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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松糕，选料讲究

提起东城街道桥汇路 52号的张小燕奶奶，认识的人都会想起她做的松
糕。今年 65岁的张奶奶，制作松糕已有 20多年。她做的松糕味道软糯香甜，
口碑十分好。

每年腊月二十至正月十六，张奶奶的四合院就会变得十分热闹，挤满了来
自四面八方的人。那段时间里，张奶奶每天凌晨三点就要开始做松糕。她告
诉记者，忙碌的时候一天做200个松糕都是很正常的，有时候要到晚上十点才
结束。

至于松糕为什么这么畅销，张奶奶害羞地说：“我的松糕没有什么特别的，
可能是选的原料和配料比较合适。”

原来张奶奶制作松糕的原料每一项都经过细心挑选，比如大米选的是晚
粳米，这种米生长周期长，颗粒饱满，吃起来香甜软糯；红枣要挑个大味甜的新
疆大红枣。张奶奶告诉记者：“原料中糯米和晚粳米的配比是6:4，即60斤糯米
和40斤晚稻米混合，这是最完美的搭配。”另根据客人的口味，有时候会放些葡
萄干。

张奶奶将调好的大米和糯米倒入脸盆，再倒入清水浸没。浸泡一个小时
之后，把奶白色的米水沥干，晾20分钟。等米粒完全干透再拿去磨粉。同时调
制红砂糖水，17.5斤的红砂糖用开水泡开。张奶奶说，不要直接将红糖和米粉
混合，否则会结块不均匀。接着把泡好的红糖水倒入米粉里，搅拌均匀后等上
一个小时，这样松糕粉就制作好了。

在制作原料期间，张奶奶回想起以前做松糕的日子：“从前磨米粉用的是
手推磨，一磨就是半天，一天只能制作十个松糕，即便手酸但依旧乐在其中。”
正是因为张奶奶的耐心与执着，才有了如今美味的“张奶奶牌松糕”。

软软松糕，做工精细

在炊松糕前还有一道必不可少的工序，就是过滤松糕粉。只见张奶奶将
松糕粉倒入米筛中，仔细将粉末筛匀过滤，筛出的松糕粉精细均匀，看起来金
灿灿的。之后，张奶奶拿出了一个松糕蒸笼桶，内胆为花瓣形状，大小能够容
纳2斤的松糕粉。

没有见过炊松糕的人一定会误以为松糕是在锅里蒸的，但张奶奶有一个
专门柴火炉。张奶奶说：“在柴火炉上蒸松糕需要4至5分钟，火候和时间的把
握非常重要，太短不容易熟，太长又会影响软糯的口感。”

蒸好的松糕，将笼子抬出放在桌上，不要急着品尝，再凉一会儿，用扇子把
热气扇走，这样一个松糕就圆满完成了。张奶奶用小刀把松糕切成八块，盛情
邀请了每位围观者品尝。咬下的第一感觉是非常软糯，很有嚼劲，也不会黏
牙，长久留香，回味无穷。而红枣很入味，与糯米融为一体，甜度也是恰到好
处。

张奶奶告诉记者，松糕的甜味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调整，喜欢甜的可多加点
红糖，反之则可少放一些。若是不喜欢传统的红糖松糕，还能定制白糖松糕，
黑米松糕，那又是另一番滋味了。

甜甜松糕，集聚人气

平日里张奶奶的儿媳妇刘晓飞，经常帮她一起做松糕。经过长时间的耳
濡目染，她也对松糕的做法颇有研究，时常拿起婆婆的器具练习做松糕。刘晓
飞说：“即便按照我婆婆的手法，一道一道工序下来，最后做出来的成品，味道
还是有差距。除了调配和做工上不够精细，还少了老一辈人的情怀。”

张奶奶在做松糕以前，是在东城街道农贸市场里售卖海鲜和蔬菜，当时她
做豆腐的手艺也是一绝。直至二十年前的一天，张奶奶突然想做松糕给家人
们尝尝味道。起初自己做的松糕味道已经不错，和市面上卖的口感并无不同，
但是张奶奶仍然不满足，认为还可以优化，继续修改配方。在之后的日子里，
张奶奶对原料的搭配尝试了百千次，推翻了一次次试验，才寻觅到最优配比。

香甜软糯的松糕吸引了亲朋好友到来，每一位品尝过的人都说，张奶奶的
松糕味道绝了，是品尝过最好吃的松糕！久而久之，打响了“张奶奶牌松糕”，
许多其他县市区的食客也来这里排队预定。逢腊八、过年、订婚……张奶奶就
会收到满满的订单，价格实惠，每份松糕10元。

松糕寓意着新的一年，家人们能够年年高升，事事如意。想来，年味就是
一方小屋，一桌好菜，一盘松糕，全家人团聚一堂聊聊过去，遗忘不好的旧事，
展望全新的一年。 见习记者李伊曼/文 实习生胡之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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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岙梅花

踏雪寻梅，该是最有意境。虽然永嘉没能盼来大雪，但按捺不住要来报春的梅花，却已经或悄
悄绽放，或含苞待放，等待着可爱的人儿去欣赏。

今年我县的梅花预计在1月底竞相绽放，花期一般会持续1～2个月。寻梅探春自古就是既
诗意又有趣的活动，记者特意为市民搜集整理了一份县内的赏梅“地图”，方便大家赏梅品梅。

