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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
道我最爱的家乡菜——笋衣
铺蛋，把笋干泡发、油锅预
热、大火爆炒、加入鸡蛋，一
道香气四溢的美味菜肴就做
好啦……”

2 月 15 日，农历大年初
四 。 34 岁 的 本 土 主 播“ 吾
饭”穿上厨师服，在自己的直
播间向天南海北的观众吆喝

“云和味道”，传递着家乡浓
浓的年味，引来众多网友点
赞互动。

“吾饭”制作的这道笋衣
铺蛋，不仅是一道美味菜肴，
更是他心里的一缕乡愁。儿
时春节走亲访友，主人总会
端上一碗农家特色菜——笋

衣铺蛋，鲜甜的蛋汤成了他
儿时印象最深刻的美食记
忆。

为了制作这道原汁原味
的“家乡菜”，“吾饭”陆续奔
忙在丽水各大超市和农贸市
场，寻找笋尖端脆嫩的薄衣
晒制的笋干。遍寻无果后，
他终于从老家云和搜罗到了
新鲜晒制的笋衣和农家土鸡
蛋。

“吾饭”从事餐饮行业已
经有十多年了，他从小就喜
欢烧菜，爱琢磨也爱分享。
2019 年，他开始试水做美食
短视频，与网友们分享做菜
经验、拍摄技巧。跟“正经”
的美食博主相比，除了精湛
的厨艺圈粉外，他幽默搞怪
的视频风格更为出圈。上百
个 美 食 短 视 频 ，点 赞 数 达

1494 万 次 ，粉 丝 量 达 到 了
333.9万。

“我的家乡山美水美人
更美，我想用自己的绵薄之
力，让更多人看到它！”怀揣
着对故乡的情结，去年，“吾
饭”参加了公益助农直播等
活动，为云和雪梨膏、云和湖
鱼头等农产品代言，助推家
乡优质农产品销售。

跟往常相比，“吾饭”的
春节档美食直播场次和时长
有所调整：每天分早晚两场
直播，每场两个小时，他说虽
然辛苦但很值得。新的一
年，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
标：希望抖音粉丝量翻一番，
更多的家乡农特产品能够走
进自己的直播间，成为菜肴
里的“主角”，让家乡味道传
播得更广。

美食达人“吾饭”直播间里传递家乡浓浓年味——

“云”上吆喝“云和味道”

本报讯（记者 阮春生）“好消息，好消息！我
们东弄村被评为全县十佳清廉村居了。”在景宁畲
族自治县鹤溪街道东弄畲寨的清廉广场上，2月7
日下午，一场由畲民自编自导的“清廉村晚”节目
正火热上演。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村晚台下
空无一人，只有驻村干部雷建鸿通过手机进行现
场直播。

年年有村晚，村村有廉戏。近年来，每逢春
节，景宁畲族自治县的畲民都会自发举办“清廉
村晚”。今年，受疫情影响，村民以“云直播”的方
式，喜迎佳节，欢度新春。

畲寨门楼前，东弄村畲族歌舞队激情洋溢地
表演着节目，网络的另一端，更多村民和在外过
年的务工人员通过手机观看节目。

“受疫情影响，今年我们选择留外地过年，以
前年年在家看村晚，今年没想到还能通过直播看
村晚，真的是大饱眼福，一解乡愁啊。”远在北京
开超市的东弄村村民蓝小娟在直播间里留言道。

“如今家乡的清廉村居建设得这么好，明年
打算回乡创业！”看完音乐情景剧《清廉村居 人
人共建》节目之后，在杭经商的村民蓝光华频频
点赞！

云上村晚的节目包括情景剧、小品、畲族歌
舞等多种形式，涵盖清廉微故事、廉政案例警示
及廉政法律法规等内容。节目由村民及县内相
关文艺队伍自编自导自演，纪检监察干部和乡镇
街道的驻村干部们化身主播，到各村开展直播活
动。

