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把网绷紧，别让鱼跑了……”1月28日，

宣州区向阳街道河北村百亩塘水库迎来今年首次

冬捕。寒风阵阵，捕鱼师傅们却干劲十足，整齐的

口号打破了水库的平静，水面上鱼儿扑腾，溅起层

层水花，现场鱼跃人欢，瞬间便热闹了起来。

◇本报记者 王肖肖/文 叶竞文/图

又到一年春节时，在郎溪县梅渚镇，手工素鸡

进入了生产和销售的旺季。素鸡作为郎溪美食“建

平十六鲜”之一，是忘不了的家乡年味，也是春节期

间招待亲朋好友的一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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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亚婷和朋友特意来商场内的咖啡店拍摄“新

年照”。咖啡店内用气球和彩纸轧制的飞龙造型十分气

派，全长 20 米盘旋于店内，“巨龙”表情栩栩如生。“各家

店都铆足劲装饰新年，我们只需要穿得喜庆一点，在店内

和装饰合影，随手一拍就是贵气十足的新年照。”李亚婷

站在“巨龙”前开心地对着镜头摆造型。

除了“龙里龙气”的新年装饰，记者看到不少奶茶店

都推出了新春“联名”，且各家奶茶店，新年元素一个比一

个“卷”。“‘龙须银丝千万缕，纤糖似雪化春雨’，买奶茶送

龙须酥”。市区国购广场内一家奶茶店店主刘静说，为了

吸引客人，在春节期间专门推出了一批和“龙”相关的龙年

“限定”，销售时间也只有过年这一个月。在另一家甜品店，记

者看到“龙点睛奶茶”的招牌，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桂圆又称

为‘龙眼’，这款茶里加入了桂圆，寓意用龙眼茶唤醒大家的‘睛’气

神。”店主张扬介绍。

走访中，记者看到市区不少服饰店内也是“龙气满满”。

在市区状元南路上的多家服饰店，记者看到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

服饰正成为时尚潮流的热点。服饰店老板杨娟介绍，近些年，随着国风的

兴起，带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服饰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很多人对新中

式风格情有独钟。眼下恰逢新年，不少顾客专门购买马面裙和旗袍作

为新春“战袍”，穿上既拉满中式氛围感，又方便时时“出片”。

在儿童服饰店，有对襟、斜襟、盘扣等中式元素的拜年服，销售正

旺。市民张茹特意选择了有“龙”“凤”图案的拜年服给自己的儿女：“过

年不仅要穿龙服，还要给孩子们搭配上龙头鞋、平安锁，希望讨个好

彩头，祈福新的一年红红火火、万事如意。”

不仅是买买买，记者看到不少商家还精心准备了新春套餐，有

买有送，让顾客开心加倍。

什么样的套餐，让市民乐开花？

市民张冬冬向记者展示买两杯咖啡送一份对联的快乐。他手

中的对联长度只有10厘米左右，上面印满了可爱的“龙头”。春联上

的话语十分俏皮：龙年登场赚大钱 薪薪向荣一整年。“迷你春联方

便贴在手机、电脑等任何位置，再加上是赠送的，感觉直接把福气送

给了我。”张冬冬说。

市民胡瑞就餐后，店家赠送了扇子形状的红包。每根扇柄上都粘贴

一个红包，10个红包为一组，再系上中国结流苏作为点缀。“赠送的扇子红

包有新意，红包数量多、打开有排面，特别适合送给长辈或女友。”胡瑞表

示，贴心的龙年赠品，也寓意着分享福气、传递福气，收到这样的赠品，喜

悦幸福自然“爆棚”。

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姚村老街南巷的“春

来浩糕饼坊”，这家店依然保持着“前店后坊”的

经营模式。走进后面的作坊，店主陈浩武与工人

师傅正忙着赶制米花糖。他们先将麦芽糖稀熬

制到恰到好处，再将爆米花倒入锅中，和糖稀一起

搅拌，然后装模碾压，最后切成小块，堆满簸箕。两

间不大不小的作坊里，热气腾腾，糖香四溢。

陈浩武告诉记者，他家从他爷爷那一代

就开糖坊，到他已是第三代了。1985年出生

的他，先后在姚村派出所当辅警及姚村社

区工作，因为父亲患慢性病，不能胜任作

坊里的活计，他 2018 年辞职，子承父

业。“当时还是有点纠结，考虑到这个

产业毕竟是祖传的，在我手里中断

了，蛮可惜的，后来就干脆辞职回

家做糖。”