原野园林梅园 永嘉书院景区梅林

苍山尖

岩头镇西川村苍山尖岩头镇西川村苍山尖 谢文东谢文东 摄摄

永嘉书院永嘉书院 陈胜豪陈胜豪 摄摄

又到一年赏梅时又到一年赏梅时

百丈瀑景区河水清冽，绿树成
荫，俨然一幅泼墨山水画。行其间，
心旷神怡。近200棵梅花梅枝傲然
挺立，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孕育着美
丽，为这个寒冬增添了几分生机。
开花期间随处可见，“遍目梅朵点
点”胜景，红瓣白蕊的梅花，十分好
看。梅花分散比较广，没有集中在

一个地方，只要你走在园内，一不小
心就会看到几株梅树，一路伴梅徜
徉，与梅偕行。

预计赏梅时间：1月底至3月上旬

门票：50元/人

自驾路线：市区→瓯越大桥至

上塘→223省道往楠溪江方向→九

丈往大若岩方向→坦五线→府岸村

未至大寒刚过，陡门梅岙梅园
的部分梅花已迎寒吐芳，现在这里
正是梅花开放的时候，已经有摄影
爱好者过去踩点。梅园内种植面积
300多亩，有朱砂红、美人梅、杏梅
等 40多个品种 5000多棵。由于品
种多，各种梅花开花期不一样，整个
赏花期大约会持续2个月。

预计赏梅时间：1月中旬至3月

下旬

门票：免费开放

自驾路线：瓯北→上塘→峙口

→梅岙村

除了以上几个地方，还有戈田
半山梅园、楠洋百草园、枫林百花林
观光园、南陈观光旅游生态休闲园
梅林、雁楠公路景观带等处都有梅
花，就不做详细介绍了。永嘉毕竟
有这么大，记者相信肯定不止这些
地方还可以看到梅花，如果你知道
哪里还有梅花，可以告知我们。

记者 潘益风/文 陈胜豪/摄

记者又前往位于永嘉书院景区
的梅林，尚未行至，就远远闻到梅花
沁人心脾的清香，仿佛置身“遥知不
是雪，为有暗香来”描绘的景象。绕
过一道弯，金珠瀑边，凛凛寒风中，
忽见一片淡粉“云霞”如云似雾，红
色花苞星星点点，缀满枝头，宛如一
幅灵动的水彩画。

这里的梅树连片沿山坡种植，
野趣天成，红得似火，粉得如霞，白
得胜雪，一串串铃铛似地挂在树梢，
风一吹动，仿佛就能听见叮叮的清
澈声响。梅花还未进入盛开期，那
黄色的腊梅早已挣得头筹，然而，很
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植物学分类上，
腊梅与梅花并非同一植物。据永嘉
书院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金珠瀑这
一片的梅花开得要比往年早，有的
整棵树都已经全都开了。“九道湾”
沿线山上的梅花开得还不多，预计
本月月底至 3月中旬，书院的 7000
株梅花将迎来盛开期。

预计赏梅时间：1月底至3月中旬

门票：50元/人

自驾路线：市区→瓯越大桥至

上塘→223省道往楠溪江方向→九

丈往大若岩方向→坦五线→珠岸村

岩头镇西川村苍山尖可能很多
人不知道。这里远离城市喧嚣，山青
水碧，鸟鸣谷幽，云遮雾绕，幽静清
妙，是我县一处还未被开发的风景处
女地。当梅花盛开时，这里就多了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由于知晓的游客
并不多，所以来赏梅花时也不用担心

看人头了。在山青水碧间，边闻暗香
边看景，也是别有一番味道了。

预计赏梅时间：1 月下旬至 3 月

下旬

门票：免费开放

自驾线路：市区上诸永高速，枫林

出口下，往岩头开，过苍坡村至苍山尖

目前三江街道原野园林梅园内
的梅树上，大部分还是“蓄势待发”的
花骨朵，少量已盛开。就赏梅而言，
含苞待放的春梅，也同样具有观赏价
值。据梅园管理人员叶璐璐介绍，主
要种植宫粉、江梅、朱砂、国红 4个品
种200株梅。

5000平方米的梅园里移植的均
是一些老梅树，因精心维护和修剪，
枝干遒劲交错，树形优雅大方。

大规模盛开期在春节后，想要赏到
最美的梅花，大约还要等半个月。届
时梅园仍会向游客免费开放，大片冰
清玉洁的梅花傲立枝头，品茶赏梅，
别提有多惬意！请游客文明赏花。

预计赏梅时间：春节后

门票：免费开放

路线：市区—瓯越大桥—三江下

桥—右拐往老国道乌牛方向约4公里

—中村九小对面—原野园林

又是一年赏梅时，瓯北市民在附
近的珠岙村也能一睹梅花风姿。
2015年，珠岙村筹建文化礼堂时，开
辟了一处园地。此时，梅园内 200多
株梅花待吐蕊绽放。园林里红白相
间的梅花，惹人爱，非常适合周末闲

暇时与家人一同游赏。届时，除了赏
梅、爬山，还可领略当地童装文化。

预计赏梅时间：1月下旬至3月上旬

门票：免费开放

自驾路线：瓯北—珠岙村(文化

礼堂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