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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非遗探访非遗，，我为家乡代言我为家乡代言
——恒顺实小小记者作品选登

恒顺香醋全国闻名，它独特的味道赢得大家喜
欢，赞不绝口。闻名不如一见，今天，我参观了恒顺醋
文化博物馆，与醋零距离，接受了一场醋文化的洗礼。

刚到博物馆门口，香醋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
走过长长的回廊，眼前豁然开朗，好大规模的车间
厂房！随即，老师介绍这是最智能的白醋车间，杀
菌、加温、装瓶、装箱基本都是机器完成，人只要清
理干净车间，看看是否有醋瓶歪了，工人操作方便
简单。

接着，我们拜访了制醋技师李亮，他介绍了恒
顺香醋，为同学们解答疑惑，大家把他围成一圈七
嘴八舌地问了起来。最精彩的环节是小小讲解员
们有声有色地为我们介绍了黑塔制醋、吃醋的房夫
人等关于醋的故事与历史，听着故事品醋，别有一
番滋味！

走进醋博物馆，眼前工艺更是复杂。首先，浸
泡糯米的温度冬季要30℃夏季要25℃，然后加少许
稻壳及水，用手充分搓拌均匀，发酵十几天；接着陈
酿，最后淋醋，四十道工序一道也不能马虎。眼前
的景象让我不由得联想到成千上万的恒顺匠人挥
汗劳作情景，那该是多壮观啊！

活动快结束了，我感受到了制醋的不易，也慢
慢地体会了恒顺人不断进取，努力创新的精神。我
为家乡自豪！

我为家乡自豪
六（1）班 步欣瑶

镇江醋文化博物馆，汇集镇江醋的历史文
化，是一座精心打造的醋文化综合展示中心，展
示着镇江醋从古至今的演变。今天，我参加了
镇报小记者活动，有幸参观醋文化博物馆，成为
一名恒顺代言人。

一路上，凉风送爽，心情也随之激动。喝了
十几年的醋了，但走进醋文化博物馆却是头一
回，能近距离全方位接触醋，一定很棒！

一下车，一组食醋主题雕塑矗立在广场东
部，似乎在静静诉说着镇江制醋人默默探索、不
懈追求的奋斗历程。经过醋史馆，我了解醋原
来叫“苦酒”又叫“酉”，后来才被称为“醋”，原来
这字的变化如此奇妙，太有趣了！

穿过曲折的回廊，仿佛寓意着一路上的困
难，古朴的抱厦，精致的木格花窗，典雅的马头
墙，白墙黛瓦的仿古建筑，引着我们去老作坊
区。驻足片刻，欣赏到了纯手工酿造的全套工
具和每道工序。讲解员说：“酿醋要选优质糯米
为主要原材料，经过酿造，制醅，淋醋等三大工
艺，四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工程如此浩大！我
仿佛看到了老一辈工人忙碌的身影。

我们还参观了恒顺酱醋厂的厂房，一台台
机器整齐划一地工作着，我情不自禁地感叹技
术的魅力，全自动化的制作之规模，让我感到强
烈的冲击，感受到恒顺从古至今的制醋发展之
迅速，科技生产的力量之大。

恒顺的香醋闻名遐迩，它不仅仅是味道独
特，更是一代又一代制醋匠人不断创新的结
果。我愿做一名恒顺代言人，传承“不忘初心
锐意创新”匠人精神，守住家乡永恒的瑰宝。

传承匠人精神
品尝家乡味道

六（1）班 乔悦馨

暑假，我和同学们一起参观了位于镇江市丹徒区312
国道边的恒顺酱醋厂，感受了镇江历史悠久的醋文化。

我们首先来到恒顺酱醋厂香醋生产厂区，见识到全
自动化生产的流水线，流水线分为很多个车间，有专门卸
垛的车间、装醋的车间以及包装的车间，让同学们对这智
能、高效率的制醋技术赞不绝口，叹为观止。参观完车
间，我们来到醋文化博物馆，倾听小小讲解员们的讲解，
以及他们对这次暑期活动的感受，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关于醋的起源的解说：相传杜康造酒之后，他的儿子黑
塔在梦中得到先人指点，知道了醋的制作方法，梦醒以后
便照着去做，结果到第二十一天酉时，便制成了醋。老师
还请来了“制醋大师”李亮师傅，同学们问了很多个问题，
李师傅都一一解答，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接下来我们又去了博物馆内部参观，在博物馆里，我
看到了第一代制醋的机器、古时候人们在搬运醋、制作醋
时的雕像，我还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醋。

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古代制醋的流程规范和工
艺，学习了很多与醋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真是受益匪
浅。我不仅为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深深折服，更为
自己来自恒顺香醋家乡而自豪！

让我倍感自豪的镇江香醋
六（3）班 王艺雅

星期四，晴空万里，太阳高照，我怀着紧张的心情来
到了醋文化博物馆，在这里我们要采访一位酿醋高手
——李亮。

来到采访现场，李叔叔为我们讲解了制醋的过程，同
学们听得津津有味，纷纷举起小手向李叔叔提问，在交流
中，我们拉近了关系。“叔叔，你工作几年了？”“我工作 19
年了。”“那您为什么进醋厂工作？”“因为这是我母亲以前
上班的地方，小的时候，我的学校就在恒顺酱醋厂旧址旁
边，每次放学后，我都到母亲那里吃饭，也就对醋很感兴
趣，醋一直陪伴着我生活，我也是吃着醋长大的，对镇江
醋有着特殊的感情，后来就到这儿上班。”

