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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菜系是全国八大菜系之外，唯
一以人名命名的菜系。从东坡菜系看东
坡的美食追求，看东坡美食与美诗。”12
月22日（冬至）下午两点半，“东坡大家
讲”系列讲座将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继
续开讲，本期邀请到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理事、“苏东坡传说”非遗传承人、三苏祠
学术委员会委员王晋川，带来《人间有味
是清欢——东坡美食谈》。

王晋川说，苏东坡不仅是“雄视百
代”的“千古第一文人”，也是引领餐饮
潮流的美食家。苏东坡的一生经历北
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典

领八州，谪贬三地，足迹几乎踏遍了北
宋疆域。

“苏东坡所到之处，深入民间，不仅
遍尝美食，还常常亲自动手烹饪。”王晋
川介绍，其制作的菜肴，食材易得，烹制
不繁，粗中见细，化俗为雅，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东坡味道”，成为川、鲁、粤、苏、
徽、浙、闽、湘八大菜系之外，唯一以人名
命名的菜系——“东坡菜系”。为辉煌灿
烂的中华饮食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苏东坡的美诗与美食联系紧密，特
别是他被贬之后，在诗中更多有了美
食。据不完全统计，苏东坡一生有400多
首诗词与美食有关。”王晋川说，苏东坡
众多美食记载中，尤为出名的当属《猪肉
颂》。

“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
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

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
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
得自家君莫管。”

“有版本说价贱如粪土，是不对的，
应为泥土。”王晋川说，猪肉在宋代确实
不太受待见，上层几乎很少食用，一般都
是普通老百姓吃，所以价格很便宜。“苏
东坡到了黄州后，因为俸禄锐减，所以才
开始吃猪肉。”

王晋川解释说，劁猪技术在明代才
普及开来，所以宋代的猪，基本类似于现
在的野猪，皮很硬，肉也有腥骚味，大家
都不喜欢吃。“所以苏东坡才会用火慢慢
煮，可能是在慢煮过程中，一方面把肉煮
软糯了，二是把腥味去除了，才有了东坡
肉，后来慢慢才延伸出东坡肘子。”

王晋川说，自己跟东坡一样也是个
大吃货，所以很喜欢研究菜的做法。“现

在很多人过年都要吃的东坡肘子，就大
有讲究。”王晋川说，东坡肘子要做好，选
料和制作过程都很重要。

一是要选前肘，不要用后肘。“前肘
是活肉，更软糯，后肘肉相对硬且柴。煮
出来后，有根多大的骨头支出来的就是
后肘。”

二是煮制过程中要二次加工。“第一
次煮到七成熟时，要拿出来放凉，让皮收
紧，逼出脂肪。等完成冷却后，第二次要
用蒸的方式烹饪。这样做出来的东坡肘
子，肥而不腻，入口即化。”

12月22日下午，王晋川将在眉山三
苏祠博物馆盘陀像前，带来这场名为“东
坡美食谈”的讲座。封面新闻APP将对
本场讲座全程直播，不能亲临的朋友可
以关注封面新闻APP线上收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庆 王越欣

讲好向上向善的成都故事

2023成都网络文明大会启幕

为何黄州猪肉贱如泥土？
苏学专家王晋川：宋代猪肉硬且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12月18
日，主题为“网聚文明力量·点亮城市之
光”的2023成都网络文明大会在成都菁
蓉汇拉开帷幕，旨在展示成都市网络文
明建设的成果，搭建网络文明交流互鉴
的平台，助力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本次大会由四川省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指
导，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成都市
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成都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成都市互联网界联合会
承办。

成都作为一座网络文明之城，近年
来培育了一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的网络名人，产出了众多鲜活生动接地
气、昂扬向上有朝气的精品佳作。

本次大会现场颁发了“金芙蓉·文
明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征文、摄影大赛，

“发现美好 爱上成都”网络文明短视频
挑战赛，“金芙蓉·文明让生活更美

好”——成都市第二届公益短视频大
赛，2023“蓉城最美先锋主播”，“金芙
蓉·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发现文明之
美”市民随手拍“十大暖心视频”“十大
暖心主人公”5大奖项，集中展示了成都
网络文明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活动现场，新浪微博四川总编辑黄
昱、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副秘书长蔡
锐、属地网络大V“小万姑娘”万洁、网
络作家宁航一、成都市道德模范肖晓、

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邹韵涵等6位代表
共同发布《共建网络文明成都倡议书》。

随着本次网络文明大会的成功举
办，成都将进一步汇聚全社会、全行业
的向上向善力量，推动网络发展、治理
的有机统一，促进网上网下正能量的
融合传播，打开向善而生、向美而行的
城市发展新通道，以清朗文明的网络
空间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成
都篇章。

“高买商”的四川人 推动消费有一套
最近，年轻人逐渐觉得曾经懒

于理会的各类积分、优惠券“真香”；
中年人继续贯彻“不买立省百分百”
的中心思想，把钱花在刀刃上；老年
人看似高调的退休旅游里则贯穿着
错峰出行的省钱智慧……寻找品牌
代工厂、国货好物分享、简易做饭技
巧、巧用积分消费券等五花八门的
省钱奇招不断刷屏社交网络。

