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健
之窗

“最近我戴美瞳的隐形眼镜总觉
得不舒服，眼睛干。我们知道购买质
量不好的隐形眼镜会对眼睛造成伤
害，那么质量好的隐形眼镜就不会对
眼睛造成伤害吗？”近日，市民陈明英
打来热线电话。带着这些疑问，记者
走访了达城部分眼镜店。

据了解，就算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质量好的隐形眼镜也不是完全无害
的。因为隐形眼镜属于直接接触角
膜的一种医疗器械，而角膜所需的氧
分80%来自空气，戴了隐形眼镜之
后，会造成角膜缺氧，时间久了，会引
起角膜水肿以及发炎。因此，医生建
议，一天中，佩戴隐形眼镜的时间最
长不要超过10小时。

不过，医生也没有完全否定隐形

眼镜，只是需要佩戴者注意使用的方
法，平时多眨眼，保持眼睛湿润，避
免长时间佩戴，保持眼部卫生等都
是必要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使
用隐形眼镜时还得因人而异，有些
人群是不能使用隐形眼镜的，比如
常见的眼部感染、炎症性疾病、干眼
症、急慢性鼻窦炎等，生活工作条件
差、个人卫生习惯相对不良的人不能
佩戴。

采访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些专
业的眼镜店里都有国家医疗机械许
可证。店员称，因为隐形眼镜属于
三类医疗机械，所以消费者在购买
隐形眼镜时，最好到正规的眼镜店
购买，以防买到假冒伪劣的隐形眼
镜。

连续佩戴隐形眼镜
不要超过10小时
□本报记者 孟静

乐于洗澡大概是女人的天性，
她们热衷于保持身体的清洁，无法
容忍皮肤上的汗渍、污垢陪伴她们
超过24小时以上，每天洗澡是起码
的。不过最近来自于墨西哥墨旭尤
州立大学的一项皮肤病研究，给爱
干净的女士们，也包括洗澡过于勤
快的男士们当头浇了一盘冷水——
洗澡过于频繁会导致皮肤癌。

“快节奏的生活和便利的生活
条件增加了人们洗澡的频率。”负责
这项研究的阿拉伯病理学家贾德
巴�胡浓妮说道，“而过于频繁的洗
澡，会带来与人们做这件事的初衷
恰恰相反的结果——有害健康。”先
前的研究表明，频繁的洗澡会洗去
身上本来就不多的皮脂，加剧皮肤
干燥，从而导致皮炎；用力搓洗也会
致使本就脆弱的表皮受损，细菌、真
菌趁虚而入，造成皮肤感染。而最
近的这项研究明确显示，经常性的
皮肤受损会引起免疫能力下降，各种
随之而来的炎症日积月累下的产物
就是——皮肤癌。

“节制是唯一可行的办法。”胡浓
妮说道，“一周洗两到三次就够了，而
且搓洗的力度也不要太大，身上有些
污垢并不会影响健康，甚至还会起到
保护皮肤的作用。”

洗澡时间久了，反而会觉得浑身
无力。疲劳与血液中的乳酸浓度有

关。有研究显示，剧烈运动后，洗澡
5分钟，血液中的乳酸浓度几乎没有
变化；而洗10分钟，乳酸浓度会降低
7-8毫克；洗30-60分钟，乳酸浓度
就基本恢复到疲劳前的水平了。对
一般的上班族或轻微劳动者来说，洗
澡15分钟，体内的乳酸浓度就可以
恢复正常水平，否则时间长了，会消
耗体力，反倒使疲劳感卷土重来。

（晓萱）

洗澡时间太久或致癌
每次15分钟最佳

那些流传至今的味道

“问我大竹竹几何，根串七县连九
州。”这句散落于民间、流传至今的诗句，
是对大竹的赞誉。而在竹乡的沧桑更替
中，独具地方特色的食品——大竹豆干，
也在岁月轮回中历久弥香。而在众多商
家生产的品牌中，尤以观音镇出品的贺家

“观行”豆干出类拔萃，属《大竹县志》记载
的名土特产，是当之无愧的百年老字号品
牌。

贺家“观行”豆干，原名“仁”字豆腐
干。起源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
贺家第四代传人贺瑞富的外祖父刘炳然
（原名刘泰安）首创。它的由来，源于一巧
遇。

