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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几个姊妹在一起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团结一心，虽
然每天工作很辛苦，但每个人都任劳任怨，共同为这家店
努力付出。”梅满萍笑着说。

□ 记者 董陈磊

在市区大洋路上，有一家开了三十多年的早

餐店，这家店为姊妹五人共同经营，因此名为

“姊妹早点店”。每到早晨上班高峰期，早餐店

里里外外都是顾客，店里的鲜肉油饼、白粥、馄

饨、糊汤等丽水的老味道，广受附近的街坊邻居

们喜爱。

有些顾客孩提时代起就吃她家的早餐

8月 30日上午 7点 30分，记者来到位于大洋

路与中东路路口附近的姊妹早点店，此时来来往

往就餐的顾客络绎不绝，老板梅满萍正在店里一

刻不停地忙活着。

在门口的油饼摊前，梅满萍的堂妹刘志翠正

在店外煎油饼，伴随着“滋滋滋”的声音，几个喷

香的油饼在油锅里慢慢由白色变成金黄色。刘

志翠告诉记者，每天早晨五点开始，到上午十点

左右收摊，大约要煎 200个左右的油饼。

姊妹早点店的早点种类十分丰富，最具有特

色的是鲜肉油饼，此外还有馄饨、稀饭、糊汤、豆

浆等小吃。

“老板，来一个油饼，一碗馄饨。”油饼摊前

围着一圈人，对许多顾客来说，点一个油饼，再

配上一碗稀饭或馄饨，这样的搭配就是最爱。

“我们家的油饼很受欢迎。”梅满萍笑呵呵地

说，在他们家吃早餐的许多都是老顾客，有些从

孩提时代就开始吃，长大后外出工作还“念念不

忘”，专程回家买她家的油饼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姊妹早点店的店门口就

是公交站台，许多上班族在等公交的过程中，会

顺便在她们家买上一份早餐。“每天早上上班前

都会来这里买一个油饼、一杯豆浆，干活就有了

满满的活力。”附近的居民宋女士笑着说。

早餐种类丰富能满足顾客各种需求

梅满萍家的鲜肉油饼是一大特色，其饼皮用

的是提前发酵好的老面，饼馅是用韭菜搭配调好味

道的猪肉末，而冬季没有韭菜的话会用葱花代替。

记者点了一个油饼和一碗白粥，品尝这家三

十年老店做出的味道。在打小菜的过程中，记者

看到一张小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配菜，腌萝

卜、腌菜心、榨菜……细数一下，竟有 20 多个种

类。在油饼上涂抹梅满萍秘制的辣椒酱，咬一口

饼，再喝上一口粥，吃点小菜，食欲被完全打开。

梅满萍家的糊汤也很不错，非常受顾客的欢

迎，尤其是附近的一些老年人，隔三差五就会来

他们家喝一碗糊汤。

梅满萍告诉记者，糊汤的原材料是山粉，具

有清凉降火的作用，以前很多老人上火后，通过

吃山粉糊来祛火，所以一直保留了这个习惯。

“有时候店里有卖不完的糊汤，我们就会分给附

近的一些老人，或者一些来往的环卫工人，他们

都很喜欢我们家做的味道。”

五姊妹齐心协力将早餐店开好

老板梅满萍今年 60 岁，是姊妹早点店的大

姐，也是老板娘。她向记者介绍，这家早餐店早

在 1992年就开始营业，至今已足足开了三十年。

“年轻的时候在厂里上班，后来下岗了，就出

来卖油饼。”梅满萍聊起当初开这家店的起因，

是希望挣点钱补贴家用。梅满萍告诉记者，卖油

饼是因为自己孩子喜欢吃油饼，而且这种家常的

味道大家都很喜欢，成本也不高，所以一开始姊

妹几人一合计，就出来摆摊卖。“后来摆摊的生

意越来越好，于是就合伙开了这家店。”