“现在大家聆听到的是由包凤村的山歌队为
我们演唱的畲歌——村干部履职红线‘二十条’。
我看到有网友留言说听不懂她们唱的是什么？别
着急，待会我就邀请山歌队的大姐给我们一一解
释。”县纪检监察干部柳虹羽变身主播，在直播间
里和观众进行互动交流。

在鹤溪街道包凤村，村里的山歌队把近年来
县纪委出台的《村干部履职红线“二十条”》编成了
朗朗上口的畲族山歌传唱。“村干部能干什么不能
干什么？村民有些什么监督权？”原本相对抽象的
条条框框，通过原生态山歌演绎，入脑入心。

“举办‘清廉村晚’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寓教
于乐的形式，把清廉文化融入娱乐节目中，让村
干部对纪律有更深刻的理解，牢记于心。”鹤溪街
道纪（工）委书记柳二娟说。

创建清廉村居，干部清正是关键。去年来，
在推进清廉村居建设中，各乡镇街道立足于本地
实际打造阳光村务，让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20年，景宁县反映农村党员干部问题的信访举
报量同比上一轮换届年下降了 55.4%，百姓对村
干部更加信任支持。

畲寨扬清风
村晚“云直播”

本报记者 阮春生 通讯员 王宇

土味村晚“上线”，越洋
祝福新春。

“下面,我宣布‘幸福李
村幸福年’线上村晚正式‘上
线’！”2月 12日晚 7时许，随
着主持人赖碧霞的视频开场
介绍，青田县祯埠镇李村线
上村晚正式开场。

“岁月无价，无论是一
年，十年，抑或一个世纪，都
是值得我们去珍惜的……”
伴着 13 岁的孙女杨妍的朗
诵声，86岁的杜作雨在红纸
上写下了“幸福李村幸福年”
几个大字。

在上年首届村晚上，杜
作雨曾单独进行了书法表
演。得知继续举办线上村晚
消息后，杜作雨与家人合计，
决定围绕晚会主题“幸福”，

由祖孙俩一起表演。“幸福有
千万种，关键是调整好心态，
珍惜时光，享受生活。希望
通过自己的表演把‘幸福的
心态’传递给大家！”杜作雨
激动地说。

越剧、武术、扇子舞、太
极拳、歌曲独唱、二胡独奏
……21 个形式多样的节目，
让海内外李村村民隔地不隔
心，跨越时空齐聚微信群品
年味、秀才艺、叙乡情，共度
新年幸福时光。

除了文艺节目，村民们
还把传统技艺、传统年味搬
上晚会。87 岁的杜光恒专
门表演了草鞋制作过程，引
起了不少中老年“观众”的共
鸣。他说，过去生活艰苦，草
鞋是李村人的生活必需品，
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草
鞋早已远离了人们的生活。

村民赖松英、赖林珠则
分别把山粉饺、糖糕、千层糕
等美食制作过程，以独特的
形式展现出来，营造了浓浓
的年味与乡愁。

团聚是新年的永恒主
题，线上村晚外地游子也不
能缺席。一些身在外地甚至
国外就地过年的游子也纷纷
献上节目和新年祝福，与家
乡人民共庆新年。

身在意大利的赖方红一
家，通过两个儿子用中英文
双语齐唱《新年好》，为家乡
的父老乡亲送上了热情的祝
福。

“村民们的热情更高了，
我们的信心更足了，晚会的
效果更好了。”连续两届线上
村晚主要发起人、李村文化
礼堂管理员杜光葱说。

土味村晚 越洋“上线”

本报讯（记者 郭真）春节期
间，许多市民积极响应“光盘行动”
倡议，无论是在饭店预订的年夜
饭，还是家里筹备的团圆饭，不再
攀比争晒大鱼大肉，而是追求少而
精，色味美，过年不忘勤俭消费。

