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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上下杭、老药洲、南园路……
古榕石板与摩登高楼交相辉映，
在台江，每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都
可能藏着最地道的特色美食。如
今，对于许多市民游客来说，一边
走街串巷“City Walk”，一边享受
美食“City Eat”，成为休闲娱乐的
一大选择。

在耳聋伯元宵滚烫的汤锅
里，跳腾着老福州最爱的一口元
宵；依杰拌粉干的花生酱，被粉干
滑溜着搅起脂香，葱花散落其间，
简简单单一碗，热热闹闹满场；轮
工壹号的煎包，则是从码头时代

“走来”的劳动生活印记，快捷可
口的煎包，跨越不同年代，深受人
们喜爱……这些经营多年的小吃
店如同散落在台江大街小巷的珍
珠，串联成经典不衰的“台江味”，
其貌不扬却温暖人心，成为许多
人“舌尖上”稳稳的幸福。

匠心传承
好味道吸引八方食客

“老板，两碗元宵！”昨日，恰
逢周末，市民陈小姐带着来榕旅
游的朋友逛完上下杭历史文化街
区，来到耳聋伯元宵店品尝美
食。“这家店的元宵，我从小吃到
大，所以想着带外地的朋友也来
尝尝地道福州味。”

这碗耳聋伯元宵究竟藏有什
么奥秘，让许多人念念不忘？据
了解，元宵丸制作技艺（耳聋伯）
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皮薄却有
弹性，肉馅香而不腻，独有的“脱
核感”是它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为了传承这样的老味道，耳
聋伯元宵第四代非遗技艺传承人
林威对元宵皮和肉馅的选择十分
讲究。元宵皮选用上等糯米和梗
米，搭配起来口感有嚼劲而又不
黏齿，肉馅需选用新鲜的猪后腿
肉，肥瘦各半，鲜美不塞牙。四代
人的匠心换来好口碑，每逢元宵
佳节，“耳聋伯”老铺门前人们更
是排起长龙等着吃上一碗热乎乎
的元宵。

一口粉干配一口卤味，是老
福州人喜爱的小吃搭配。在老药

洲街的深巷里，隐藏着一家兵俤
粉干店，它以粉干与卤味的绝妙
搭配而闻名。店面朴实无华，没
有华丽的装潢，却有着让人难以
忘怀的美味。粉干柔滑细腻，卤
味醇厚浓郁，两者相得益彰，让人
欲罢不能。踏入店内，香气扑鼻
而来，让人食欲大增。熟客们挑
选着心仪的卤味，一声亲切的吆
喝：“老板，再来一碗粉干！”回荡
在店内。

元宵、粉干、煎包、锅边、芋
泥、鱼滑……台江区自古以来便商
贾云集，繁华无比，素有“黄金地”

“聚宝盆”的盛名，其经济的繁荣孕
育出了众多历史悠久的小吃老字
号。这些小吃老店经过数代人的
辛勤耕耘，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和独特的地方风味，数十年如一日
的好味道里，不仅储存着老台江人
儿时回忆里的味蕾密码，也吸引了
一波又一波新的食客。

与时俱进
老字号积极拥抱新潮流

九层糕、马蹄粿、绿豆粿……
在南园路彬德桥 粿铺，形态各
异的招牌点心摆满了柜台，前来

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店铺前
“福州粿然很甜”的标语格外显
眼，让人可以窥见这家老字号与
时俱进的步伐，传统美食碰撞潮
流元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拍照打
卡。

“比传承更难的是不停地适
应时代需求，我们能做到的就是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宗、融合
不照搬’，我认为这才是老字号的
灵魂所在。”福州彬德桥 粿制作
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潘旻介绍，福
州传统糕点往往讲求的是一个

