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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悦 卢明

久违的太阳终于出现，当第一缕

阳光照向丽州大地，荷花年糕厂内早

已蒸汽腾腾，人头攒动，一辆辆私家车

将各自备好的材料从后备箱中取出，

搬运至制糕厂内称量，场面热闹异常。

做年糕是永康人庆贺新年的一种

传统，经过浸泡、磨粉、蒸粉、操捣，稻

米的分子得到重组，口感也得以改善，

操捣后的米粉团在机器的使劲揉压

下，形成一条长长的白条，在经过切割

后，年糕便成型了。

记忆中做年糕是一件非常隆重的

事情，堪比过年，荷花年糕厂的老板楼

志刚说，“做年糕就象征着过年，这段时

间的农村，家家户户都轮流做年糕，我

们小孩子就眼巴巴地等着轮到的那一

天。”

以前，楼志刚家做年糕是用磨的，

讲究的是师傅手艺。现在用机器做年

糕，工序也没以前复杂了，做出来的年

糕均匀许多。”虽然手工做法被机器代

替，但楼志刚用 30 多年的经验最大限

度地还原了儿时味道，荷花年糕厂的生

意也“年年高”，忙时一天能卖出一吨多

年糕。

年糕有红、黄、白三色，象征金银，

又称“年年糕”，与“年年高”谐音，寓意

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年比一年提

高。前来做年糕的顾客根据喜好，准备

不同的食材做出不同种类的年糕，“这

次带了玉米、小米、糯米和米粉，蒸出来

就是黄色的年糕。”市民楼月央说。

旧时用年糕来搭配蔬菜，既是能吃

饱的主食，又是美味的菜肴。现在年糕

已融入了我们日常，煮、炒、炸、片炒、汤

煮等，咸甜皆宜。前来做年糕的曹爱红

顺手拿了一块刚出炉的米粉团，裹上咸

菜便尝了起来，“刚蒸出来的米粉团，热

热乎乎，味道很好，小时候年糕加上各

种配菜就是最好的零食。现在孩子都

喜欢吃年糕梭子蟹，这也是过年聚餐时

必不可少的一道硬菜。”

象珠镇荷沅村的年糕在永康可谓

是远近闻名，许多前来做年糕的顾客

都是专程赶来。“快过年了，孩子们也

都要回来了，趁着今天天气好，准备蒸

一些年糕。这家店的名气很好，这次

过来准备了 35 斤米，浸泡过之后有 43

斤，大概能蒸出 50 来斤年糕吧。”今年

64 岁的陈碧莲奶奶让儿子带着，特地

从古山胡库赶到荷花年糕厂蒸年糕，

“过年了肯定要吃年糕的，过年吃年

糕，一年比一年高。”