大年初一，记者走访了市区多
家开门营业的餐厅，发现在墙面
上、桌子上的醒目位置均摆放着提
醒市民节约粮食、杜绝浪费的提示
牌。

“这两年，大家的节俭意识增
强了不少，即便在春节期间，也很
少看到铺张浪费的现象。我们店
里的服务员也会提醒食客理性消
费。”在市区丽阳街上的一家酒楼

里，店长张栋国告诉记者，大年初
一这天，他们店一共预订出了 8
桌。在点菜时，服务员都会先询问
一桌有几位客人，然后根据人数来
推荐菜品。“基本上是每个客人一
道菜。”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鱼大
肉平时也能吃到。外出聚餐，大家
也就图个气氛，没必要铺张浪费。”
市民吴勤先生说，一桌亲友 9 个
人，一共点了 10 道菜。大家吃好
时，也就一两道菜剩得比较多，吴
勤和家人要了几个餐盒，把剩菜打
了包，积极践行了“光盘行动”。“往
年是老人家要求打包剩菜，现在，
就连家里小孩子都知道这样做，节

俭光荣啊。”
春节期间，到郊区农家乐小

聚，一来可以和家人一起亲近大自
然，二来也可以美美地享受地道的

“土菜”。大年初一，位于缙云县铁
城村的多家农家乐已经开门迎客
了，当地招牌的“铁城菜饭”令许多
人闻香而至。这不，李丽女士就召
集亲戚们，特意从丽水赶了过去。

“一桌 10 人，一桌 11 人，每桌
也就 9 道菜，除了土猪脚外，其它
菜基本上是农家种的蔬菜，当然，
还有香喷喷的菜饭。大家都觉得
清淡点挺好的，吃得很开心。”李丽
告诉记者，虽然在大年初一就开门
营业，但铁城村的农家乐并没有

“最低消费”的要求，甚至老板还会
劝他们少点几个菜。

李丽说，以前每到过年宴请亲
友时，为了面子，都会大鱼大肉地
点满一桌菜，最后剩下很多食物，
这样的浪费实在让人心疼。现在
大家点菜时都会互相提醒要适可
而止，就算有吃不完的饭菜，大家
也都很乐意打包带回家，不仅吃得
开心，还做到了节俭。

记者注意到，除了点餐适量，
市民餐饮消费更加理性外，使用公
勺公筷、光盘意识也有所提高。新
年新气象，春节团圆饭流行的这股

“简约风”，让新年过得更有意义。

春节团圆饭流行“简约风”

本报记者 叶浩博
见习记者 徐菁菁 通讯员 金晶

疫情在哪里，社区党员干部
就战斗在哪里。2020 年，面对突
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莲都区
紫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党支
部全体党员干部带头取消休假，
主动作为，全力奔跑在抗疫一线。

2020年1月19日上午，接到上
级疫情防控命令，中心党支部书记
应武第一时间组织全体党员干部
部署开展防控工作。面对疫情的
不确定性，全体党员纷纷递交“请
战书”，自愿带头到防控前沿。

李超，两个孩子的母亲。在疫
情防控工作开展后，她主动申请到
一线集中留观点。前往一线之前，
李超的孩子哭着不让她走，她告诉
孩子，妈妈是去“打怪兽”了，把“怪
兽”打跑了就回来。她先后转战到
第二、三、六、七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点，一战就是20天。

大年三十夜，莲都区启动国
道、省道健康监测。“老年人睡觉睡
得少，我来值夜班。”应武不畏严冬
刺骨寒风，带头值守岗位。在 330
国道凤化监测站，他迎着寒风冷雨

为每一个进城的人测量体温，共排
查车辆 800多辆，测量体温 1700多
人。在动车站、330国道监测点、社
区……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应武总是说：“我是党员，我不上谁
上。”其实他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患
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
但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如何做一
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方便疫情期间辖区内老年
人、慢性病病人就医配药，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党支部成立了“红心志
愿者服务队”。永晖社区的姜爷爷
给家庭医生黄杨丽打了个电话，党
员黄杨丽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就
上门服务，并帮助姜爷爷配好药、
送上门。疫情期间，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党员干部利用休息时间，共为
辖区老人上门送医送药50余次。

舍小家，顾大家。无论是医生、
还是普通党员，他们主动承担工作
任务，在紫金街道防控一线亮身份、
见行动、作贡献，让每一位党员都成
为飘扬在抗疫战场上的旗帜。

抗击疫情 社区党员先行
——记抗疫斗争先进集体、紫金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党支部

