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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故事

■刘士帅

小时候，我生长在农村，村
庄外是一大片广袤无垠的田
野。

那一年我6岁，是个喜欢四
处乱窜的野孩子。记忆中,那
年的秋天雨水特别稠密，白天
下过，夜里还下，整个村庄都弥
漫着一股雾蒙蒙的气息。因为
下雨，我只能窝在家里，如同一
只被关在笼中的鸟，心有不甘。

一天下午，天总算放晴
了。我像小鸟冲出牢笼一样赶
紧出去撒野。真的是一场秋雨
一场寒啊！深秋的阳光开始变
得吝啬，寒冷悄然而至。幸好
临出门前，妈妈给我换上了以
前冬天才穿的棉裤棉袄。

玩着玩着，不知怎么的，我
居然走出了村庄，走到了村庄
外的田野。远远地，我望见有
两三个大人正在地里弯腰捡着
什么。我紧走几步，到了近前
一看，原来他们是在捡花生
芽。那里曾经是一大片花生
地，地里的花生早已在初秋成
熟时被人们提前收完，但土壤
深处多少还会遗留下一些熟透
了的果实。几场雨水过后，那
深埋地下的花生果就被浇出了
地面，加之雨水润泽的缘故，它
们都迫不及待地发芽了。要知
道，炒花生芽是那时的孩子们
难得能打的“牙祭”。

看到大人都在地里忙碌着，
我不知哪来的兴致，也学着他们
在地里一颗颗捡起了花生芽。
那些花生芽白白的、胖胖的、嫩
嫩的，就像一个个木偶娃娃，可
爱极了。直到这时，我才发现，

我的棉裤棉袄都没有兜，我捡到
的花生芽在手中很快就放不了
了。怎么办呢？这时，我发现了
自己的裤带，灵机一动，我撩起
棉袄，把花生芽一个个塞在裤腰
间。这样一来，我就不愁没有地
方放花生芽了。我一边捡，一边
随时往裤腰那里塞，满满当当整
整塞了一圈儿。

天慢慢黑下来，我才想起
该回家了。

好冷啊！我的小手里捧着
的是花生芽，裤腰里塞的也是花
生芽，我一路小跑着兴高采烈回
了家。妈妈看到我捡来的花生
芽，然后再看看我被冻得通红通
红的小手小脸儿，那眼里竟有几
分今天想来仍让我过目不忘的
惊喜与疼爱并存的复杂。

其实，我最终带回家的花
生芽总共也不超过三四十
个。因为一路上走得急，有些
就从裤带的缝隙丢了。可那
天的晚饭，妈妈还是特意把我
捡来的花生芽用水洗净，炒成
了半盘菜端上了饭桌。我吃
得很香，很香。我让妈妈也
吃，妈妈却不动筷子，只是静
默地看着我吃。此刻，我看见
妈妈的脸上分明有些晶莹的
东西在闪烁……

长大后的今天，我吃过了
许多美味。然而，我永远也忘
不了那半盘炒花生芽，不仅仅
因为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亲自
享受劳动的“成果”，更因为妈
妈当年那份对孩子细致入微
的爱！这让我每每忆起，情难
自禁：妈妈早早去了天堂，留
下那点点的泪光在我的生命
里闪烁如昨……

半盘炒花生芽

日前，2019“浙里来消费”之绍兴·越惠悦生活

“浙江老字号巡回展·绍兴专场”在柯桥万达广场

举行，胡庆余堂等60多家老字号及特色企业参

展。柯桥区现有16家老字号，其中中华老字号4

家，浙江老字号2家，产品主要为黄酒、酱油、医药

等。图为消费者品尝邵永丰麻饼。

钟伟、赵炜 摄影报道

“老字号”
巡回展

■孙建新、戴美清

近两年，太多的网红食品如潮
水一般源源不断，一些店铺通过广
告营销手段在社交平台上迅速走
红，引导网友去线下消费。“网红”

标签吸引众多消费者打卡、拍照、
朋友圈刷赞，告诉身边的人生活需
要仪式感，活在了“众人皆有我不
能无”的生活品味怪圈。

前段时间，南京一“高档”日
本料理网红店在互联网火了，但

随后被查出各种违规槽点，最后
查出无证经营被关停。无独有
偶，网红奶茶喜茶在西安的一家
门店，内部环境脏乱差，卫生不合
格，责令停业整顿。就更别说在
网红火锅吃出塑料，网红灯泡糖
可能会导致窒息等。

近期，湖州市南浔区市场监
管局南浔镇分局针对网红店频频
曝光的问题，主动出击，开展了

“直击网红店”的专项检查。重点
是对证照情况、现场卫生、防虫防
蝇、餐具消毒、食品等方面进行排
查，严厉打击各类食品餐饮环节
的违法行为。此次专项行动，分
局共计检查自制饮品、热食类、糕
点、生食海鲜等各类网红店57家，
脏脏包、气球布丁、龙虾月饼等各
类网红食品12种。