“甜”字，但当代人的饮食习惯已
悄然发生变化。为了顺应健康饮
食的潮流，彬德桥 粿铺对糕点
的口味进行了多次改良。同时，
店铺针对不同的节气，推出了蕴
含民俗文化的各色时令糕点，有
春节的“迎春四色”，即红年糕、白
年糕、萝卜糕和肉丸；立夏的碗
糕、井糕等。闲暇时期，潘旻喜欢
研究西式点心与中式茶点的融
合，既迎合了年轻顾客群体的口
味，也为店铺的发展拓宽了思路。

这一点林威也感触颇深，他
认为，在坚守老味道的同时，与时
俱进也不可少。为了迎合当下年

轻人的口味，林威积极探索新品
种，比如麻辣元宵、海鲜元宵、五
香元宵、牛肉元宵和芋泥元宵等，
还有元宵鸡和紫薯南瓜汤圆的搭
配。“时代在发展，老手艺也要有
新变化。”林威说。

在数字化时代，为了将元宵
送到每一个喜爱传统美味的人的
餐桌上，林威打造出适合电商物
流的冷链产品，并让耳聋伯元宵
全面“触网”。早在 2015年，他就
在网上开设了微店，面向全国销
售速冻元宵。“很多都是来店里品
尝了，觉得好吃，就在网上买，广
东、浙江、上海、北京是我们的主
要销售地，可以说，我们的回头客
遍布全国各地。”林威说。

创始于 1856年的郑森记同样
积极布局线上渠道，与美团、朴朴
等平台合作，致力于将品牌推向
年轻人市场。“我们的预包装食品
里都配有酱料包，消费者在线上
下单，在家里就能煮出和店里差
不多的味道。”郑森记第五代传承
人黄宇辉说。

“传统的营销方式面临变革，
老字号品牌缺乏立体化市场竞争
经验，在发展上略显疲态。”黄宇

辉说，“线上点单、线下 30分钟送
达”的即时零售新业态可成为老
字号新型发展路径之一。

抱团发展
擦亮台江小吃“金字招牌”

想品尝地道小吃，想吃特色
菜，不知道找哪家店？这是困扰
不少外地游客的问题。今年新春
文化旅游月期间，台江区精心制
作了一份“台江味”美食攻略，将
安平依杰拌粉干等近30家台江特
色美食商户罗列其中，外地游客
想品尝地道的福州味不再是难
事。

民以食为天，吃是最大的民
生。“台江味”美食公共品牌以百
年小吃老字号作为切入点，以“最
高的楼、最深的巷和最治愈的味
道”为定位，有效整合台江区人文
历史、地域特色、资源优势，集中
展现了台江小吃的老字号品牌和
城市文化特色。它们都是扎根社
区，为老百姓服务多年的老店，既
有锅边鱼丸肉燕，也有炖罐煎包
元宵，每一家在福州都是家喻户
晓，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好
评。

“丫霸小吃鱼丸让你嘴巴很
忙，捞化炖罐各色美食街头四溢
飘香……”最近，原创MV《烟火台
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据介绍，

“台江味”品牌建设过程中，深入
挖掘台江多元的饮食文化内涵，
通过全新视觉形象升级、长短视
频宣传、网红达人推荐及统一包
装、周边文创产品等线上线下结
合的形式，全面赋能老字号，协助
老字号优化产品及供应链、完善
品牌体系和营销、拓展销售和传
播渠道，“舌尖上”的经济正成为
助推台江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核心区的重要一环。

桌上有江湖，筷下有乾坤。
台江区将持续支持各老字号商家
做大做强，让“台江味”成为福州
悠久历史文化的亮丽名片，助力
打响闽都文化国际品牌，使“烟火
台江”成为福州对外宣传的“金字
招牌”，为更多百姓和游客带来味
蕾上的幸福感、满足感。

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离宗
——“台江味”受宠的背后

本报记者 颜澜萍

本报讯（记者 叶欣童）“您
好，邻居，我们是亲邻小义工，正
在进行‘一勺米’募米挑战赛，募
集到的食材我们将制成拗九粥
送给社区的老人们，可以支持一
下我们吗？”2 日下午，鼓二小教
育集团教场校区四年级学生陈
奕涵和小伙伴一起按响了福华
苑 13 层住户的门铃。得知他们
的来意，居民热情地捐出了莲
子、红枣、糯米等食材。伴随着
一勺勺爱心物资装进了募集的
米袋，邻里的爱心善意在不断传
递。