1890年初的一天，一白发老者携儿
带女在蜀东访亲途中被抢，沿途乞讨至大
竹兴隆场。刘炳然在兴隆场经营有客栈
茶楼，为人豪爽，乐善好施，被当地人称为

“仁”字号袍哥大爷。刘见老者面目慈善，
顿生恻隐之心，将其一家三口收留在自己
的客栈内，免费提供食宿。老者一家休整
数日后，由于思家心切，不愿久留，执意上
路。刘炳然再三挽留不成，便为老者备足
行囊盘缠。临走前，老者做了一道绝活
菜：“黄金龙须”（豆腐干切成的细丝），并
将其制作手艺及配方传授给刘炳然作为
答谢。刘炳然如法炮制，食客皆奔“黄金
龙须”而来，生意愈加红火，于是萌发开设
制作豆腐干作坊的念头。

是年，刘炳然的“仁”字豆腐干作坊开
张，并在包制豆腐干的木制模板上刻上
36个“仁”字，制成的每大张豆腐干上的
36小块中均显一个“仁”字，因此，“仁”字
豆腐干扬名于世。刘独家精心经营“仁”
字豆腐干作坊，严守工艺秘方，于民国十
五年，把独门配方传于独生女儿刘明菊
（即贺瑞富的奶奶），成为第二代传承人。

1931年，经媒人介绍，刘明菊认识了
家住观音乡永兴村贺家沟（现观音镇雁尔
村）的贺呈发，同年嫁入贺家，并将豆腐干
制作工艺带入，贺家开始制作豆腐干。豆
腐干每张一市尺见方，重二两五钱，视之，
薄如纸壳、色泽金黄，皮张绵实、光洁润
滑；闻之，咸香清雅、诱人食欲；食之，爽滑
细腻、口感绵韧。

随着时间的推移，贺家三个子女逐渐
长大，相继成婚，刘明菊的儿子贺献政、媳
妇赵天云，成为第三代传承人。

1979年，观音公社创办企业，把豆腐
干作为当地特色产业来抓，刘明菊受聘作
技术指导，从小跟着奶奶一起学习制作技
艺的贺瑞富便跟随一同前往。

通过多年制作经验的积累，贺瑞富的
豆腐干制作技艺已是炉火纯青。1989
年，贺瑞富在老家添置起了豆腐干生产用
具，开始了家中传统手工作坊生产。后
来，他在观音街道租得一间民房，扩大生
产，告别了走街串巷的兜售历史，进而摆
设摊点销售。2000年，大竹县观音镇贺
家豆干厂挂牌成立并注册“观行”商标。

2008年，“观行”牌豆干被列入达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0年荣
获“达州市十佳名小吃”、“大竹县特色旅
游商品”；2011年荣获大竹县“十大小
吃”等殊荣。2012年，贺瑞富将原厂注册
改为四川省贺家观行食品有限公司，目前
公司已跻身为全县规模以上食品生产加
工企业。

今年，“观行”牌豆干又在原有口味的
基础上，增加了泡椒、香辣、孜然、香菇、麻
辣、五香软豆干等多个口味的品种，满足
了不同的消费群体需求。“观行”豆干年产
量可达200多吨，年产值增至1000多万
元。

观音豆干的百年历史
□本报记者 王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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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达城

我是在达城武斗正酣、派仗的
枪炮声响得最激烈的时候到农村
插队落户的。下乡才短短3个月，
火烧达城的惨剧发生了。

那是1969年7月9日，达城的
造反派和保皇派又发生大规模武
斗。为了扫清西门城外的射界，便
于观察城外保皇派的动静，守城的
造反派在西门外放了一把火，将红
旗仓库到红旗桥的街道点着了，达
城顿时烈焰腾空，火光熊熊，烧红
了半边天，100多间民房化为灰
烬，铸成了达城“文化大革命”中财
产损失巨大的火难。