“我们现在是姊妹五人在店里，有自己的亲

弟弟妹妹，也有堂姐妹。”大姐梅满萍笑呵呵地

向记者介绍，正因为是姊妹几人开的，所以取名

为姊妹早点店。

“别看我们店小，但活一点也不少，我们五个

姊妹齐上阵，大家一起把这家店经营好。”梅满

萍说，早餐店做的都是早上的生意，所以图的就

是一个早。每天早上 4点左右，姊妹几个就起床

来到店里做准备工作，有人负责去菜场买菜，有

人负责打扫卫生，有人负责发面、揉面，有人负

责烧水、磨豆浆……每个人都有条不紊地负责自

己的工作。等到早上 7点多的时候，来吃早餐的

顾客渐渐多了起来，这是店里最忙的时候。

“几个姊妹在一起做生意，最重要的是团结

一心，虽然每天工作很辛苦，但每个人都任劳任

怨，共同为这家店努力付出。”梅满萍笑着说。

□ 记者 俞文斌 通讯员 陈力豪 徐步珍 朱慧慧

青田，是著名的华侨之乡，也是“九山半水半

分田”的山区发展县、红色老区县。全县现有农

村公路总里程 2228公里，农村公路桥梁 463座，农

村公路隧道 12座。

过去五年，青田县以高水平打造“四好农村

路”为契机，全面推进建管养运协调发展，共完成

农村联网公路建设 144.2公里，农村公路提升改造

519公里，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625公里，农村公路

大中修 315公里，危桥隧改造加固 31座；实现农村

公路等级路率、农村公路列养率、农村公路桥梁

三类以上桥梁比例、建制村通公交车率、农村物

流覆盖率五个 100%，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水平达

到 5A级。

通过五年打造，从特色小镇到乡村小品、从国

宝石雕到世界农遗，一条条“畅、安、舒、美、绿”的

“四好农村路”纵横交错，串联起了山水间掩映的

一个个美丽景点，成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黄

金大道。青田杨梅、青田茶油、青田稻米从这里

飞向全国、飞向世界；更有全世界的商品从这里

汇聚青田，销往全国。

这些年，青田坚持以改善特色小镇、农业基

地、产业园区等经济节点的公路为重点，通过高

水平打造四好农村路，将石门洞景区、石文化旅

游区、千峡湖景区、太鹤湖景区、万山红色旅游区

有机串联，通过打造沿瓯江风情线路、欧陆风情

县城、千峡小镇、石雕小镇、欧洲小镇、稻鱼小镇，

以及瓯江山水诗路旅游带、四都港侨石风情旅游

带、东部诗画田园旅游带、环城环景精品侨宿旅

游带等，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养展演”的全域旅

游产业链。随着湖边至巨浦公路、温溪至小舟山

公路、船寮至黄放口公路等一条条通乡、通村、通

景公路的建成，不仅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更为

沿线乡村带去了人气和财气。

今年 7 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青

田县召开，农业文化遗产将成为独具山区特色的

共富“新引擎”。为了保障农遗大会顺利召开，让

山区道路助推农遗文化更好地成为农民、农村共

同富裕新路径，青田县交通运输部门投资 5480万

元，组织实施了青田县城高速公路东西入口段景

观提升工程，努力打造丽水地区对外开放的“重

要窗口”，深化“山海协作”，树立城市入口良好风

貌；投资 1450 万元，组织实施了青田农遗文化景

观道路提升工程，主要对油竹-山口-方山龙现沿

线公路进行路域环境综合整治、景观绿化提升、

节点改造和亮化工程。这些项目的完工，也让侨

乡公路大换新颜。

当你在青田县油竹街道、山口镇、方山乡沿着

农村公路奔驰前行时，可以看到层次分明的花草

树木，融合当地文化的建筑小品，以及舒适、安

全、畅通的美丽公路，通过“山水动律”的整体设

计，融入农遗文化的元素，青田串联起三大城乡，

构建起了一条历史、活力、生态的农遗景观带。

车在路中行，人在景中走。最美的风景，不在

终点，而在路上。现如今，穿行于绿水青山、城市

乡村之间的农村公路犹如一条条经济纽带，串起

了青田农村更强、更富、更美的特色美景，让当地

的老百姓和远道而来的旅游者切实感受到了农村

公路带给他们的满满幸福感和获得感。

青田“四好农村路”
串起好山好水好生活

市区大洋路“姊妹早点店”，有着让许多丽水人念念不忘的老味道

五姊妹齐心协力撑起三十年老店

青山丽路话共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