原来李叔叔从小就与醋有着不解之缘，从他的回答
中，我感受到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与自豪，体会到他身为
制醋人的匠人精神。

通过这次采访，我学到了很多知识，见识到恒顺香醋
的生产过程和发展变迁，还结识了李亮叔叔这位择一事，
终一生, 不为繁华易匠心，兢兢业业，执着坚定的老恒顺
人，获益匪浅！

匠心匠人
四（3）班 解承俊

今天，我们参观完醋文化博物馆，老师便领来了
一位在恒顺酱醋厂工作了很久的叔叔。这位叔叔留
着一头短发，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
梁，微胖。

从这位叔叔口中，我们得知他叫李亮，如今在白
醋车间工作。李叔叔是一位“老恒顺人”，已经在恒
顺工作19年了。他告诉我们，因为他从小在中山西
路小学上学，学校旁边有一个恒顺酱醋厂，他的妈妈
就在里面上班，所以受他妈妈的影响，李叔叔从小就
在醋的环境中长大，与醋结缘，对醋有好感，当他长
大后，李叔叔就继承了他母亲的事业，成为了一名

“恒顺人”。
作为老恒顺人，李叔叔热爱自己工作并为之自

豪，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取得了优异的
成绩，值得我们敬佩与学习！

让我敬佩的“老恒顺人”
四（3）班 戴辰宇

今天，我们镇报小记者去恒顺酱醋厂参观。
我们在学校集合，集中前往目的地。大巴车

启动了，没一会儿，便到恒顺酱醋厂。我们一进
入醋厂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醋味，在自动化生产车
间，映入眼帘的是几台大型机器有条不紊地工作
着，机械化的生产模式给我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结束参观后，我们来到了小会议室，现场还
来了一位制醋技师李亮叔叔。小记者们采访了
李叔叔，问了许多的问题，李叔叔一一解答，他也
告诉了我们许多制醋的知识。随后，我们还现场
观摩了小小讲解员精彩的讲解。通过他们绘声
绘色的讲解，我知道了镇江有三鲜，分别是鲥鱼，
刀鱼，河豚，镇江还有三怪:肴肉不当菜，香醋摆
不坏，面锅里面煮锅盖。他们充满自信、镇定自
若的表现让我深感佩服。

这次活动，让我有了全新的体验，我心中也
萌生了想要成为小小讲解员的想法，有机会我也
想在游客朋友面前好好展现一番。

游恒顺酱醋厂
五（2）班 丁奕

今天，在讲解员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怀着激
动的心情，来到了驰名中外的镇江恒顺酱醋
厂。我们参观了灌装车间，香醋是怎样灌进瓶
子里，又怎样装箱的呢？在这里，所有的答案即
将揭晓！

一进入车间，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贯穿整个
车间的输送辊道。一个个瓶子排布在辊道上，
循序渐进地向前移动着，好似一条长龙蜿蜒盘
旋着。从空瓶到成品，镇江香醋在这里正发生
着华丽的蜕变，让我不禁感叹现代技术为制醋
工艺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么，恒顺香醋是怎么包装出来的？首先
需要清洗，洁净的空瓶会被送到灌装区，灌装机
器会以瞬时的速度将空瓶定量地装满，并且封
盖。然后再次挨个接受检验，前往下一站。满
瓶的香醋在经过贴标机时，不经意间就穿上了
一件华服。一张张平整的纸板在机器的自动折
叠下，变成一个个纸箱。已列队的瓶子“士兵”
们正在快速地进入到“装甲”内，踏上征程，送往
海内外！

所有的环节井然有序，数不清的瓶子在眼
前掠过，看得人眼花缭乱！制醋技师李亮介绍
说：“两条生产线大约每小时能产出 6 万瓶香
醋！”这高效率的技术真让人吃惊！

通过这次参观，我感受到镇江香醋的历史
悠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恒顺香醋之所以
能闻名天下，正是一位位恒顺人对品质的严苛
把控和对匠心的坚守！吾辈幸之所见，定当学
以致用！恒顺香醋——我们为你自豪！

恒顺香醋
——我们为你自豪

五（4）班 张子墨

8月 24日下午，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恒顺酱醋
厂，了解恒顺香醋的制作过程。

下午 1点，同学们乘坐大巴集中前往活动地点，在车
上，大家很兴奋，一路上欢声笑语。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大巴在厂房外停了下来，同学们争先恐后地下了车，想快
点儿见识到厂区里的情形。

走了没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一上电梯，
一股醋味扑面而来。哪里来的醋味呢？原来下面就是醋
的包装流水线，怪不得有很大的醋味呢！同学们好奇、仔
细地观察并讨论起来。我不禁感叹：醋可真多，原来一瓶
醋要经过这么多工序，才能出厂！参观完厂区之后，我们
来到会议室，在和制醋技师李亮叔叔的聊天中，我们对包
装醋有了更多的了解。最后，我们的小小讲解员也向其
他同学讲述了参加这次讲解活动的收获。

这次活动，不仅让我喜欢上了镇江香醋，还让我对醋
文化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快乐
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恒顺酱醋厂，
期待与它的下次见面。

小活动 大收获
五（5）班 王思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