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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已进入立冬节气，但就目前的气温来看，更像是“立夏”的节奏。我市近来的最高
气温出现在11月12日，可能达到30℃，最低气温也会上升至18℃，恍如初夏。接下来
的两天，我市都以晴好天气为主，降水主要集中在11月13日、14日，而且依然是局部小

雨，对出行影响不大。
“有糖无糖，立冬绞糖”。立冬时节，糖车开榨，切糖上市。人世间又增添了几分香甜，几分暖意。

立冬过后迎来绞糖切糖甜蜜季

七口铁锅熬砂糖
片片米糖寄情长 溪水潺潺，山峦叠翠，风光旖旎⋯⋯

沿着双舟线步入花街镇云川村陈弄坑自

然村，迎面耸立着一座牌坊，庄严肃穆，

熠熠生辉。陈弄坑跨越武义、永康两地，

村里的凉亭坑古道是以前武义、义乌等

地村民来我市城区和花街镇八字墙赶集

的主要道路。

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全国解放战

争时期，这里一直是红军游击队、浙东人

民解放军第六支队开展游击斗争活动的

地区。1949 年 5 月 8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二野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在师长尤

太忠的率领下，向南追歼国民党李延年

兵团残部，以日行百里的速度奔向永康

县城，拉开了解放永康的序幕。

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主力早几

天就已在陈弄坑驻扎，翘首期盼解放大

军的到来。5月8日清晨，欣闻解放大军

即刻来临，支队长应飞写信并派胡一鸟

火速送到上茭道，通过地下联络站，与尤

太忠接上关系。尤太忠在信的反面写

下：请游击队速回城里接管政权。应飞

接到尤太忠的信后，即派陶健、方高骑自

行车随大军进城联络。

与此同时，在县城的地下党组织工

商界人士，已做好迎接解放大军进城的

准备，动员永康城内所有商店开门营

业，并在门前插小红旗表示欢迎。就在

此时，国民党驻永康的二 O 三师六 O 八

团团长柳继元，深知大势已去，当即布

置抢运弹药至丽水，下令驻缙云和武义

的该团二营、三营赶回永康待命，准备

逃离。

大约下午 3 时，解放军开进了永康

县城，永康宣告解放。解放军进城后，高

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纪律严

明，秋毫无犯。解放军和第六支队的先头

部队指战员，立即在街上开展宣传活动，

张贴布告。确认是盼望已久的解放军来

了，商店就照常营业了，居民也恢复正常

生活。傍晚时分，应飞率第六支队第八、

第九大队指战员到达永康城内，与解放军

胜利会师，欢庆永康解放，欢庆胜利。

在时光的洗礼中，红色根脉已积淀

为花街精神，在这片土地上汇聚。从革

命战争年代坚定信仰不动摇、勇于担当

不退缩，到改革开放新时期接续奋斗、

担当作为，花街人民用新的面貌颠覆了

外 界 对 花 街 革 命 老 区 的 印 象 。 2021

年，花街镇筹资建起了“解放永康从这

里出发”主题展馆。走进展馆，不仅能

看到浙东人民解放军第六支队革命先

辈的生平简历，还能一睹当年解放军留

下的马刀、马灯、水壶等红色文物。墙

上悬挂的一张张版画生动还原了当年

解放军英勇的斗争史和军民一家亲的

温暖场景。

近年来，花街镇大力弘扬红色革命

精神，激活干部群众血脉中的红色基

因，把精神的力量变成行动的动力，冲

锋在前、勇挑重担，接续绘就花街发展

的壮美画卷。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

红色记忆，该镇推出“重走游击古道”