多年来，陈氏糕点一直坚持传

统工艺制作，采用当地生产的生态

食材做原材料，产品类别以节令为

导向，端午节做绿豆糕，中秋节做

月饼，遇到婚庆的时候还会有新人

来定制麻饼。“做得最多的就是过年

的糖食，以米花糖为主，还有芝麻糖、

豆子糖、馓子糖、花生酥等，从农

历 十 月 开 始 ，足 足 要 做

3 个月，做出来的成品

糖得有2万多斤。”

“给我拿两斤米花糖和一斤芝麻糖。”今年

已经81岁的天湖村村民金炳先早上从家里走了

4公里路来到糖坊买糖。他告诉记者，从小他就

吃陈浩武爷爷做的糖，这么多年过去了，依旧是

老味道，“又酥又脆、不粘牙，入口即化，最适合我

们老年人。”

作为姚村老街的老字号，糖坊的这些糖食

不仅受到附近村民的喜爱，也吸引了许多来姚

村旅游的游客。蒋杨静是陈浩武的妻子，她负

责销售。她说，这几年，她也学会了用手机做

微商，把米花糖等糖食推广到更远的地方，让

更多的人品尝到山里的老味道，让记忆中的乡

愁留在舌尖。“现在我们的糖也开始通过网络

销售，有些在外读书、务工的乡亲，过年过节回

不来，就在微信上找我订糖食，想吃一口家乡

的味道。我就把糖食寄到他们的手上，让他们

感受到家的温暖。”

姚村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姚慧

告诉记者，2018 年，姚村糕饼坊制作技艺被列

入郎溪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目前正在申报市级非遗。如今，该镇有 3 个省

级非遗和 4 个县级非遗。为了保护和传承这

些非遗项目，该镇在深度挖掘和提档升级的

基础上，利用全域旅游的优势，开展了一系列

的非遗展示展销、交流体验等活动，丰富了旅

游的内涵，也为非遗的活态传承利用打开了

新局面。

最近一段时间，市区大街小巷，“龙”年元素火

热上线，处处“龙里龙气”。

市区万达广场，设置了龙年主题打卡点，各式

各样的“龙”图案环绕在商场内外，灯笼、对联、窗花

更是随处可见。卡通人偶龙宝宝热情地和市民们

互动，看到小朋友前来，还主动求合影、求抱抱。

在该水库 270 余亩的塘口里，仅在水库边角处，留

下好几十平米的水洼，大部分鱼儿都集中于此。三名捕

鱼师傅牵着渔网边沿，另一名师傅深一脚浅一脚地推

着简易船只从远处走来，将鱼往渔网“口袋”里面赶。

走水、拉网、出鱼……几十米的渔网在大伙儿的合力配

合下慢慢收起来，渐渐地缩小了“包围圈”，捕鱼作业正

式开始了。

不一会儿，水面上冒起了鱼群游动产生的气泡，

不少鱼儿“铆”足着劲从水面跳跃而出，试图跳到渔网

外。紧接着，鱼儿越来越多，成百上千条鲜活体肥的

鱼儿们“排队”被渔网兜住。岸上，看热闹的人们也纷

纷下到水库旁边，个个上下其手，将鱼儿抓进桶

内，现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这一网估

计 有 好 几 百 斤 的 鱼 ！”看 着 满 满 一 网 的

鱼，师傅们分工合作，有的负责拉紧渔

网，有的负责将鱼抓进船舱，有的按照

鱼的品种负责分拣到大桶内，还有的将

分拣好的鱼儿运往小池塘内养起来……

“之前投入了一万多元的鱼苗进去，今

年冬捕预计能够捕获三万多斤鱼儿，主要是鳊

鱼、鲢鱼、草鱼等鱼类，捞上来的鱼每条都是又肥

又大，最大的鲢鱼预计有30多斤。”塘主张启方笑着

说道，“马上过年了，大家都奔着‘年年有余’的好兆

头，加上我们这里养殖的鱼没有投放饲料，纯野生的，口

感比较好，鱼很好卖，差不多能有20多万元的收入。”

