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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香肠、风鸡、酱鸭都挂出来
了，好像有了过年的气氛！”日前，在
宁波市江北区一条美食街上，市民
陈先生看到了层层叠叠的香肠、酱
鸭在北风中晾晒，忍不住拍照。细
心的市民发现，这段时间，晾晒美图
不时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冬天里
的一抹风景。

12月7日《宁波晚报》

不论是餐饮商家，还是老百姓
自己，“晾晒美图”的层出不穷，不仅
承载着公众对美食的喜爱，也承载
着人们对乡愁的追寻和对团圆的向

往。在气温较低、空气干燥的冬季，
南方许多地方都会出现“晾晒美
图”；一些阳台上密密麻麻、密不透
风，挂满了腊肉，被调侃为“最壕阳
台”。

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
现代社会，外来居民逐渐增多，香肠
既有本地的，也有川味的、广式的
等。“晾晒美图”不仅成为冬日里一
道特别的风景，也成为年前勾起乡
愁记忆的年节美食。在一个盛行符
号互动的时代里，“晾晒美图”无声
地提醒人们——春节就要到了，合
家团圆的日子不远了。

曾几何时，大多数家庭都没有
冰箱，晾晒的肉类成为一个家庭生
存生态的缩影。谁家晾晒的肉类
多，证明这家人的日子好过。就此
而言，“晾晒美图”具有一定的符号
性。然而，伴随着社会变迁，人们的
消费观念、喜好也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因此与过去相比，老百姓用来自
己吃的腊味变少了，用来做礼物的
腊味却增加了。

通过快递寄送也好，春节返程装
满后备箱或者行李箱也罢，腊味不仅
有家乡的味道，还有“妈妈的手艺”

“爸爸的牵挂”。“晾晒美图”通常都是

长辈们制作好，他们自己食用一部
分，却将大部分馈赠给晚辈们。一些
农村老人还将腊味作为拓展经济收
入的渠道，用来贴补家用。透过“晾
晒美图”这面镜子，我们可以更多地
发现和捕捉到食物与人、人与人、人
与社会的关系。

腊味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年味，
“晾晒美图”意味着春节即将到来。
腊味不仅唤醒我们的美食记忆，也
点燃了我们回归家庭的渴望。在社
会流动不断加速的当下，人们的乡
愁或许会有所淡化，对亲情和家庭
温暖的追寻却没有改变。

“晾晒美图”的背后是亲情乡愁
杨朝清

街谈巷议

业主：垃圾投放点离居民楼太
近，进出只能掩鼻而过。社区：事先
曾征求意见，但无论在哪设点都会
有人反对。垃圾点位，到底设在哪
合适?最近，镇海庄市街道芳辰丽阳
小区北园的居民因为此事很闹心。

12月8日《宁波晚报》

垃圾投放点的设置，最好既不
要离自己家太近，也不要离得太
远。镇海庄市街道芳辰丽阳小区北
园居民所遇到的这个问题，绝不是
个案，相信在不少地方都遇到过。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某小区，垃圾
桶统一放在每栋楼一楼的架空层处。
按照小区建筑规划，架空层就是用来

放置垃圾桶的。但住在二楼的业主心
里一百个不愿意：“小区的范围那么
大，为什么偏偏选择放在我家楼下？”
住在高层的业主反唇相讥：“二楼住
户的购房价格是最便宜的。他们在
享受便宜房价的同时，就应该考虑
到，低楼层会带来哪些潜在问题。”

类似的争论，总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
无法取得一致意见。

对于小区居民来说，垃圾投放
点如何设置，实在非常尴尬。因为
存在“邻避效应”，要想一碗水端平，
做到皆大喜欢，确实有极大难度。

要是有极少数人坚持从自己立
场出发，顽固坚持自己观点，动辄将

相对较为合理的方案一票否决，甚
至动不动就简单粗暴地把设在自家
附近的垃圾箱拉走，垃圾投放点设
置难的死结恐怕很难解开。

过去近一年，杭州金都花园小
区垃圾投放点放在哪里都摆不平，
甚至遭来业主占车阻挠。因为这件
事导致业委会无奈解散。今年6月
初，经历多次会议和讨论会，移动房
车式垃圾房终于在曲折中诞生。为
公平起见，以后每一月，垃圾房车会
搬家一次。

看起来似乎皆大喜欢的每月一
次移动的垃圾房车，以加重管理负担、
增加居民投放难度为代价，如此“不
患寡而患不均”的价值取向，难道真

的就是垃圾投放点设置的最佳案例？
垃圾投放点如何合理设置，让绝

大多数业主能够接受，最终需要少数
业主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承担必
要的牺牲。同时，社区和物业也要进
行科学论证，合理设置，尽量减少矛
盾冲突。广州市海幢街道使用封闭
式垃圾桶，解决臭味的问题；同时在
小区设置一个定时投放点和一个误
时投放点，满足不同居民的需求；社
区还在投放点旁边增设洗手台、雨
棚，方便居民。经过科学规划，有利
于化解垃圾投放点的“邻避效应”，找
到小区居民利益最大公约数，才能取
信于民，满足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精
准投放的基本需求。

垃圾点位合理归宿何在？
郑建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