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博主收徒上百人
将永康美食推向全国各地

胡炜莉在制作肉麦饼

“揉 面 要 左 右 手 交 叉 ，这 样 揉

出来的面才细腻。”近日，记者来到

胡炜莉家中，她正在手把手地教徒

弟制作肉麦饼。从揉面到调馅、揪

饼皮，再到烤饼，胡炜莉教得十分

认真细致。

胡炜莉是象珠镇东圆村江头自

然村的一名农妇，2022 年，她以“炜

姐”的网名，将自己拍摄的永康肉

麦饼和小馄饨制作的视频上传到

网上，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不到

一年的时间，便在抖音积累了 3 万

多粉丝。去年，在粉丝的要求下，

胡炜莉开始带徒。

师父耐心教，徒弟也学得很认

真。徒弟朱汇俊来自金华市岭下朱

镇，早年因车祸导致他只能干一些

轻体力活，他说：“我从抖音上认识

莉姐，永康肉麦饼在金华很受欢迎，

学会后我想先摆摊试试看，卖得好

的 话 ，就 开 一 家 专 门 做 肉 麦 饼 的

店。”

据了解，胡炜莉目前已经培训

出上百名学徒。不少徒弟回到老

家创业开店，有些徒弟做到了日均

营业额五六千元的成绩。胡炜莉

说：“最远的一名学员是延边朝鲜

族人，她在永康 20 多年，非常喜欢

永康肉麦饼和馄饨，学会后就回延

边老家开店了。”

胡炜莉告诉记者，之前她也曾

开过肉麦饼店，虽然开店比做抖音

和培训赚得多，但是现在做的事情

是她喜欢的，她想把永康肉麦饼和

馄饨的正宗做法分享给大家。“全国

各地这么多人找到我，这么喜欢我

们永康的肉麦饼，作为永康人,我觉

得很开心。”胡炜莉说。

融媒记者 吕笑佩

社会·看点2024年12月3日 星期二

融媒编辑：应美君05 YONGKANG DAILY

出门散步
市民“捡”到两匹马
民警提醒，加强家畜看护
避免误入公路引发事故

本报讯（融媒记者 童鹏翔）“我在马

路上竟然捡到了两匹马。”说起前几天遇到

的事情，市民林先生还是觉得很新奇。

近日，正在城区溪中东路附近散步的

林先生注意到，一白一棕两匹马悠闲地在

马路中间溜达，过往车辆纷纷减速避让。

环视一周，林先生未发现马主人的身

影，他又担心马儿会给过路车辆带来安全

隐患。于是，他将两匹马牵到路边，并向市

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电话后，民警郑俊晓立刻带

队赶到现场处理。为尽快找到马主人，郑

俊晓将情况反馈至派出所综合指挥室，由

综合指挥室民警调取沿途监控开展视频研

判，同时他还在微信朋友圈上发了一条寻

找马主人的消息。

20分钟后，综合指挥室传来消息，这两

匹马从胡则路附近跑来。紧接着，郑俊晓

的朋友圈也传来消息，有人认识这两匹马

的主人，并已经将此事告知马主人。

不一会，马主人朱先生赶到现场。他说，

当天他带着这两匹马到胡则路附近参加马术

俱乐部的活动，把马临时拴在活动现场的栏

杆上。不料，马绳没拴紧，两匹马跑了出来。

“没想到，它们跑了这么远，真是太感

谢你们了，还帮我照顾它们。”朱先生不停

地向民警和林先生表示感谢。

郑俊晓提醒市民，要加强对家畜的看

护，避免误入公路引发事故。

又到了一年一度柑橘飘香的季

节。近日，位于舟山镇的观野农业

“红美人”柑橘基地里，20 多亩“红美

人”柑橘迎来了成熟季。在冬日暖阳

的照耀下，一个个色泽鲜艳、圆润饱

满的“红美人”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基地负责人唐建勋和他的战友

们正忙着采摘、分拣和发货。唐建

勋告诉记者，“红美人”一公斤卖 30

元，今年是他种植“红美人”的第五

个年头。2019 年从部队退伍时，他

邀请了两位志同道合的外省战友来

到自己的家乡从事农业。他说：“上

级号召青年人返乡创业，作为退役

军人，我们也希望为家乡贡献自己

的力量。”