拗九节是福州地区的传统民
俗节日，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
为迎接节日的到来，福州市亲邻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台江区鳌峰
苑社区、鼓楼区大凰山社区、乌山
社区、屏东社区等四个社区举行
第六届拗九节“一勺米”募米挑战
赛，其中以乌山社区人数最多，共
有 60多个亲子家庭 120余人参与
其中。

家住福华苑的居民沈寿福表

示，募米活动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
离，让大家在走家串户中感受到了
爱与温暖，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
多举办。

活动的最后，孩子们和家长带
着沉甸甸的米袋回到安泰街道幸
福邻里中心，并互相分享着募米的
感受与成就。据统计，本次活动共
募集拗九粥物资近 30公斤。“这是
我第一次参加募米活动，邻居们都
很热情，不仅锻炼了我的表达、沟
通能力，也让我很有成就感。”鼓二
小教育集团教场校区六年级学生
叶舒杰说。

“拗九节是福州重要的传统节
日之一，我们非常希望下一代能够
感受到节日的独特魅力和文化价
值。通过活动让家长和孩子能在
参与挑战的过程中了解公益，锻炼
自身，也让更多社区居民间接成为
活动的参与者和传播者，让‘陌邻’
变‘睦邻’，进一步营造和谐邻里、
守望相助的温馨社区氛围。”福州
市亲邻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洪
琳说。

米时

本报讯（记者 阮冠达）2日，闽
清“十八坂”商贸旅游文化节迎来
首个周末，传统的“十八坂”集市再
度迎来人流高峰。来自周边乡镇
的群众趁着周末时光，前来体验百
年盛集的繁华。当天，闽清县委宣
传部（县委网信办）组织乡村“草
根”艺人在街头推出一系列文艺表
演，为“十八坂”街头增光添彩。

上午 10 点，街头文艺演出正
式开始，闽清本土歌手在市集中心
位置架好乐器、话筒，激情开唱。
耳熟能详的乡土民歌，悠扬动听的
民谣，激扬人心的主旋律歌曲……
嘹亮的歌声，很快吸引了往来群众
驻足欣赏。大家自觉地围成一圈，
聆听歌手演唱，唱至高潮，群众纷
纷鼓掌欢呼、拍照留念。随后，演
出现场还先后上演了架子鼓、吉
他、小提琴等乐器演奏，动听的旋
律成为“十八坂”集市上一道独特
的风景。

闽清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
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闽清是乐圣
陈旸的故里，闽清县在今年的“十

八坂”集市中融入礼乐文化元素，
打造“乐圣故里·中国闽清”品牌。

“‘十八坂’开幕首日，集市上就举
办了‘乐圣故里·中国村乐 2024年
礼乐闽清乡村网络歌手大联唱’活
动，取得热烈反响，再配合今天的
街头乡村艺术表演，希望能全方
位、多角度展示底蕴深厚的礼乐文

化，打响‘乐圣故里·中国村乐’品
牌。”

今年“十八坂”商贸文化旅游
节期间，闽清县委宣传部还联合中
国邮政闽清分公司推出图书展，以
形式多样的优惠活动，引导市民养
成阅读好习惯，为礼乐文化赋予新
的时代内涵。

市民游客在耳聋伯元宵店点餐市民游客在耳聋伯元宵店点餐。。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颜澜萍摄颜澜萍摄

传统集市“十八坂”
街头文艺“十八般”

