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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路与白云山中路交叉口附近，污水盖板
移位。

云翠山路与龙江东路交叉口附近，窨井盖
缺失。

淞江路与太白山北路交叉口向西 120 米路
南，路面破损。

太行山路百合园小区，有人私搭乱建。

双狮舞动闹新春 漯河健身达人亮相省体育春节晚会

年夜饭餐桌“瘦身”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王 培
醋是人们烹饪时必不可少

的调味料。提起醋，相信很多
人会想到山西陈醋、镇江香
醋。其实，临颍县窝城镇也传
承着传统手工淋醋酿造技艺。
近年来，在当地一些人的引领
下，这门老手艺逐渐焕发新的
活力。

古法酿醋传承至今

日前，在程根林、李春兰
夫妇家中，记者看到一间房屋
内摆放着几口大缸，里面是醋
醅，酸味扑鼻。“醋是粮食经
过一道道工序慢慢发酵制作而
成的，最少要21天。”李春兰
说。

8年前，程根林、李春兰
夫妇开始酿醋。刚开始只是自
家用，把多余的送给亲戚。但
渐渐地，找他们买醋的村民越
来越多，他们就有了卖醋的念
头。

“自己家的醋是纯粮食酿制
的，不加任何添加剂，既好吃
又健康。”李春兰说。

程根林回忆说，几十年
前，村里家家户户都会酿醋。

“用红薯酿的醋酸中带甜，小
时候我们都直接喝。”程根林
说，后来酿醋的人越来越少。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工艺烦
琐，另一方面是利润微薄。他
们一年能酿近 1000 斤醋，按
每斤8元钱算，除去成本，其
实也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年
轻人在外打工，每月挣几千块
不算难事，谁会守在家里酿
醋。估计等我们这一辈人老

了，手艺可能就失传了。”程
根林说，“但这些年大家慢慢
对这门手艺又重视起来了，希
望能传承下去。”

淋醋酿造工序烦琐

在村里，记者采访了一些
会酿醋的手艺人，了解淋醋酿
造工序。

当地村民常以红薯、小米
为原料，经过发酵，手工制
作。把红薯洗净，上笼蒸熟
后，凉到30℃左右，按比例掺
入醋曲和小米粥搅拌均匀后，
放缸内自然发酵。每天早晚搅
拌两次，若干天后上层变稀并
呈金黄色有酒香即为前发酵结
束。首次发酵结束后，拌入谷

糠，进行二次发酵。每天观察
测量温度，待温度较高时及时
翻缸。观其颜色，闻其气味，
尝其酸度。大约二十天后待酸
味达到一定程度时，二次发酵
成功。把二次发酵成功的醋醅
装入淋缸，加入适量的水浸泡
12个小时后，通过淋缸侧底部
的小孔出醋。最后一步是沉
酿，把淋出的醋放置大醋缸
内，盖上盖子，沉酿二十天。
经过一系列物理和化学的变
化，醋的质量越来越好。

“做醋需要有经验，也很辛
苦，发酵时要注意温度，尤其
天热时，晚上要起来好几次。
温度高了就要及时翻缸，要是
晚了这一缸就毁了。而且翻缸
也是一个力气活儿，劳动强度

比较大。”李春兰说。

古老故事引人遐想

临颍县的三国文化厚重，境
内有三绝碑、受禅台等文物古
迹。曹操麾下名将张辽曾在如今
的窝城镇屯兵。由夯土筑城的城
垣遗址尚存，被称为张辽城遗
址。《漯河市地名志》记载：“张
辽城遗址，在临颍县城东北17.5
公里，窝城镇北，为三国曹魏部
将张辽屯田驻守之地。”1916
年，《重修临颍县志》记载：“窝
城北里许有故垒荒残，土人呼为
张辽城。”

对此，史书也有记载。《三
国志·魏书·张辽传》 中写
道：“还邺，太祖自出迎辽，引
共载，以辽为荡寇将军。复别
击荆州，定江夏诸县，还屯临
颍，封都亭侯。”

而在军张村，关于淋醋有
一个跟张辽有关的故事。一
日，曹操偶感风寒，浑身困乏
无力。张辽听闻城北盛产淋

醋，可助医治风寒，便将此醋
献上。曹操饮后，渐觉神清气
爽，称赞不已。“故事是听父辈
说的，淋醋到底是啥时候开始
的谁也不清楚，但历史悠久是
肯定的，因为听父辈说他们的
父辈已经会酿醋了。”军张村
66岁的村民张军兴说。