结果显示，大部分网红店整
体情况良好，部分店存在如食品
着地摆放、索证索票不全、防蝇设
备未有效启用、生熟混放等问

题。然而在检查中，发现有4家
网红店存在超范围经营自制饮
品、鲜乳制品，5家健康证过期。
执法人员当场开具责令改正通知
书8份，并对7家网红店给予警
告。值得注意的是，另发现3家
网红店甚至存在使用过期食品原
料、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等严
重问题。

立案调查后发现，某奶茶店
以加盟总店半成品配送为由，实
际经营使用“三无”原材料，且存
在过期食品。某小吃店使用了淘
宝购买的“法国进口食品”，实则
为无中文标签、无入境检验检疫
单的“假洋货”，就连其购买的网
店亦无上传相关资质。某网红麻
花店更甚，该店宣称不使用铝，不
添加防腐剂等看起来很“规矩”

“很健康”的宣传语，实则麻花的
检测结果显示：甜蜜素超标，并涉
嫌违法添加了糖精钠。这3家看
起来很火的网红背后，隐藏的是

危害公众健康的的食品违法行
为。目前，这3家网红店仍在立案
调查当中。

下一步，南浔区市场监管部门
将公开调查结果、发布消费警示，
并依托“厨房革命”智慧监管平台，
提高监管的覆盖面、“靶向性”。同
时，将向社会各界招募社会监督
员，并联合各村、社区食品协管员
组建食品安全监管队伍，充分发挥
消费者的监督作用，形成社会共治
的良好格局。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广
大市民，不盲目跟风，要选择证照
齐全、健康证有效、操作区整洁的
餐饮店就餐。还可通过“厨房革
命”APP，择优选择后厨干净整洁
的店内就餐，并保留支付记录或小
票。如遇食品安全问题隐患，可拨
打当地消费维权热线进行举报反
映。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告诫想
靠投机取巧流量变现的网红店，食
品安全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即兴采访

■胡建兵

据媒体报道，网红餐饮店被发现
存在安全隐患，原料过期、后厨环境
卫生差、操作不规范……怎么才能让
餐饮经营户安全生产，让消费者放心
消费？江苏拟出台《餐饮业安全厨房
通用规范》地方标准，目前正在公示
中。而这也是厨房安全生产方面全
国首个地方标准。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外
出用餐的民众越来越多，各色各样
的餐饮店像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但
由于没有餐饮业厨房安全标准，使
许多餐饮店在后厨存在着许多不确
定的安全隐患。有的由于采购的食
材来路不正，对消费者造成了一些
伤害；有的厨房不卫生，生熟不分，
造成细菌大量繁殖；有的在用电、用
气方面存在着操作不当等问题，造
成事故频发等。

近几年，一些餐饮行业重视地方
标准的制定。如广东省的“西樵大
饼”“广州黄酒”地方标准；西安的“羊
肉泡馍”地方标准；兰州的“牛肉拉
面”地方标准等等。这些地方标准给
企业生产、经营提供依据，企业生产
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必须满足同一
技术要求，让消费者较容易货比三
家，选择质优价廉的产品或服务。同
时为职能部门进行有效地监管，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构建统一市场规则提
供技术支撑。但在全国还没有一个
餐饮业安全厨房地方标准。因此，如
果没有一个餐饮业安全厨房地方标
准，即使餐饮店做的食品再好吃、再
标准，也会存在着安全隐患问题。

江苏出台的全国首个餐饮业安
全厨房地方标准，是为了规范餐饮业
安全生产，通过制定这个标准，用标
准化的管理和约束，从源头抓起，消
除安全隐患。这个标准从餐厅的选
址、装饰材料、后厨的设施设备、规范
性操作要求、人员安全培训等多个方

面，标注的规范非常详尽。譬如：采
购原料和选择供应商应符合食品安
全标准，并落实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
制度；采供商品可溯源比例不低于
50%。同时，应建立记录制度，从原
料采购、加工、贮存、检验等环节进行
详细记录，记录内容应完整、真实，确
保产品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环节
有效追溯。食品添加剂也应有进货
查验记录，专人保管、专柜保存、专人
领用，有出库和使用记录。其次，每
一位人员也要进行上岗前培训和在
岗期间的岗位培训，持证上岗。建立
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另外，
应推行明厨亮灶，采用透明、视频等
方式，向消费者展示餐饮服务相关过
程。明确厨房除了应配备消防、燃
气、水电、通风等设备，还需要安装环
境保护设备。具体包括，配备油烟净
化设施，油烟的排放符合国家规定。
油烟净化设施应采用具有环保标志
的产品等等。