我当天远在复兴乡下，看到达
城浓烟滚滚，烧得半边天都变了颜
色，知道达城发生了大火。到了晚
上的时候，有进城的人回来说，那
火是造反派故意纵的，西门外被烧
掉好大一片。我们的家正在西门
外，我急得一晚上都没有合眼。第
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从九龙
村经马踏洞、五里店、狮子桥往家
里赶。走到文家梁，天大亮时，老远
就看到我们家那条街道已被烧成
一片黑乎乎的焦土，面目全非，什
么都没有了，只剩余烟袅袅。我站
在废墟前，欲哭无泪。

家在哪里？父母在哪里？一家
人还好吗？

经过打探，得知父母被造反派
赶出家门后，住到西圣村我同学周
文仁的家里去了。我马上赶往周文
仁家，见着父母姐姐，还有郎师叔
一家。窝虽然没有了，但一家人都
还平平安安，也算是不幸中之万
幸。周文仁家的房子也很窄，这么
多人挤在这里不是办法。我们两家
十多口人，随着我，到了复兴我的
那个家。郎师叔一家投奔他的亲友

去了，我们一家就只能由我来安
排。

农民兄弟真是厚道善良。得知
我们家遭了大难，房子被烧了，这
家送点米，那家送点面，这家送点
油，那家给点盐，使我们家把日子
对付着过下去。特别是刘仁君家，
还把自己家的房子专门腾出一间
给我的两个姐姐住。

房子虽然被烧，但父亲还要上
班，单位给他在曹家院子找了一间
房子，全家人在乡下住了一个多
月，才搬回城里那个临时的家。

达城西门大火之后，上边出了
一条政策，允许被烧户在原地重
建，但建筑材料得由自己想办法筹
措。我是家里的长子，当时又是家
里的独子，给父母重建一个家是
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要钱家里没
有，要关系家里也没有，唯一可
以依靠的只有我这个在农村当知
青的儿子。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
听说我家遭了那么大的无妄之
灾，特别同情，他们非常爽快地
答应，建房子的木材在生产队的
自留山里伐，砖瓦就由我在生产队
的田里做，做好的砖瓦土坯就在生
产队的砖窑烧。

建房子要木料，还要砖瓦。做
砖坯瓦坯，要一定技术，也最耗费
体力。在我做坯烧瓦的那几个月
里，我半夜起床，刘仁君也跟着半
夜起床。我挖泥挑泥，她就送水送
饭；我和泥踩泥，她也卷起裤腿来
踩泥；我往窑里码坯子，她就给我
往窑里递坯子。我累，刘仁君也跟
着累。房子被烧后的第二年底，我
们家在被烧毁的平房原址上，建起
了一座一楼一底的瓦房。

就在这同甘共苦的你来我往
中，我和刘仁君也收获了爱情，明
确了恋爱关系。

后来，我被招工回城。1973年

8月，我与刘仁君办了结婚证，11
月办了结婚酒。她的城市户口轻而
易举解决了。我一直主外，把工作
干好；她一直主内，带孩子，把家料
理得井井有条。

我与 3月 10日这个数字有
缘。1969年3月10日，我把户口迁
移到复兴公社；1972年3月10日，
我又把户口从复兴公社迁回了达
城；1973年3月10日上午，我把刘
仁君接进城，下午我和母亲回赵固
乡下，把弟弟谢永泉接回城里顶父
亲的班。

泉娃子20岁回到父母身边。
我和母亲去接泉娃子时，大幺爸大
幺妈不愿意放他走，他们当初接收
泉娃子的目的，就是要养儿防老。
我反复给大幺爸大幺妈做工作：

“泉娃子进城顶班多不容易，幸喜
我参了工，如果我没有参工，顶替
接班的就不是泉娃子，而是我，想
把他从农村弄进城都不行。只要将
来泉娃子在城里有了工作，他不会
忘记你们的养育大恩。”大幺爸大
幺妈也是明白人，所以，当天晚上，
大幺爸大幺妈就答应了放泉娃子
走。

