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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龙泉泉兰兰巨巨：：
年年味味解解乡乡愁愁

开 年 以
来，素有“汉唐
古镇” 之称的
松阳县古市镇
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持续推
进， 一处处违
法违章建筑被
及时清理，一
个个整治项目
相 继 开 工 建
设， 城镇面貌
正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变化，
人居环境质量
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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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 的
味道，是从各
家 各 户 冒 着
蒸 汽 的 灶 头
轻轻漾开的。
乡音难改，乡
味难寻。 春节
做黄粿、吃豆
腐，这种饮食
文 化 已 经 成
为 一 种 独 特
的 凝 聚 力 和
向心力，承载
着 人 们 的 乡
土 情 结 和 岁
月记忆。

■■记者 陈炜芬 通讯员 叶洋萍

2016 年 7 月冯家山入选省
级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

2017 年底全村房屋基本修
缮一新，沿村道路全部打通，村里
原先残破不堪的灰房、 厕所全部
拆除，全面完成污水管网整治，沿
街道路全部绿化。

2018 年 9 月冯家山入选国
家级传统古村落保护名录。

看到 5 年来， 丽水最南端的
行政村———冯家山村发生的巨大
变化， 我为自己参与其中而感慨
万端。

2013 年 8 月，我从县人社局
调到龙溪乡任人武部长并联系冯
家山村。首次进村，看到村口有个
牌子：丽水最南行政村。了解到冯
家山是个两省三市三县交界之
地，1983 年村庄从山顶搬到半山
腰时，因过于仓促，地基不实 ，造
成现在房子大量开裂倒塌。

冯家山村距县城 76 公里的
盘山公路， 阻挡了乡村发展，茭
白、 香菇等产业只能勉强维持村
民的生计。村中年青人大量外出，
留守的大多是 60 岁以上老人。看
到附近的月山村发展如火如荼，
冯家山村民眼神里充满向往和期
待。

可以为村子做点什么呢 ？
2015 年暑假，我陪在县小当美术
老师的朋友来冯家山水库钓鱼。
闲谈中， 我说冯家山不仅风景优
美，还是革命老区，当年红军挺进
师进入浙江就是走这条路， 解放
战争期间游击队曾长期在这里战
斗，是否可以此当突破口，走挖掘
红色旅游资源振兴乡村的路子？

说干就干，我选材，朋友负责
红色墙绘，一个月后，冯家山的黑
瓦白墙、满眼沧桑的老房子，配上
了手绘的红色战斗场景，恰到好处
的残垣断壁， 醒目的革命标语，竟
然产生了厚重的历史感，瞬间将人
们带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墙绘完成后， 我一鼓作气，将
村中老人们口口相传的革命故事，
以及历史书籍中关于冯家山的记
载都节选出来， 用书本的形式，完
成了“革命板书”，让人们随时能重
温当年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

我翻阅了 《中共庆元党史》
《庆元军事志》《庆元地方志》《走进
庆元》等史料，理顺了冯家山红色
基因脉络： 一是抗日先遣队入浙
第一乡；二是浙闽边游击队驻地。

在整理走访过程中， 我发现
村子里竟然还保存大量游击队当
年战斗和生活时用过的物品，我
如获至宝， 连忙和村党支部书记
商量怎么把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
保护起来。两个月后，有两百多件
藏品的冯家山红色农耕陈列室建
成并向群众展示。

同时， 我用美篇创作了微文
《前 进 中 的 红 色 老 家———冯 家
山》。 短短一个月时间，点击量将
近破万， 县里的一些领导看了都
纷纷来点赞。

如今， 冯家山逐渐成了庆元
东部一个小有名气的红色教育基
地、党员活动中心。 迄今为止，已
接待台州、丽水、宁波和邻省寿宁
县 20 多批次客人以及县内游客
5000 多人次。 一个利用国家级传
统保护村落契机， 打造浙闽边际
红色旅游特色村的蓝图在慢慢成
为现实。

“像是回到年幼时看着大人们
齐心协力做黄粿的场景， 臼打黄粿
口感劲道，自己打的吃起来更香，不
虚此行。”浙江大学潘明教授兴奋地
对记者说。 1 月 24 日，几位来龙泉
考察研学教育项目的浙大教授，得
知兰巨乡村能感受到原汁原味的年
味， 就特意来到大赛村月亮湾忆栈
体会打黄粿、做豆腐等乡村年味。

黄粿又名黄米粿， 黄金粿，是
浙闽等地区传统年节食品 。 在龙
泉，每逢传统节日、家庭喜庆时节，
黄粿都是不可缺少的食品，相传吃
上黄粿表示本年的丰收，预示着来
年的希望。

春节临近， 深入乡村寻年味的
游客越来越多。 1 月 24 日，记者在
兰巨乡大赛村月亮湾忆栈看到，业
主张晓琴一家人和众多村民一起，
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杭州游客准备年
货———黄粿和豆腐。

在现场， 张晓琴将浸泡后的粳米
和沥好的碱水搅拌均匀， 装入饭甑蒸
熟后，倒入老石臼中。 全家齐上阵，力
气大的人站上踩凳， 脚踩发力捶打石
臼， 另一头的张晓琴在空隙间熟练地
给饭团抹油翻转。 你一捶，我一转，互
相配合，粳米团逐渐均匀。 反复捶打，
直到饭粒完全融合至棉团状， 黄粿就
可以出臼了。 这种传统的捶打方法是
张晓琴家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 直至
今日，历久弥新，捶打出的不仅是香味
四溢的黄粿，更是浓浓的乡愁。