□说年味

春节老家有什么传统习俗、活动？
施建辉（上海崇明）：每年少不了

崇明糕、崇明圆子等特色小吃。自酿

的老白酒也是崇明人春节必备的。

李晋云（山西太原）：从初一到初

五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会烧香点灯祭

拜祖先、神灵，祈求来年诸事顺利，身

体安康。

吴鸿升（福建漳浦）：我们这边乡

村房多门多，除了贴春联外，房门两侧

还要搁置两根贴红纸的连根甘蔗，叫

“门蔗”，因为方言“蔗”与“佳”近音，寓

意进入佳境，一直要放到正月初五。

揉捏中的劲道
唇齿间的温暖

扫一扫 看视频
年糕

■新春走基层·寻年味 说年味

□记者 卢明 李悦

春节越来越近了，在我市奔波忙

碌了一年的新永康人也陆续返乡，不

知他们的行李箱内载了多少“永康的

回忆”。

把永康的祝福带回老家
今年 65 岁的吴家军，来自湖南

湘 西 自 治 州 ，是 一 名 退 休 教 师 。

2013 年，他来到我市一学校任教。

2015 年，他离开学校办起了书法培

训班。这些年，夫妻俩都待在永康

“新家”，每到过年才回长沙“老家”与

儿子团聚。

“这些是我写的春联。”说着，吴

家军从包中拿出了卷成一筒的春

联。今年他写了几百副春联，有的送

给永康的学生家长和邻居，有的则带

回长沙送给老乡。这次他把平时惯

用的毛笔也带上了，等回家还要下乡

写春联。

对于吴家军而言，一副小小的春

联，却饱含了他最真诚的祝福。在回

家前就将春联写好，才能在回家后，

第一时间把新年的祝福送出去。

让老家人尝“永康味道”
从事五金行业的小韦在永康工

作已经有半年多了。今年，小韦父母

和女朋友来到我市务工。平时一家

人生活在一起，少了对家人的思念，

但还是选择过年回老家。

从永康到贵州黔西南地区的老

家，小韦一家要坐 20 多个小时火

车。在满满的行李中有一箱印有“年

的味道”的礼盒格外醒目，通红的包

装充满了喜气。

“这是公司发的，老家人没吃过这

边的东西。”小韦说，虽然永康饮食习

惯与老家不同，但永康人都很热情，而

且自己能凭手艺挣到不错的收入。

谈及新年后的打算，小韦表示，

“过完年后再回永康务工，趁着年轻

会多拼搏，再奋斗几年，争取早日给

女朋友一个归宿。”

让孩子用用“永康制造”
27 日 16 时，胡海英夫妻俩早早

在火车西站等待回家的班车。

“我们是江西的，晚上 9 时的车，

凌晨 2 时到江西鹰潭，然后再坐大

巴。”说起回家，胡海英难掩激动。

胡海英夫妻俩在永康务工已有

一年多了，原先打算再晚一段时间回

家的夫妻俩，因为家中的急事，不得

不提前向老板请假回家。

胡海英这次带回家的行李不多

——几只塞满了衣物的白色塑料

桶。“这是我们工地废弃的塑料桶，比

市场上买的还牢固，扔了挺可惜的。

我留了几只在工房，其他的带回老

家，既可以装东西，也可以当凳子，十

分实用。”胡海英说。

等过完年后，胡海英会比往年提

早回永康。“我们打算在开工前，好好

逛一逛这个生活了几年的城市，买几

个永康制造的保温杯寄给孩子。”胡

海英说，这些本来是年前就想买的，

但这次回家太着急了。

带回家的礼物不论贵重，一年一

次的归程，是慰藉乡愁最好的良药。

■新春走基层·探访春运

春运，行李箱中的秘密

把永康的味道带回家
□记者 程明星

本报讯 近日，家住南苑路的徐如

美大妈和记者讲述了一起好人好事。

前几天，趁着超市搞促销活动，徐

大妈从大润发超市一次性购买了 6 袋

大米和面粉。由于外面下着小雨，连续

几个电话向家人求助无果后，徐大妈只

能一边撑伞，一边推着自行车回家。

当徐大妈来到山川路附近时，车胎

打滑，面粉和大米全都从单车上滑落下

来，她十分无助地待在原地。

这时，一辆白色轿车上下来了一位

20多岁的短发女子，二话不说就帮着徐

大妈搬起掉落在地的面粉和大米。

“大妈，自行车带不了那么多东西，

你去哪，我用车子帮你送过去？”短发女

子询问了徐大妈的家庭住址后，便让徐

大妈骑着自行车跟在车后，自己在前方

缓慢开路。

到徐大妈家后，女子又主动帮忙把

大米和面粉搬到楼上。徐大妈连忙泡茶

感谢并询问姓名，不过都被女子婉拒了：

“没事的，小事一桩。”她还贴心提醒徐大

妈下次买东西需量力而行，别那么“拼”。

次日，徐大妈专门赶到永康日报

社，希望通过报纸转达自己的感激之

情。

2016 年-2018 年农村特困户拟批基名单经各村上报，江南街
道办事处初步审查同意。特将农村住房特困户批基基本条件、拟批
基名单公示如下，如有疑义，请在一周内向江南国土资源管理所或
江南街道办事处举报。

一、农村住房特困户批基基本条件
1、人均房屋建筑面积不超过二十平方米；
2、2006年以来未出售过房屋；
3、达到法定结婚年龄，确需分户建房；
4、符合计划生育有关规定；
5、无违章占地建房。
二、拟批基名单
2016年：舒森森 徐伦桠
三、举报电话
江南国土所举报电话：87182921
江南街道举报电话：87182201

永康市江南街道办事处
2019年1月28日

江南街道2016年-2018年农村特困户
拟批基名单公示(第二批)

带着6袋大米面粉，连人带车摔倒雨中

好心女子主动帮忙运送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