后来，我们一家人都严格遵守
诺言，对大幺爸大幺妈认真照料。
泉娃子为了不使大幺爸大幺妈再
劳累，进城不久，自己租房子住，就
将大幺爸大幺妈接进了城，赡养义
务比不少亲生儿子尽得还好。后
来，泉娃子不幸早逝，我们这几姊
妹继续接过泉娃子的赡养接力棒，
继续对大幺爸大幺妈尽孝，在精神
上给予慰藉，在物资上给予保障，
直到大幺爸大幺妈双双活到81
岁，我们热热闹闹把他们“送上
山”。赡养父母，不管是生父母还是
养父母，都要尽心尽力，这是做人
的底线，也是做人的起码良知。

（连载之十八）

提起编织毛衣，似乎是妈妈那一
辈的独家记忆。不过，达州主城区有
一些编织毛衣的小店，可让你重温童
年时穿着妈妈织的手工毛衣的温暖回
忆。一款透气、温暖、柔软又富有弹性
的手工编织时尚长款毛衣，不仅可以
抵御严寒侵袭，还能更好地展现你迷
人妖娆的身材和甜美淑女的气质。

棒针毛衣重回流行榜首

“这一季的时尚杂志不约而同地
用母亲款式的粗棒针织带我们坐上时
光机器，重温上世纪80年代的美好时
光。众多长款毛衣的出现也让人眼前
一亮，针织毛衣一改以往老气的面貌，
以全新形象走上时尚尖端，这也促使
了我们编织行业的再次兴盛。”从事了
编织行业10余年的陈琼告诉记者。

“老板，这个款式有没有？你能织
出一样的吗？”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时尚
白领关小爱拿着一本某知名品牌的款
式前来询问，“今年粗棒针织强势回
归，不要再以为粗棒针是老气、臃肿的
代名词，这一季的粗棒针配合镂空、编
织等装饰，无论是复古的圆领毛衣，还
是女性味十足的长开衫，都是你绝对
不能错过的潮物。周末我去了一趟成
都，不少专柜都以棒针毛衣作为主打
款，价格可不便宜，一件大品牌毛衣起
码在1200元左右，这让刚参加工作的
我消费不起。而在针织店的话，至少
能节约一半的费用，刚打听了一下，在
600元左右。”

编织毛衣更温暖

记者走访部分编织店看到，不少
市民在挑选毛衣的款式、颜色上，都想
给冬天多点温暖，多点绚丽的色彩。

“上世纪90年代，长款棒针毛衣
非常盛行，如今穿长款毛衣给人一种
复古感，结合一些现代元素更是时尚
看点十足。”中心广场一毛衣店老板
称，最近来这里买毛线的不少，免费学
织毛衣的也多，前提是得在这里买
线。她指着一款麻花针粗线带帽长款
毛衣说，这是今年的爆款，线的价格1
斤在100元左右，长款的2斤多线就
可以织一件。记者注意到，这件毛衣

与网上流传的爱马仕毛衣花纹类似，
有复古味。

代织毛衣的价格从100-300多
元不等，有的复杂款式是不少中低档
毛线的10倍。由于到了冬天，前来选
线订款式的人太多，一般一件毛衣要
在20天左右才能拿到手里。记者看
到店里也有高档毛线，机织比较划算，
只需几十元加工费。

自己编织更快乐

“爸爸马上要过生日了，送他什么
生日礼物更好呢？考虑了很久，趁这
段时间公休，加班给老爸织件个性毛
衣吧，让他这个冬天不再冷。”32岁的
公司职员何倩倩正忙着向南外一老板
讨教毛衣的新款织法。

这家店面挂了不少婴幼儿的毛线
衣。退休老师周老师是织衣师傅，她

说，只要将你想织的样式或图片给她
看，她绝对能依葫芦画瓢，根据样式的
不同难度收费，一般在100元以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如今喜欢手工编
织毛衣的并不仅仅是中老年人，也有
一些年轻人加入其中，她们中以准妈
妈居多。

据了解，手工编织毛衣是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流行的一门手艺，但随着
社会的变迁、服装产业的发展，人们放
下了手中的针
线，自己动手编
织毛衣的人越来
越少。不过，时
尚总是在不断变
化，如今，手工毛
衣凭着传统技艺
特有的那份魅
力，让不少人钟
情于它。 热时尚

编织毛衣
温暖你的冬天
□本报记者 孟静 摄影报道

编织毛衣生意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