表面上的“抠门”，实际上是市
民的“买商”正在不断提高。在四
川，人们就是凭借着越来越精明的

“买商”，共同寻找真正“巴适”的好
生活。

服务“高买商”
巴蜀有智慧

作为土生土长的阆中人，在外地工
作多年的汪先生四年前回到家乡，从一
家零售公司盘下了位于阆中古城内的超
市，并取名为“阆中世纪华堂”超市。据
他介绍，离这个地方不到400米就有一
家规模较大的在当地已经营了近十年的
国际连锁超市，之前的公司就是因为在
近距离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才离开
了阆中。

汪先生却对这样的“挑战”很有信
心。“毕竟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二十多
年，对当地的消费习惯比较了解，县城的
老百姓不是没有消费力，只是需要用好
的产品、好的服务打动他们。”

“世纪华堂刚开业时，受当时疫情影
响，无法正常营业，汪先生选择在这段时

间里“苦练内功”。“做好我们自己的品
控，特别是在蔬菜、水果、猪肉、禽蛋这一
块，让周边五百米到一公里范围以内的
消费者对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知
道我们产品的新鲜是有保证的。这也是
老百姓对我们最认可的方面，其次就是
我们的价格划算。我们都是特别用心地
做好超市的每一个细节。”

在汪先生看来，虽然自家超市的规
模和商品数量不一定占优势，但有人情
味的服务会让更多人愿意到自己的超市
来。“如果我们缺少某些商品，顾客又愿
意在我们这买，我们就会去一些线上超
市代买送到他家里去。”

用心的服务不仅屡获当地老年群体
的好评，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成为他们
的消费群体。据汪先生介绍，一般情况
下，当地超市客群中年轻人只占到20%
左右，但阆中世纪华堂的年轻客群却维
持在40%，这一比例甚至还在不断提高。

然而随着直播电商和线上商超的出
现，同行的竞争变得激烈，虽然阆中世纪
华堂已通过优质的服务和产品初步积累
了自己的基本客户盘，但要想拓展市场、
扩大优势来吸引更多“高买商”消费者仍
是一大难题。

金融助力拓客
由“高买商”发展出“高卖商”

为了做大做强，汪先生一直很重视
拓客平台和宣传渠道，但传统的营销方
式效果有限，也不太可持续。

因为一直和建行阆中支行有业务往
来，一来二去，汪先生发现建行能够给到
的支持和自己的需求十分契合。于是在
今年上半年，他爽快地入驻了建行生活
App。“免费入驻后，后续长线的合作才是

最重要的，建行无论是在技术上的支持，
还是他们自身的影响力和覆盖度，都能给
我们这样的本土超市带来更多帮助。”

事实证明，汪先生的判断没有错。
2023年11月，建行四川省分行联合阆中
世纪华堂，在建行生活App上开展了系
列的营销活动。商户在建行生活App
上的发优惠券、会员日免费领菜等活动
一经推出，便成效显著。平日里，世纪华
堂的客流量一般是2000多人次，活动期
间，足足翻了一倍多，达到5000多人次。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收获”。除了活
动期间带来的高人流量，和活动带来的
长尾效应，超市还吸纳了一些原来隔壁
商超的客户。“很多人看我们店小所以从
来没来过，其实他们只要来过第一次，就
很可能来第二次。”有些年轻人为了使用
从建行生活App领到的优惠券，第一次
来到世纪华堂消费，才发现这家不起眼
的店面别有洞天。

这次活动也让汪先生对自家品牌的
知名度有了切身感受。自家的产品质量
和优质服务是开店的底气，百姓们的支
持是不断优化服务的动力，建行生活
App则是汪先生免于为拓客发愁、安心
管理超市的后盾和保障。

好的合作效果，离不开双方的默契
配合。在落地本次活动的过程中，建行
的工作人员与汪先生一起进行了多轮会
议讨论，积极配合各种推广物料的制作、
策略的落地。

“我热情，他也热情，大家一拍即合，
结果就会特别好。”汪先生感慨。“如果这
样的活动单由超市来承担，或者建行一
方承担，都很难形成一个长期的局面，所
以我们两方合作能给老百姓带来更丰

富、更持续的实惠。”建行阆中支行的马
经理表示，对于建行生活App来说，超
市的影响力、百姓的消费，也同样为自己
带来了引流作用，形成三方共赢的局面。

作为县域推广的一次试点，与阆中
世纪华堂的成功合作，也让建行四川省
分行对于助力县域经济发展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对于县域地区，像“建行生活”
这样的数字平台，能够勾连起消费者和
商户两端，在让消费者获得实惠之余，也
帮助了商户提升知名度、吸引客流。进
一步而言，数字技术促进市场的红火，也
将向更多一线品牌展现出县域经济的活
力，吸引更多品牌入驻县域。目前，汪先
生的第二家超市正在筹备中，选址在距
离第一家店两公里的地方。

除了与阆中世纪华堂的合作，建行
四川省分行也在广元市旺苍县域与商超
客户合作，搭建全链营销服务体系，让商
户的线上线下经营都更加方便、高效。
比如，建行四川省分行灵活运用“千店千
面”等工具，与商户的不同经营环节及场
景适配，提高消费者触达商户活动信息
的机会，也让他们获得更直接的实惠。

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做
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
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建行生活
与四川本土商超的合作，正是将数字金
融落到实处，让数字化真正化为市民手
中的实惠，融入到柴米油盐的温度当中。

接下来的春节返乡等时间节点中，
建行还将继续推出一系列惠客活动，进
一步提振居民的消费信心，助力线上、线
下的民生消费加速复苏。截至目前，“建
行生活”平台累计注册用户1.25亿。在
城乡消费者“买商”越来越高的当下，这
些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安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