产业壮大助农增收

为保护这门老手艺，当地
一些人一直在努力。2018年，
辽城淋醋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如今，提起军张村的
淋醋，大家都会想到一个人，
他就是辽城淋醋第五代传承人
张培亚。

张培亚是土生土长的窝城
镇军张村人，在外打拼多年
后，他选择返乡创业。近年
来，他发现本地传统手工酿造
的纯粮食醋越来越少，但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原生
态、绿色食品的消费需求日渐
增长。

“我觉得手工淋醋不仅能传
承传统工艺，还有不错的商业
前景。”张培亚说。

2015年，张培亚创办了辽
城实业有限公司，改进生产工
艺，采取现代化与传统手工相
结合的方式生产淋醋，产品主
要销往豫中南、豫东部分地
区。为获得优质的生产原料，
他还成立了临颍县辽城种植专
业合作社，先后流转土地500
余亩种植有机杂粮，采取“公
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
管理模式，带动周边村民增
收。同时，他还义务向村民传
授制醋工艺，带动周边村民重
拾这门手艺，酿醋增收。“希
望能将这门老手艺传承下去，
带活一个产业，带富一方群
众，让大家都能尝到小时候的
味道，吃得更加健康，也带动
更多村民增收致富。”张培亚
说。

一缕醋香 百年传承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2月19日，郾城区商桥镇

商东村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舞狮、划旱船等民俗纷纷上
演，给广大村民带来了一场文
化盛宴。商东村的舞狮表演已
有300多年历史，一度因人才
断层面临失传。近年来，村里
招募了十几名少年学舞狮，让
陷入窘境的传统舞狮表演焕发
生机。

商东村舞狮人李振美介
绍，商东舞狮会成立于康熙
年间，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
史。当时是为祭拜杨再兴将
军而成立，后逐渐演变成每
年正月初八到正月十三沿街
表演“双师拜年”，正月十
五 表 演 “ 祭 拜 杨 再 兴 将
军”。

今年33岁的王斐是商东村
人，他的太姥爷是商东舞狮会
的传承人之一。王斐从小就跟
太姥爷学习舞狮，对商东舞狮

会有很深的情感。2012年，他
回到家乡，想要加入舞狮会

时，发现设备基本都坏了，且
年轻人不愿意学，老艺人大多

也不愿参演。商东舞狮会陷入
后继无人的窘境。

2018 年，王斐通过竞选
成 为 商 东 村 村 委 委 员 。 当
年，村支书吴颖浩和王斐动
员村里的老艺人一起振兴商
东 舞 狮 会 。 他 们 购 买 新 设

备，并在本村招募了 15 名
少年学习舞狮技艺。这群孩
子热情高涨、不怕吃苦，通
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基本掌
握 了 舞 狮 技 巧 。 2019 年 春
节 ， 他 们 重 新 开 始 舞 狮 表
演。

2月19日，舞狮会来到商
东村。在商户门前，大头罗汉
引逗狮子做抖动、跌扑、跳跃
等动作，锣鼓喧鸣中雄风浩
荡，现场传出阵阵喝彩声，不
少商户开心地为舞狮的孩子们
送上红包。

“快看，狮子来了！”人群
中，看到舞狮表演的孩子们高
兴地呼喊着。“来小商桥景区
玩，听说附近有舞狮表演，就
过来看看。”一路跟着舞狮队
伍观看的孙先生告诉记者，没
想到表演的是一群孩子，让他
很震撼。

“这两年参加舞狮表演的基
本都是新招募的孩子，最小的
只有10岁。他们的加入，让我
看到了振兴传统文化的希望。”
吴颖浩说，他会竭尽所能把商
东舞狮会组织好，在村里代代
传承下去。

舞狮会在商东村沿街表演。

本报讯（记者 杨 光）在2021
年河南省群众体育春节联欢晚会
上，我省各群众体育项目的带头人
纷纷登台亮相，表演了武术、太
极、健美操、广场舞、瑜伽等。在
《抗击疫情 中国加油》健美展示节
目中，我省8个地市的17名健身运
动员进行集中展示，有6名我市健身
运动员登台演出。