尽 管 几 名 小 伙 子 都 是 出 生 于

1997 年的年轻人，穿着也比较时尚，

但干起农活来却十分熟练。“我觉得

退伍军人做农业最大的优势，就是

不怕苦不怕累。”唐建勋的战友林熙

玄说。

然而，受天气等不可抗拒因素

影响，今年的“红美人”花芽分化不

好，产量比往年下降了三分之二。

对此，唐建勋并不担心，他表示：“年

轻人创业的优势在于善于树立品牌

意识。我们会不断通过塑造口碑、

讲好创业故事来吸引更多客户的信

任。”

现在，除了管理果园，唐建勋和

战友还会趁着空闲时间参加各类创

业大赛。此外，唐建勋还计划与战

友外出考察草莓种植技术，丰富基

地种植品种，提高经济效益。他希

望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将观野农

业基地打造成一个多元化、高效益

的现代农场。

融媒记者 吕笑佩

“90后”退役军人回乡创业

“红美人”相伴 事业有点“甜”

唐建勋（右）和战友分拣橘子

眼下正是甘蔗上市的季节，甘蔗

因口感清甜，具有清热解毒、生津止

渴的功效深受市民喜爱。然而在品

尝这份甘甜的同时，也需多加注意，

甘蔗可能会变成致命“毒药”。

12 月 1 日，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

水果超市，了解甘蔗变质原因以及如

何分辨甘蔗是否变质的方法。

“甘蔗要选叶子绿，杆子上没有

长芽，摸上去手感硬且闻着没有异味

的。”城区一家水果店负责人陈华平

告诉记者，甘蔗切皮后，应尽快食用，

否则果肉会发生氧化，颜色慢慢发

红，尽量不要隔夜存放。

“甘蔗霉变主要是在不良条件下

长期存储，微生物大量繁殖所致。霉

变甘蔗质地较软，色泽比正常甘蔗

深，闻之有霉味。”市疾控中心营养与

食品卫生科主任医师石晓波说，“霉

变后的甘蔗中含有节菱孢霉菌，其产

生的 3-硝基丙酸是一种强烈的嗜神

经毒素，主要损害中枢神经系统。中

毒症状最初表现为一时性消化道功

能紊乱，如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

随后出现头昏、头痛和复视等神经系

统症状，重者可发生阵发性抽搐。”

石晓波提醒市民，甘蔗在收获时

往往存在切口，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

中，果肉暴露在外，被霉菌污染的风

险随之变高。在日常生活中，若发现

甘蔗出现“红心”“黑心”时，应及时丢

弃，避免食用，以防中毒。

融媒记者 胡跨

甘蔗有“红心”一口也别吃
疾控专家提醒，甘蔗霉变会产生毒素，应及时丢弃

村里修桥
村民捐了80万元
上丁村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提升村民幸福感

本报讯（融媒记者 许诺）“自己家乡

的公益事业是要支持的，钱要用在该用的

地方。”近日，在舟山镇上丁村廊桥修建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村民代表丁汉宇在捐

款 15 万元后感慨地说。捐款修桥，利在当

代，功在千秋。自2024年9月启动“廊桥修

建”项目以来，该村已收到捐款80余万元。

上丁村位于方山路旁，上接凌宅村，下

连下丁村，是舟山镇红色旅游示范带的重

要点位。近年来，该村加速推进美丽乡村

建设，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实施村

内环境整治和小景观改造，形成了“众人拾

柴火焰高”的良好局面。

通过众人不懈努力，2023 年上丁村被

评为永康市级美丽乡村“十有村”。村内的

环境整治好了，但旅游景点通向村口的水

泥桥却显得陈旧。

“最近，舟山镇举办的一系列文旅活动

吸引了大量游客，但我们村缺少文化特色，

拖了整条旅游风景线后腿，所以我们要加

快推进廊桥建设。”上丁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丁振勇说，“廊桥修建完成后，不

仅能成为上丁村一座新的标志性建筑，为

舟山镇添加一道靓丽的风景，更是村民休

闲、娱乐的好去处，提升村民幸福感。”

目前，“廊桥修建”项目正在施工中，村

民纷纷慷慨解囊，让紧张的项目经费得到

缓解。

廊桥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