大力推动“标准化+”战略行动，
围绕国家战略和地方特色、优势产
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领域构建
地方标准体系，确保社会进步，满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地方标准
作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补充具有
不可替代的必要性、重要性。江苏制
定全国首个餐饮业安全厨房地方标
准，标准中制定了“餐饮业安全厨房”
评价细则，包括 5 大项超 150 条细
则。总分 500 分，得分 450 分以上
（含）可评为“餐饮业安全厨房”。被
评为“安全厨房”的餐饮企业都将贴
上统一标识，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吃
得放心。

这个全国首个餐饮业安全厨房地
方标准，也为全国各地如何管理餐饮
业，确保民众用餐安全提供了可借鉴
的途径。希望各地也能根据自身情
况，尽快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餐饮业
安全厨房地方标准，在促进餐饮业加
快发展的同时，让消费者更放心消费。

吃喝杂谈

“全国首个餐饮业厨房
地方标准”的示范价值

■王珍

记得我考上大学时，妈妈单
位里那些看着我长大的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们都说，我能够平安无
事地顺利长大，他们对我的关爱
功不可没。比如图书管理员阿姨
说，她多次迁就过打滚耍赖的我，
违规把书借给我看。一个大姐姐
则说，她利用午休时间逛六公园
谈恋爱都带着我。其中食堂的呼
声最高，直接说就是食堂把我们
姊妹仨喂养大的。

确实是这样，从小一直跟在
妈妈身边，我们从幼儿园到上小
学、中学都在妈妈工作的杭州解
放路百货商店附近，一日三餐都
在解百食堂里吃。每天一大早，
我们先赶到食堂里去吃早饭，然
后再去上学。

说到早餐，花式品种太多啦：
条头糕、方糕、洋糖糕、薄荷糕、松
花团子、油氽粽子、麻球儿，凡是
杭州市面上有得卖的糕饼团子，

食堂里全都有。基本上一个月可
以吃得天天不重复。那种细腻、
软糯、柔韧、酥脆、香甜的口感，一
直逗留在美好的记忆中，丝丝清
凉的薄荷味道、缕缕甜蜜的桂花
香和那种Q弹爽滑的嚼劲，似乎
还在口中氤氲不散。

那个辰光，我同学家里的早
餐大多是泡饭酱瓜儿。偶尔吃一
次油条，还要把一根油条折成两
半再掰开来，兄弟姐妹几人分
食。一直记得，我的好朋友小英
在申诉她妈妈重男轻女偏爱弟弟
时，她妈妈一定怼回来：“我宠他
啥了？也就是难得一人一副烧饼
油条时，让他先挑罢了。”相比之
下，我的食堂早餐，相当于现在的
必胜客、肯德基、麦当劳级别。

其实，妈妈的工资不高，也就
二三十元钞票，好像全都买了食
堂的饭菜票一般。她总是把饭菜
票一大沓一大沓地用牛皮筋捆好
给我，从来不点数。想起来妈妈
对我一直就是这么慷慨的，她这

一生从来就没有赚过什么大钱，
却从来都是有多少钱都拿出来给
我们买吃的、穿的。

所以啊，我明明是平民家的
孩子，过的却一直是贵族生活，别
说是不愁吃、不愁穿，绝对是那个
年代的锦衣玉食啊。

就连我的那些小伙伴们都雨
露均沾。小花、小英、小红等等，凡
是跟我要好的，全都被我请过吃食
堂饭。除了早餐的糕糕饼饼之外，
也吃过午餐的走油肉、粉蒸肉、咸
件儿、大排、肉饼蒸蛋、面拖小黄
鱼、干煎带鱼鲞、黄芽菜烂糊肉丝、
黄豆芽烧油豆腐、毛豆儿炒雪菜等
等。主食除了米饭，还有面点窗口
卖的花卷、馒头、面条、蒸饺等各色
各样的品种。餐餐都是肉香、鱼
鲜、蔬菜新鲜可口。基本上就是现
在的老头儿油爆虾、外婆家、弄堂
里这一类餐馆的级别。

话说有一次半夜梦到食堂里
的美味佳肴，我吃得津津有味，咂
巴嘴巴的声音把自己惊醒了。黑

咕隆咚地摸过床边的闹钟，很有
创意地把闹钟倒过来看（其实是
少年无知），把子夜12点当成了6
点。遂把瞌目充懵懂的弟弟硬邦邦
打醒，拎着闹钟跟他说，看看，6点
多啦，快点起来，别害我迟到啊！
弟弟当然敢怒不敢言，因为他根
本看不懂钟头。

