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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酒有很多种，在扬中三茅街道扬子中路农
行东边巷子里有一家“养味小吃”，他们家的米酒
是自己酿的，小份的 10元，瓷钵子的 40元，值得
一说的是，瓷钵子米酒吃完了，下次带瓷钵子过
来买只要半价，相当划算，很受欢迎。

本期，扬中的曹先生向本栏目推荐了这家
“养味小吃”的甜米酒。曹先生介绍，扬中传统甜
米酒主要原料是大米、糯米，做起来有点难度但
成品清甜爽口，好看也好吃。

好喝的甜米酒怎么做呢？曹先生透露，首
先，糯米洗净浸泡一夜，然后将糯米放入铺了纱
布的蒸盘上，挖几个洞方便出蒸气，锅里放水蒸
熟后摊凉。这时，蒸熟的米粒颗粒分明，晶莹剔
透。

糯米凉后倒入干净的容器中，用筷子打散，
加入酒曲搅拌均匀。然后，用勺子压实糯米，在
中间挖个小洞，方便观察出水。盖上保鲜膜密
封，放在温暖的地方静置48小时。

需要注意的是，中途不要揭开看。中间出水
后，放入预备好的糖水即可。

记者了解到，他们家的米酒在当地小有名
气，很畅销，很多在外的扬中人就好这一口，还用
快递寄过去。不过老板也说了，因为小本生意，
快递费用需自理，也
可以电话咨询店家
——15189137009。

（朱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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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时备注“我的
私房菜”）。

位于扬中的“养味小吃”店里有一个好吃的
小菜——螺螺肉丁河虾胡椒酱。这是一道很接
地气的小菜，配上浓稠的白粥，永远吃不厌。

资深吃客曹先生介绍，食材包括螺蛳肉、瘦
肉丁、河虾、毛豆、豆干、豇豆、茭白、蘑菇。“最重
要的是食材要新鲜干净。”曹先生告诉记者，老板
娘每天跑到菜场上挑选乡下爷爷奶奶篮子里现
剥的毛豆。另外要注意的是，螺蛳肉要用盐腌一
下并多次漂洗，要干净清新无异味；虾子必须是
活虾，买的时候挑选好；肉则是前腿瘦肉，纯瘦肉
切成大一点的肉丁；豆干、茭白、豇豆切块备用，
这些都是精细活。

食材准备好后，锅里倒入豆油，加热后放入
青红椒丁、生姜丁翻炒，加入肉丁继续翻炒至金
黄色，加入螺蛳肉、料酒后继续翻炒5分钟，再加
入其他的辅料。30 分钟后关火加入黄豆酱等，
胡椒酱就大功告成了。

会者不难，难者
不会。老板娘表示，
制作过程的秘诀在
于熟能生巧，凭老到
的经验和感觉，拿捏
准其中的火候、食材
的比例。 （朱美娜）

古代遗址是不可移动文物的
一个重要类别，蕴含着重要的历
史信息，很是神秘。而令人意外
的是，位于润州区的万科沁园小
区内，就有一处——松子头遗
址！松子头遗址就在小区居民活
动的公共绿地旁边，不显山不露
水，保护得非常完整。

近日，记者来到万科沁园小
区寻找松子头遗址，远远地就能
看到高处一个圆形的绿化。在其
周围和附近，孩童在大人的看护
下在绿地上撒欢，松子头遗址旁
边的长凳上三三两两的人坐着聊
天。“你看这里，这个是商周时期
的，有年头了。”沁园业主张先生
很热情地指着一块石碑介绍。记
者看到，石碑上载明：松子头遗址
（商周）镇江市人民政府二○一四
年九月公布；镇江市文物局二○
一五年五月立。

记者查阅资料了解到，松子
头遗址是一处镇江土著文化不断
吸收周边先进文明，最后在西周
中原文化的影响和主导下走向吴
文化的典型遗址。镇江先民在该
处居住、生产、生活，时间跨度达
1000多年。遗址堆积深厚，遗存
丰富，是研究镇江地域文明及吴
文化起源的一处重要遗址。

松子头遗址为一高出周围数
米的台地，形状不规则，东西长约
120米，南北宽约 60米，其顶部南
边平坦，北边呈斜坡状，最高处高
出地面约5米。

另外，据《润州区志》第三章
“文物古迹”记载：“松子头遗址位
于本区蒋乔乡袁家檀山村，遗址
东西长约120米，南北长约60米，
突出地面约 5米，顶平坦，遗址布
满灰土，系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春
秋时代先民居住地。遗址处，发
现遗物有石斧、红砂陶、黑皮磨光
陶、几何印纹软陶和硬陶器残片
等。”

“我们这个小区背靠龙脉路，
面朝凤凰山路，这里又是古人生
活居住的地方，住在这里感觉不
错。”过往居民乐呵呵地说。

如果你也对神秘的松子头遗
址感兴趣，不妨就去沁园走一走，
看一看。

（朱美娜 文/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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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频曹先生提供。

绝配！
螺螺肉丁河虾胡椒酱搭白粥

扬中人自己做的甜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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