从2月10日起，这场晚会分别
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及网络媒体进行
播放，受到全省体育爱好者的欢
迎。《抗击疫情 中国加油》节目安
排在晚会中间时段，运动员用高难
度的动作，展现出健美健身的魅力。

记者了解到，春节前夕，经过
选拔，全省8个地级市的20名教练
员和运动员在河南省健美健美操运
动协会，共同排练了《抗击疫情 中
国加油》健美展示节目，其中有我
市健美选手郭峰、郭敬之、杜英、
陈帆、于晓芳、张瑞霞。

“想上体育春晚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报名的人很多，还进行了线上
海选。组委会挑选唱响新时代、更
具正能量的节目，重新编排后一起
录制。”我市健身运动员于晓芳告诉
记者，参与演出的都是各地市体育
界领军人物，水平很高，播出后反
响特别好。

■本报记者 杨 旭
“远亲不如近邻，这话说得没

错。”2月19日，家住市区尚武街铁
路工房小区的市民赵先生说。

2月17日，赵先生不小心把钱
包丢了。“我也不知道丢在哪了，找
了几遍都没找到。”赵先生说。

当晚，同住铁路工房小区的李
先生在楼下捡到一个钱包。打开
后，他发现里面有1525元现金和4

张银行卡。但由于没有证件，李先
生并不知道失主是谁。

第二天，李先生在小区张贴招
领启事，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当天下午，李先生便接到了赵
先生的电话。核对无误后，李先生
将钱包还给了他。“在小区门口看到
启事后，我就赶紧打电话。到他家
一看还真是我的钱包，我俩还住一
栋楼。真是太巧了！”赵先生说。

■见习记者 何 爽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我晚上一

直在找我的社保卡，也不知道掉在
哪里了。”2月 18日晚上，在西城
区银滩公园，市民张瑞瑞对市公安
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城区大队的民警
说。

18日晚上7时40分左右，有一
位市民捡到了一张社保卡，将其交

给了在路边执勤的民警。“因为附近
人很多，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失
主，我就想着通过身份证号联系失
主。”民警高伟东说。

随后，辅警谷天涯和李潘与派
出所取得联系，民警通过身份证号
查询到了失主张瑞瑞的电话。十分
钟后，张瑞瑞赶到民警执勤点，拿
回了自己的社保卡。

■见习记者 刘净旖
除夕夜，家人一起吃顿年夜饭

是新年里最有意义的事情。记者采
访发现，如今，年夜饭悄然发生了
变化，市民纷纷给年夜饭餐桌“瘦
身”。

2月18日，家住海河小区的王
女士告诉记者，为了避免浪费，今
年她们家的年夜饭只做了 6道菜。

“我们家有五口人，以前过年经常做
十多道菜，有时吃不完就浪费了。
今年征求了家人的意见，少做了几
道菜。”王女士笑着说。

“年前我专门去超市买了小碗和
小盘。”家住受降路的祁先生说，如

今餐厅都推出了“小碗菜”“半份
菜”，为了避免浪费，他专门把家里
的餐具换成小的了。

祁先生还告诉记者，以前过年
家里会买很多鸡、鸭、鱼，现在都
不买那么多了。荤素随心搭配，吃
得更满意了，也避免了浪费。

本报讯（记者 王 培） 2月
18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东大
街社区组织开展了为“家庭微
党校”“红色驿家”送书活动。

《腾飞的祖国》《科技托起

强国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践行读本》 ……当天上午，
东大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黄云贺
带领工作人员抱着一摞摞图
书，来到辖区“家庭微党校”

“红色驿家”，送去党建、儿童
教育等各类书籍。

“新时代文明实践点‘家庭
微党校’‘红色驿家’设立以
来，已成为党员群众温暖的

‘家’、答疑解惑的微课堂、排
忧解难的睦邻点、议事协商的
小平台、锤炼党性的小熔炉。
大家聚在一起，串串门唠唠
嗑，在微党校上党课，气氛轻

松活跃，学习效果也很好，同
时也有效解决了部分年老体弱
党员因行动不便等原因不能参
加集中学习的难题。”黄云贺
说。

东大街社区开展送书活动

捡钱包还失主

市民拾到社保卡 民警帮忙寻主人

张培亚在生产车间察看醋醅发酵情况。

我市6名健身运动员合影。 河南省健美健美操运动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