然后，我又去叫醒妈妈。但
妈妈翻了一下身、口齿不清地咕
哝了一句什么，又继续睡觉了。
估计她夜班回家睡下去也没多
久。我跟弟弟说，我们把家里的
垃圾都倒掉，要是妈妈还不起床，
那我们只好管自己先走了。

看着朦胧暗淡的路灯和弟弟
睡眼惺忪的小眼睛，我有一瞬间
怀疑家里的闹钟是不是有点钟头
不准？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已
经走在路上了，就得义无反顾。

空旷清静的大马路，除了我
们姐弟，没有车，也没有人。我除
了听过狼外婆的故事，就不知道
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拐卖孩子之类

的危险。那时每家每户的小孩基
本上都有三五个，更多的人家还
有七八个、十来个的，谁想要孩子
都是自己生一个去，孩子真的不
是什么稀罕物。

我虽然不害怕什么，但凌厉
的寒风吹在身上还是蛮冷的。我
缩着头，自问自答着给自己勇气：

“冷不冷？不冷！不冷！！不
冷！！！”弟弟口是心非地学着我的
样子，很神经兮兮地一唱一和，从
金衙庄走到了湖滨。

我们走到解百食堂，门都还
没开。等了有个把时辰，来了一
个好像叫“有根”还是什么名字的
师傅，一个特别善良温暖的大伯
伯。他赶紧把我们叫进屋去，说，
这两个木陀伢儿嘎早出来（杭州
话：这俩呆萌的娃，这么早出门），
才三点多点，多冷啊！

他开始生火、淘米、煮粥，灶
堂里的一剪炉火照亮了我们姐
弟，温暖了我此后的人生，很久很
久……

美食记忆

食堂把我喂养大

■春和 文/摄

我爱喝冻顶乌龙茶。疲倦
寂寥的时候，摆开茶器，放上三
匙“冻顶”茶叶，然后温杯、洁
具，置茶、摇香，冲泡、出汤。此
时，柴火烧出般的锅巴香在屋
内萦萦绕绕，钻鼻入心。啜口
茶汤，让它慢慢融入身体，顿感
温暖安宁。在淡淡的烟香里，
在甘醇的汤味中，自己宁静的
心灵苏醒过来，重新开始阳光、
安好的生活。

“冻顶乌龙”是台湾从大陆
引进的茶种，主产地在台湾鹿
谷附近的冻顶山。据传，因雨
多、山高、路滑，茶农上山种茶、
采茶须紧绷脚尖才能到顶，故
称此山为冻顶山。冻顶山海拔
600～1000米，气候冷凉，早晚
云雾笼罩，平均日照短，茶树生
长缓慢，茶叶厚实，果胶质含量
高，苦涩成分降低，甘味增强。
茶叶经烘焙、炭焙，色泽墨绿油
润，汤色黄绿，滋味甘醇浓厚。
传统“冻顶乌龙”带明显焙火味。

上等“冻顶乌龙”由于质地
厚实、伴焙火味，叶入沸水，散发
出浓厚的锅巴香；汤一入口，呈
现绵柔的“锅巴泡饭”味。每次
品茗“冻顶乌龙”，那个香、那个
味勾起我无限的童年回忆，那段
被疼爱、被呵护的幸福时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
匮乏，能吃饱已不易，谈不上点
心与零食。那时我还是个孩

子，正长身体，肚子饿得慌，
整天想着吃东西。奶奶疼
我，饭后，她洗刷灶台，在锅
内铲一层薄薄的“锅焦”（现
叫锅巴），蘸点温开水，揉啊
揉，捏成一拳能握的“锅焦
团”给我吃。带着淡淡的烟熏
味，软软的、香香的，“锅焦
团”的好味道以前没有，以后
也不会再有了。我感冒不想
吃东西，奶奶就把大米烧成
饭；用微火焙，把饭一层一层
摊薄成“锅焦”；再放两碗水，一
边煮一边搅，做成“锅巴泡
饭”，农村里叫“饿泡饭”，送到
面前让我喝下去。“饿泡饭”稠
稠的，飘着淡淡的烟香，吊足
了胃口。我把“饿泡饭”一口
喝光，出身汗，感冒好了大
半。大人说，“饿泡饭”就是开
胃用的，让人感到饿，所以叫

“饿泡饭”，是病人的专利，一般
人吃不到。做“锅焦团”也好，
烧“饿泡饭”也罢，要有十足的
爱心和耐心才成。

奶奶已经去了另一个世
界，但那抹锅巴香永远留在心
底，时不时告诉我，曾被疼爱
过、被呵护过。它成了我人生
最强的底色，在灰暗艰辛的日
子里，少了孤单和寂寞，多了自
信和从容。

是的，我喜爱“冻顶乌龙”，
想着、念着、品着，像个知己让
它陪伴左右，因那抹独特的锅
巴香。

难忘美味

最爱那抹锅巴香

冻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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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