张晓琴介绍， 做黄粿最讲究的就
是米和碱水。 制作黄粿的米要用传统
的粳米，粳米要充分浸泡，冬天要泡上
八至十二个小时。 许多灌木都可以烧
成灰碱， 山茶树烧出的灰碱制作的黄
粿香甜有嚼劲， 色泽晶莹。 对粳米浸
泡的时间、碱水的浓度、粳米与碱水的
比例、蒸粳米的火候把握得越好，做出
来的黄粿也就越好吃。

一臼黄粿打好， 张晓琴和村民们
趁热把黄粿揉压成圆条状， 还拿出了
许多模具，有鱼形、花形、喜字等等，她
说， 这些形状的黄粿最受小孩子的喜
爱。

除了黄粿， 张晓琴还为客人们准
备了新鲜美味的豆腐。 将泡好的黄豆
用老式的手推石磨磨成浆， 再把豆浆
在大锅里熬开，卤水盛在一个小碗里，
往里边倒一点， 就用勺子在豆浆中搅
一搅，眼睛始终注意着豆浆的变化。最
后把点好的豆腐的水分挤掉， 就成了
白白嫩嫩的豆腐了。 再将豆腐做成油
炸豆腐，豆腐丸子，臭豆腐，豆腐乳等
等，健康又美味。

过年的味道， 是从各家各户冒着
蒸汽的灶头轻轻漾开的。乡音难改，乡
味难寻。 春节做黄粿、吃豆腐，这种饮
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 承载着人们的乡土情结和岁
月记忆。

“汉唐古镇”换新颜
“原本秀美的街景，被随意搭建

的违法建筑抹上了一层灰色调，不仅
杂乱无章影响美观，还存在着严重的
安全隐患。 ”近日，在松阳县古市镇
后塘小区环境整治现场， 一批乱搭
乱建的违法建筑被集中拆除整治。

古市镇镶嵌在松古平原西北边
陲、位于瓯江上游松阴溪畔，在汉末
至唐贞元间的六百多年里， 这里曾
为州治、县治的所在地，因此有“汉
唐古镇”的美誉。

后塘小区是该镇最早的拆迁安
置小区， 小区外围原本有一条清澈
的小溪，后因溪边住户乱搭乱建，加
上生活污水乱排乱放， 给小区蒙上
一层灰色的印迹。 在小城镇环境综
合整治工作例会上， 后塘小区被列
为重点整治对象。

“根据总体规划，我们实行拆改
同步，力争把古市打造成美丽之镇、
休闲之镇、养生之镇。 ”分管城建的
副镇长吴建伟介绍，今年 1 月初，他

们提前筹划， 尽早安排设计人员到现
场踏勘， 并在最短时间拿出设计方案
和效果图。

动员准备阶段，镇、村两级干部拿
着优美如画的设计效果图入户做拆违
动员工作，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小区
住户周强原本对小溪拆后改造存在疑
虑和担忧，在听完相关政策介绍后，很
快就同意拆除方案， 并表示自己也会
加入宣传的队伍， 号召左邻右舍配合
做好拆违工作。

“拆除违法建筑有助于城市品位
提升， 正因为看到了这种实实在在的
变化，老百姓才会打心眼里认可，才会
有更多的人自愿配合我们的工作。”镇
长张屏说，一组详实的数据，见证着该
镇整治工作取得的可喜成绩———

仅 2018 年，全镇“三改一拆”城中
村改造任务为 50000 平方米， 实际完
成 112901.53 平方米， 完成年度改造
目标的 225.8%；拆违目标任务 48000
平方米 ， 累 计拆除违法建筑 面 积

53901.33 平方米 ， 完成目标任务的
112.3%， 拆后土地利用面积 33669.49
平方米，利用率达 82.04%。

村民看到了实惠，从“要我拆”，变
成了“我要拆”，八村村民叶标，就是其
中一个。 为了自家生意， 未经政府审
批， 他曾在家中一块置换的宅基地上
违规搭建了一间砖房，用作店面经营。
吴建伟和村干部多次上门做思想工
作，并告知其相关的政策，他很快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 主动将违法建筑自行
拆除，并按合法程序进行申请报批，让
自己的房屋建设合法合规。

古市镇充分利用小城镇环境综合
整治这一有利时机，突出全域整治，重点
对入城口改造、外立面整治、历史文化名
镇一期工程等项目的提升改造，以及对
镇域背街小巷的整治，打造亮点节点。比
如猪栏、旱厕等违法建筑，有些拆除后直
接改造成停车场，或者绿化小公园，闲置
场地得到充分利用的同时，也方便了周
围群众，实现镇域风貌的全面提升。

●冯家山
逐渐成了庆
元东部一个
小有名气的
红色教育基
地、 党员活
动中心。 一
个利用国家
级传统保护
村落契机 ，
打造浙闽边
际红色旅游
特色村的蓝
图在慢慢成
为现实。

■■记 者 孙晓敏
通讯员 叶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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