“解放永康从这里出发”为主线的红色

旅游线路，结合八字墙水果之乡农业品

牌和沿线大寒山旅游开发、吕公望故

居、永康首批党支部等旅游资源，做大

做强“红色+”文章，推动红色乡村旅游

提质提效，实现党建工作和农旅产业发

展两促进、双提升。

融媒记者 吕晓婷

重走胜利路
永续红色情

陈弄坑：解放永康从这里出发

随着立冬节气的到来，切农家糖

的人家渐渐多了起来。在龙山镇四路

口中村一家农家糖手工作坊，还没进

门就闻到空气中弥漫着多种糖混合的

香甜味。

循着“嚓嚓嚓”清脆且富有节奏

的切糖声，可以看见手工作坊负责人

正在炒制区忙碌着。起锅烧热，放入

白糖、红糖、麦芽糖和一匙猪油，不同

的糖在热锅中融合又起着各自的作

用。白糖、红糖增味，麦芽糖增黏，猪

油增香增脆增色。倒入芝麻、花生、米

胖等搭配好的食材快速翻炒，再取出在

模具中摊均、压实，紧接着就是最有农

家糖特点的手工切糖，然后装筐置凉

便可包装销售。

农家糖也叫米糖，种类繁多，但

每一种都不离“切”，所以，制作农家

糖也贴切地叫作“切糖”。“农历八月

半以后开始备料，温度低一点开始切

糖。气温过高，农家糖制作出来后难

以置凉，不仅缺少酥脆口感，还影响

保质期。”该手工作坊负责人胡桂芬

介绍说。

米糖是我们过年过节招待客人

的主选食品。对于如何选购农家糖，

胡桂芬向大家分享了一个小方法：

“袋子打开拿出来将近 20 分钟，用手

有毛孔的一面放上去，如果是会黏

的，就说明用的正宗麦芽糖。”

糖香四溢 上考红糖开榨
唐先镇上考村是远近有名的产糖

村。每到立冬节气前后，蔗农和制糖

师傅都在甜蜜的丰收喜悦中忙碌着，

村庄的空气中就会时不时地弥漫着红

糖的香甜气味。

在上考村村口的安强红糖厂，糖

梗通过压榨机榨出的糖汁，经过过滤、

沉淀，放入长长的糖灶进行熬制。七

口连环锅从大到小一字排开，三四位

制糖师傅用专业手法，用锅舀在各口锅

翻动搅拌，观察气泡和颜色变化就能拿

捏糖汁换锅的最佳时机。糖汁在一口

口锅中转移，渐渐浓缩成金黄色的糖

浆。接着，制糖师傅快速舀到木板盆

里，缓慢推开，待出现颗粒状后快速推

铲碾压成砂糖。除了砂糖，红糖还可以

加工成糖子、糖勾、糖麻花等十余种红

糖食品。红糖制作时间有讲究，除了要

等待原材料的成熟，还需要温度达到适

宜条件，气温太高不适宜制作，而立冬

前后正好满足这两个条件。

目前，红糖的价格卖到每公斤 50

元，立冬前后 50 公斤糖梗能制出 4.5

公斤到 5 公斤红糖，预计到大雪节气

制糖能力将提高到12%。从现在一直

到冬至以后，上考糖农们都沉浸在甜

蜜的丰收中。

酥脆可口 农家糖开切

最近永城的天气，就是一个字：

稳。过去七天我市云系较多，气温较

平稳。除 10 月 28 日和 11 月 3 日受偏

东气流和弱冷空气影响有弱降水外，

其他时段的天气均以多云或多云到

阴为主。降水方面，过去七天市本站

降 水 36 毫 米 ，比 常 年 同 期 偏 少

75.3%;平均气温 17.4℃，比常年同期

偏高 0.9℃。就目前的气温来看，本

周气温会一天比一天高，更像是“立

夏”的节奏。

11 月 10 日至 12 日，我市均以晴

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 30℃左

右，最低气温 16℃左右。一般来说，

秋冬季节突然大幅升温，是冷空气来

临的前兆。11 月 13 日至 14 日，一股

冷空气将影响我市，带来降温和弱降

雨，气温会有所降低，最高气温 17℃

左右，最低气温14℃左右。

入秋以来，冷空气几乎没停过，一

波接一波地来，不过，都只是降降温，降

水方面非常谨慎，即使下雨，也很小。

就拿10月份的雨水成绩单来说，全省平

均累计降水量仅为26.7毫米，较常年同

期偏少六成多，明显“不及格”。

据市气象台统计，10 月以来，全

市 平 均 气 温 19.2℃ ，较 历 史 同 期

（19.9℃）偏低 0.7℃。10 月 1 日至 3

日，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我市出现晴热

高温天气，连续三天均突破 10 月历史

同期最高气温（36.5℃）纪录。其中，

10 月 1 日最高气温 37.4℃，10 月 2 日

最高气温 36.8℃，10 月 3 日最高气温

37.9℃。10 月 4 日以后受冷空气影

响，气温开始下降。

今年 10 月，我市平均降水量 34.2

毫米，较历史同期（55.9 毫米）偏少

38.8%。10 月降水集中在上旬，中下

旬全市平均降水量仅8.4毫米，较历史

同期（30.7毫米）偏少72.6%。

总体来看，未来一周，我市大部

分地区晴多雨少，降水仍较常年同期

偏少，秋高气爽和少雨的状态也会继

续，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仍较高。建议

相关部门加强森林防火工作，广大城

乡居民注意野外用火安全，消除火灾

隐患。

融媒记者 施俊涛 吕晓婷

未来一周晴多雨少 注意森林防火

延伸阅读

切农家糖

熬砂糖

喷香的农家糖

香甜的砂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