端端午午

我司开发建设的项目备案名：双珑原著府，项目推广

名：龙湖·双珑原著已通过政府部门验收，具备交付条件。

项目的集中交付办理时间为2020年6月28日至2020年6

月30日，请您按照通知书约定时间如期到双珑原著府项

目现场办理交付手续，详细情况请关注“宁波龙湖”官方微

信通知。

特此公告。

宁波新慈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6日

宁波龙湖双珑原著府交付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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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端午
假期的第一天，你那里是大雨滂沱
还是细雨霏霏？
从市气象台昨日 12 小时（4

时-16 时）来看，地处北部的余姚、慈
溪两地雨势最为明显；镇海、江北及海曙

等地的雨下得也不算小；相比之下，宁海、
象山、北仑等地则多是细雨蒙蒙的状态。
剩下的端午假期将“改头换面”，“热”情登场——

从市气象台的预报看，26日、27日两天，市区最高气
温将出现大幅攀升，预计可达32℃-34℃。相较25日的最高

气温26.3℃，可以用“一个像夏天，一个像春天”来形容。
26日和27日两天，大家若是有出游计划的，各种防暑降

温举措记得做起来。当然，防雨的举措也不能松懈。在26日、
27日两天，多以阵雨或午后雷雨的形式出现，极有可能来得猝
不及防。

本报讯（记者 陶倪 通讯员 裘鹏峰 汪生彬）昨天是端午
小长假第一天，记者从高速交警宁波支队指挥中心了解到，上
午9时开始，宁波境内高速路段流量逐步增加，大流量路段主要
集中在辖区南北大通道G15沈海高速（杭州湾跨海大桥、南接
线、甬台温）及G1523甬莞高速。截至中午12时，宁波辖区共
发生交通事故34起，无人员受伤。

宁波绕城高速作为宁波出城的主要入口，昨日通行压力较平时
增加不少，作为前往溪口景区的重要枢纽，宁波西枢纽自上午9时
30分前后就出现排队过匝道的情况；姜山北枢纽受姜山段事故和大
流量影响，也出现排队通行的情况；另外，由于前往象山的车辆较多，
加上绕城三车道并一匝道的设计，致云龙枢纽转甬莞匝道缓行。

端午小长假首日
高速部分节点车流量较大

“热”情的假期
要开始啦

本报讯（记者 黎莉）又是一年端午，或许
是为了让宁波人能开心过个节，连日下雨的老
天也放了半天的“晴假”。趁着这半天的时间，
食客们抓住机会去排队买一份烧鹅回家，为端
午节的这桌子菜，添上个圆满。

端午节在宁波人眼中是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旧时出嫁的宁波女儿在端午节这天要回娘家，女婿
要挑“端午担”，而那些尚未“转正”的毛脚女婿，也需
要挑“端午担”去讨准丈母娘的欢心。端午担少则四
色，多则八色。其中鹅要成双，鹅头颈涂成红颜
色，路上鹅叫得越响越好，称“吭吭鹅”。随着时
代的变迁，活鹅逐渐被烧鹅等熟食制品代替。因
此端午节吃烧鹅也就成了宁波人的习惯。

要说宁波的烧鹅，一定绕不过“雄兴”这家
店。昨日下午1点半，记者来到位于张斌桥菜
场旁的雄兴烧鹅时，老板熊先生刚刚歇下来。
做了几十年，熊先生深知端午这天，烧鹅是宁
波人桌上少不得的硬菜，因此有备而来。从昨
日凌晨1点，店里就开始起炉，500只浙东大白
鹅排着队“进炉深造”。

“早上6点10分已经开始有生意了，没一
会儿就排起了长队。好在我们家门口地方大，
排个几圈倒也不会妨碍周围的交通。”熊先生笑
着说，亏得上午没下雨，大家才方便排队买。

500只新鲜出炉的烧鹅还没到中午就已经
售罄，这个量比去年多出了100只左右。不仅是
烧鹅，店里面麻油鸭也卖掉了200多只，其他诸
如牛肉、鸡腿、鹅翅膀之类熟食也非常抢手。

除了当仁不让的“头牌”烧鹅外，昨日其他的
烤禽产品一样热销。例如被宁波的老饕称为“排
队专业户”的兴宁烤鸡，上午10点多，购买烤鸡
的消费者已经从店门口排到了解放南路上。老
板王德荣告诉记者：“上午没下雨，生意确实很
好，总店和南塘店加起来卖了四五百只烤鸡，比
平时多了五成，比平时的双休日也多了三成。”

本报讯（记者 张海玉 通讯员 徐铭怿 惠晓阳 文/摄）端午节，裹
粽子、吃粽子是不可少的习俗。然而，在宁海长街镇，端午节除了吃普通
的三角粽，还有一种四四方方、足有八个角的粽子，当地人称为“横包粽”。

在长街镇洋湖村，63岁的张莉娟早早准备好了材料，在长街菜场摆
摊卖了二十多年粽子的她，早在半个月前就有不少熟客预约，点名要吃

“横包粽”。而这天她精心准备的，却是“非卖品”——她读书的小孙女一
早就嚷着想要吃奶奶做的“横包粽”，而且要求，只要糯米不要馅儿。

“横包粽”又叫做鞋爿粽、柴爿粽，作为宁海长街的传统美食之
一，以大竹身上的竹笋壳作为外包，外形呈长款四方形。

张莉娟十二三岁跟着姑姑学包“横包粽”，20多年前就开始在菜
场卖粽子。她说，“横包粽”的难度比一般的粽子稍大，现在只有上了
年纪的人还在使用这种传统的手法去包粽子，在洋湖村，会包“横
包粽”的就剩她一个。因为“横包粽”代表着家乡的味道，所以端午
时节，这种四四方方的粽子特别畅销。

张莉娟说，传统的“横包粽”会在里面加入剥壳后的蚕豆、红
豆、豌豆。虽然看着不大，拿在手里却是沉甸甸的。记者拿着
一个包好的“横包粽”往电子秤上一放，妥妥的一斤半。“横包
粽”的吃法也很有意思，因为太大，一般都是家人一起享用，
不能用刀，要用包粽子的麻绳。粽子剥壳后完整放入盆中，
用包粽子的麻绳，双手各拿一端，像切面包一样把粽子切
成一片一片的。喜欢咸的，沾点酱油;喜欢甜的，则可以
放点白糖。

这种四四方方的粽子
你吃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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