街头文艺演出。本报记者 池远摄

米时

米时

本报讯（记者 任思言 通讯
员 刘舒婷 刘其燚）“变化太大了，
台商投资区产业规划得很不错，发
展潜力巨大！”省青年闽商联合会
副会长、福建筑能建材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苏一鹏感叹道。2日，“新
生代闽商八闽行”考察系列活动走
进罗源，吸引了省青商联56家会员
企业前来参加这场“相亲会”。当
天，有 11 家企业寻找到了“意中
人”，主要涉及农业、文旅、康养、绿
色冶金大宗贸易等产业。

罗源地处福州北翼发展区，是
一座新兴之城，生机勃发、前景广

阔。该县围绕钢铁、新能源打造
“双龙抱珠”产业格局，推动绿色不
锈钢产业集群加快发展，接连引进
新能源配套项目，向千亿级产业集
群加速迈进。2023年，罗源成功跻
身“全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百强县”，

“全国县域发展潜力百强县”提升
至29位。在推介会上，罗源县农业
农村局、招商办、文体旅游局、民政
局、工信局、住建局、人社局等 7家
单位，围绕绿色冶金、新能源、食用
菌、深海养殖、花卉苗木和竹木、建
筑业、玉石雕刻、文旅资源等方面
作了详细的招商推介。

“我作为‘红娘’，一定要把罗
源县的好资源、好政策、好服务更
广泛地向海内外新生代闽商推介，
助力新生代闽商来罗源投资兴
业。”在“相亲会”上，省青年闽商联
合会秘书长张跃被聘为罗源县“招
商大使”。他表示，将做好桥梁纽
带和参谋助手，引荐更多符合罗源
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的产业项目。

“只要你们想来，我们都能
谈。”这场“相亲会”，也是一次服务
会，罗源县委、县政府的贴心、用
心，让现场企业家心头涌起一阵暖
意。近年来，罗源关心企业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硬措施，给予企业真
金白银的支持。“在罗源干事创业
特别幸福，尤其是营商环境很好，
就像家一样，让我们没有后顾之
忧，这坚定了我扎根罗源全力以赴
发展的信心与决心。”罗源县青商
会会长、竹朴故里文化旅游有限公
司董事长林丽荣说。

“早上参观完台商投资区松山
片区，大致了解了罗源的产业发
展，刚进门就收到一份招商‘大礼
包’，园区情况、优惠政策等一目了
然，这让我对罗源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一名企业家笑道。

据了解，会前，考察组还分四
路前往罗源湾、中国（罗源）滨海玉
石文化城、食用菌研发中心、福州
台商投资区、罗宁古官道白塔段、
松山镇八井村等地，参观了解罗源
经济社会、招商引资、乡村振兴、福
州台商投资区规划建设等情况。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锚定‘双
龙抱珠’产业链招商，采用‘多轮驱
动’招商机制进行精准招商，对招
商引资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
持续擦亮罗源招商服务和营商环
境‘金字招牌’。”罗源县招商部门
相关负责人说。

罗源举办“新生代闽商八闽行”考察系列活动

商会热心当“红娘”企业喜得“意中人”

骑行骑行““出圈出圈””来日可期来日可期
（上接1版）

挖掘福州“骑行友好”潜力值
“近年来，福州在非机动车出行方面的

点滴改变，是对城市慢行系统的调整和重
塑，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改变。”郭亮说，伴随
着福州的骑行优势被越来越多人认识和认
可，福州骑行友好潜力值依旧有很大的探索
挖掘空间。

记者了解到，就骑行长度、沿线风景等，
相比成都天府绿道、上海浦东滨江骑行道、
太原滨河自行车道等长距离自行车骑行道，
福州的环南台岛绿道可谓不相上下，也因此
成为福州不少骑友心目中的头号骑行路线，
广受欢迎。

“但可惜的是，环南台岛绿道并未完全
打通，部分路段自行车道也被封住了。”采访
中，多名骑友反映，一并断开和封住的也包
括酣畅淋漓的骑行体验以及由绿道串联起
来的城市风光展现。部分建好的骑行道，也
出现了局部破损，亟需维护修整。“福州打造
骑行友好城市，不妨从环南台岛绿道开始。”
郭亮说。而骑行爱好者栗子则建议，希望城
市建设中，能够因地制宜地增加一些自行车
道。