据悉，百亩塘水库始建于 1975 年 10 月，属于长江流

域水阳江水系。水库集水面积 0.53 平方千米，汛限水位

19 米，总库容 37.18 万立方米。“我是 2017 年开始承包这片

水库的，每年租金三万多元。水库面积比较大，一般两三

年才抽干一次，去年没有抽干，捕了差不多一千斤鱼儿。

这次正好赶上晴好天气，前后花了 20 来天才将这里的水

全部抽干，捕上来的鱼主要就在周边销售，以后还准备多

投点甲鱼苗。”塘主张启方一边望着活蹦乱跳的鱼，一边

介绍道。

每天天未亮，姚兰兰家的豆腐加工作坊里已

热气腾腾、豆香四溢。作坊内，伴随着电机的轰

鸣声，只见乳白色豆浆从磨浆机的出口倾泻而

下，一旁的瓦缸里，不一会功夫，细细密密的泡

沫，不停地聚拢又散开，发出淡淡的豆香。姚兰

兰和家人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一个磨浆、一个

卷素鸡、一个浇百叶、一个榨水分……

今年40岁的姚兰兰，做素鸡近20个年头，价

格实惠、味道甚佳。父亲的手艺，在她这里得到

了延续，豆腐作坊也成了夫妻店。豆腐坊规模变

大了，生产能力提高了，但经过时光打磨的老手

艺却一直没变。因为一直坚守的素鸡传统制作

工艺，得到了乡里乡亲的喜欢和认可。泡黄豆、

沥水分、磨豆浆、点石膏、浇百叶、卷素鸡……问

起如何做好素鸡，姚兰兰坦言没有秘诀，只有两

个字——用心。哪个环节都重要，哪个环节都少

不了，一步挨着一步，每一道程序都要用心严格

把关，才能最终汇成软嫩细滑的素鸡。“超市里卖

的素鸡没有我们的新鲜，吃起来味道就差一些，

我们当天做，当天卖，都是赶最新鲜的。”姚兰兰

说道，虽然时代在变，但她一直坚持手工制作的

初心不会变。

每当春节来临，梅渚镇家家户户的年夜饭

桌上都少不了这道美味的素鸡。它不仅是一道

菜肴，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和年味的象征。“老

手艺做出来的素鸡有小时候的味道，我每年都

会来这里买素鸡，家里人也喜欢吃。”梅渚镇居

民金先顺说。

随着年关的临近，姚兰兰每天接到的订单

比平日里多出来不少。“年底是一年之中最忙

碌的时候，为了尽量让顾客都能买到新鲜的

素鸡，我们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制作了。”忙

里抽闲的姚兰兰告诉记者，做了这么多年的

素鸡，十里八乡很多村民都是我的常客，现在

一天能做 300 多斤黄豆，虽然很辛苦，但忙得

开心！

“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对吃的要求也

更高了。但我们始终相信，真正的美食不在于食

材的昂贵与否，而在于制作者的用心与技艺。”姚

兰兰表示，希望这门手艺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让

更多的人品尝到地道的梅渚素鸡，在醇香的味道

中，感受这份独特的年味。

“龙里龙气”
“龙”重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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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糖坊 舌尖非遗




春节将至，行走在郎溪县姚村镇的老街上，一股糖香扑鼻而

来。这里有一家老字号糖坊，已经传承了三代人，用传统手工制

作各种年糖，让山里的老味道和甜蜜的乡愁记忆走得更远。

◇本报记者 胡文慧 特约记者 余克俭 文/图

◇本报记者 余庆 特约记者 余克俭 文/图




 

◇本报记者 刘畅/文 叶竞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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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龙年装饰“龙重登场”。

②手工制作年糖。

③冬捕现场。

④手工卷素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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