本报记者 郭真
通讯员 吴洋飞 王雯静

“经过一夜的浸泡，今天我们就
可以把这些糯米拿来蒸熟酿酒了。”
日前，在松阳县大东坝镇后宅村，返
乡创业青年刘芳向记者介绍道。刘
芳，一个土生土长的石仓人，从小就
看着父辈们酿白老酒长大。如今，
她在家人朋友的支持下，也开始了
她“花样”白老酒事业。

刘芳在后宅村租下了一间老
房子，暂时作为晾酒的工坊。淘
米、蒸米、晾凉、放酒曲、发酵……
从小在石仓长大的刘芳，可以说
是闻着酒香长大的，对晾酒流程
十分熟悉，干起活来也是井井有
条。说起她的这份事业，得从在
外闯荡的经历开始讲起。

大学毕业后，刘芳留在了宁
波，在一家企业做行政工作。十多
年日复一日从事繁杂琐碎的工作，
让刘芳感受到了城市的桎梏和压
力，也让她开始想念家乡的“味
道”。“宁波怎么没有白老酒？像我
这么喜欢喝白老酒的人应该不少
吧？我为什么不在大城市里卖家
乡的好酒呢？”一次“突发奇想”，让
刘芳有了创业的想法。正是在这
个想法的推动下，刘芳去年回到家
乡，和在甬的几个老乡以及家乡的
几位好友一道，组建了创业团队，
开启“白老酒”事业。

然而，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却
是残酷的，白老酒尽管早已誉满
松阳，但是在外地市场依然无人

能识。如何打开市场，成为了摆
在刘芳面前的第一个难题。这
时，她想到了之前在宁波有好些
女性朋友特别喜欢喝“花酒”，这
种酒不仅酒精含量低，而且花香
扑鼻。“何不在白老酒里加入鲜
花？”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她的脑中
闪现。于是，刘芳采集了数十种
鲜花、干花，开始了“花酒”研发。

经过两个多月努力，在试了十
几种花后，刘芳终于研制出了桂
花、玫瑰、茉莉、菊花四种口味的

“花酒”，并顺利向市场推出了第一
款“桂花酿”，很快得到了消费者的
好评。在成功的喜悦中，刘芳更加
坚定了继续走下去的信心。

为了更好地面向市场，刘芳
特意定制了符合时下年轻人审美
的酒瓶包装。目前，她的工坊正
在晾制第二批大约 1000 斤的“花
酒”，经过包装后，这批产品就将
由团队负责营销的伙伴推向杭
州、宁波等市场。

这几年，随着松阳的发展变
化，越来越多走出去的年轻人选
择回到家乡创业，把家乡的土特
产品推向大城市，刘芳不是第一
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他们不
仅是家乡的建设者，更是家乡与
外界的桥梁。他们正在用自己的
方式把家的“味道”传播千里，飘
向更远的地方。

刘芳：把家乡的“味道”
推向更广阔的世界

■“脱贫攻坚，我在一线”系列报道

近年来，庆元大力推进绿道建设。截至目前，庆元累计建成绿道 18
条，里程合计288公里，总投资额达4.1亿元。图为新建的“滨江绿道”。

记者 陈炜 吴丽萍 通讯员 练超凡 摄

年味未散,春茶飘香。随着新茶上市，这几天，浙南茶叶市场内商铺
陆续开门营业，茶商、茶农往来频繁，茶叶交易量开始明显增加。据统
计，正月初三开市以来，已有3000余名茶农、茶商在浙南茶叶市场内进行
交易，成交干茶3万多斤，实现交易额1000万余元。

记者 兰雷伟 通讯员 叶琳 刘俊杰 摄

近日，景宁入城口公园梅园的梅花盛开，市民和游客携手家人、朋友，沐浴阳光，徜徉
在花径小道，赏花、拍照，迎接春天的到来。 记者 陈炜 特约摄影记者 李肃人 摄红梅报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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