如今，低碳出行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新日
常。2020年以来，福州持续推进绿色出行创
建行动城市，构建起与出行距离相适应的绿
色交通发展模式。有业内人士建议，在此背
景下，建设自行车友好城市正当其时，福州
能否率先跳出一点一线的规划思路，从整体
性、系统性出发，打造完整的城市骑行网络，
这也将是福州与其他城市拉开差距，骑行

“出圈”的关键。

春到榕城万象新
（上接1版）

“爱赛纶”是永荣股份研发的低碳环保系
列产品，通过整理利用废弃资源，制造出与原
生纤维相差无几的新型纤维，实现了从废弃
纤维到再生切片，再到再生纤维的全产业绿
色制造技术。

就在前两天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际纱
线展览会上，“爱赛纶”的亮相吸引了国际客
商的目光。“展会上，我们团队拿下了4000万
元的订单，不少客户还表示要来福州考察，希
望达成长期战略合作。”永荣锦江国际业务部
总监朱友飞忙得脚不沾地，正带着新产品满
世界飞，“今年，我们准备在原有的越南、马来
西亚、新加坡等基础上，继续拓展欧洲市场，
争取跑出更多订单”。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迅速，新产品、新应用
不断涌现。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了
31款福建省电子信息新产品，长威科技AI至
臻速算服务器榜上有名。

一个其貌不扬的黑盒子，有何过人之
处？“这个设备可以快速部署在道路、厂矿、管
廊、森林、河流等场景中，对多路监控视频进
行实时分析、自动识别异常、上报风险。”长威
科技数智产品中心总经理潘德生介绍，相较
于传统边缘计算设备，AI至臻速算服务器经
过一系列研发与升级，具备性价比高、运维简
单、可持续升级等特点。

“今年的大订单已经‘在路上’，有望在高
速交通、矿山安全监管、城市应急等场景中落
地应用。”潘德生满脸喜悦地说。

年轻人听力受损病例
明显上升
3月3日是全国爱耳日
专家支招科学用耳护耳

本报讯（记者 林文婧 通讯员 朱玉）3月
3日是全国爱耳日，今年的主题是“科技助听，
共享美好生活”。专家提示，听力障碍并非老
年人专属，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尤其是
近年来年轻群体因不良生活习惯、压力增大
等导致的听力受损病例明显上升。因此，日
常科学用耳护耳，有效预防听力残疾，从源头
上避免听力残疾的发生至关重要。

福州市第二总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医师
陈瑜萍介绍，引起听力下降的原因繁多，但很
多人并不当一回事，尤其是老年人的听力下
降，经常被看成是衰老的必然结果，没有进行
及时治疗，还有部分老年人不愿使用助听器，
导致听力继续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听力障碍并非老年人专
属，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生。”陈瑜萍表示，
近年来，中青年群体突发性耳聋的患病率逐
年升高，与工作压力大、疲劳、熬夜等不良生
活习惯密切相关，身体过度疲劳容易引起神
经功能的紊乱，血管收缩导致耳部缺血缺氧，
进而发生听力减退。

专家建议，耳朵如果伴有闷堵、胀、耳鸣
的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尽早到医院进行检
查和治疗，以免发生突发性耳聋，对听力造成
不可逆的影响。一般来说，突发性耳聋治疗
黄金期为7天内，听力损失超过3个月就很难
治愈。

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如何科学用耳护
耳，保护耳朵健康？专家建议，长时间暴露
在高噪音环境下会对听力造成损害，建议
在噪音环境下佩戴耳塞或耳罩，减少噪音
对听力的影响。不要长时间听耳机，使用
耳机建议采取“双六十原则”，即最大音量
控制在百分之六十以下，听的时间控制在
六十分钟以下；别佩戴入耳式耳机，建议选
择耳麦和外放。

让“陌邻”变“睦邻”
拗九节“一勺米”募米挑战赛人气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