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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栾继业 蒋须俊）小年里，
241省道旁的的丹阳名流农庄，里面挂
满一串串大红的灯笼，装扮一新，洋溢
着浓浓的喜迎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这段时间订年夜饭和春节用餐的电
话不断，在给顾客提供农家风味特色
菜肴的同时，我们还联合大圣农场等
单位推出了一批原生态农产品，可以
说是供不应求。”名流农庄总经理眭蓓
蕾喜滋滋地介绍。

在农庄的特色农产品展区，一台
老式碾米风箱格外引人注目，旁边还

摆放了南瓜、花生、芋头、泡菜以及农
家老鹅、腌制的青鱼段、农家咸肉、土
鸡蛋等一批土特产，寓意“五谷丰登，
欢庆丰年”，来这里吃得好还可以捎带
一些年货回去。

据了解，名流农庄是一家星级休
闲农业园，里面设有生态休闲区、梅花
鹿养殖区、农业种植区、果园采摘区和
高效水产养殖区。经过近几年发展，已
逐步形成集农业风情、种植文化、水产
养殖、休闲娱乐、户外拓展等为一体的
现代化农业观光园。

“今年我们推出的土特产中，原生
态山芋粉丝很受欢迎。”眭蓓蕾说，去
年通过“农场+基地+农户”的模式，他
们种植了50多亩山芋。到了秋收，这些
山芋采挖后，名流农庄专门请来外地
师傅前来加工粉丝，20多名员工也一
起上阵帮助进行挑选、清洗、切片……
整整忙了一个多星期，一共制作了800
多斤纯山芋粉丝。与市场上的红薯粉
条不同，他们的山芋粉丝没有加入明
矾等添加剂，是纯手工制作，不仅口感
劲道清爽，而且久煮不烂，清香可口。
得知名流农庄年前加工出原生态粉
丝，前来农庄就餐的消费者和周边村
庄农民纷纷前来抢购。

除了山芋粉丝俏销外，农庄制作的
养生酒也受到消费者青睐。眭蓓蕾说，
多年来，名流农庄养殖了一批梅花鹿，
为游客提供观赏的同时，他们用鹿茸泡
酒开发出了养生滋补的鹿茸酒，还将烘
干加工的鹿茸做成鹿茸片礼盒，成为客
人过年之际馈赠亲朋好友的高档年礼。

此外，农庄还将自己制作的猪油团子、
烧卖以及联合部分种植养殖大户开发
的其他特色农副产品作为年礼，有农家
草鸡蛋、土鸭蛋、原生态压榨的浓香菜
籽油、地产绿色有机稻米、滋补养生的
血糯米等，同样深受客人喜爱。

“我们提供给客人的土特产，无论
是种的蔬果还是养殖的畜禽产品，全
部采用无公害种养方式管理，绝不添
加任何激素，保证健康安全，因而这些
绿色原生态农产品也受到众多消费者
追捧。”眭蓓蕾表示，名流农庄通过旗
下的合作社和基地严把质量关，靠品
质做大做强现代休闲农业文章，像老
鹅、草鸡、土鸭是在林地间和野外散
养、自由生长的，这些禽产品吃起来有
口劲、特别香，会让你想起小时候的味
道。这一联农助农的生产模式 ，不仅
拉长了特色产业链，增加了农户收入，
还为乡村振兴助力。这些散发出浓郁
乡土味的年礼，更让客人留住了一份
浓浓的乡愁。

市水利局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
本报讯（徐鹏飞 继业）1月 20日下午，市水利局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总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中央、省市党史学习教育总
结会议精神，回顾总结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激励党员干部
以党史学习教育成效推动水利工作再上新台阶。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水利局党委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部署，加强领导、压实责任；认真谋划、周密部
署；系统实施、有序推进；转化成果，推动工作，把规定动作
做到位，让自选动作有特色，党史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
效。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政治受到洗
礼，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能力本领得到提升，履责热情进
一步激发；清正廉洁作表率，自我革命精神进一步增强。

会议要求，全局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建立
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牢记使命担当，加快推
进工作落实；强化纪律意识，自觉维护党的权威；推动各项
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鹏飞 继业）新春将至，水利部门抢抓枯水期
对农村黑臭河道清淤整治的工作仍在快马加鞭。近日，记
者在丹阳丹北镇后巷看到，寒风中，清淤工人站在迎丰河
的河道中，正用水枪把河底淤泥冲稀，一旁的水泵再通过
管道将淤泥抽送出去。

正在施工的镇江水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迎丰河是丹
北镇一条重要的镇级河道，全长3.6公里，淤塞情况较为严
重，对行洪和灌溉都有影响。去年11月中旬开始对河道全
线进行清淤整治，目前已清淤2公里长，超序时完成工作进
度。预计今年3月底整治完成后，这条农村河道的水质和
相应灌区条件将明显提升，水环境得到改善，可提高农村
生产条件，为周边村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据了解，迎丰河只是丹阳市2021年度农村黑臭河清淤
整治工程项目要清淤整治的5条农村黑臭河道中的一条。
丹阳水利部门正在同时对境内的简渎河、越渎河、太平港
河和马塘桥溢洪河进行整治，5条河道共计 38公里长，要
清淤土方量63万立方米，拆建及维修配套建筑物56座，全
部工程概算总投资为1570多万元，涉及丹阳云阳街道、珥
陵镇、延陵镇、陵口镇、导墅镇、丹北镇以及开发区。截至
目前，已完成清淤总长度 19公里，完成建筑物 17座，形象
进度已过半。

迎丰河等农村黑臭河道
清淤整治工程进度过半

本报讯（鹏飞 继业）年底，紧紧抓住冬春水利建设的
黄金期，市水利部门迅速推进了一批水利工程迈向收官。
记者近日在丹徒区看到，张寺水库和龙山水库除险加固蓄
水工程目前都已完成了工程量的90%左右，下一步将加快
实施扫尾工作，确保在2022年汛期前完成竣工验收。

据了解，丹徒区目前共有在册水库 33座，其中 1座中
型水库、32座小水库。2019年 8月，根据江苏省小型水库
大坝安全鉴定办法，张寺水库和龙山水库大坝被鉴定为

“三类坝”。两座水库的除险加固蓄水工程在市水利局下
达工程批复后，于去年 9月中旬开工，总投资在 1050多万
元，主要建设内容有坝体加固、拆建溢洪道、拆建输水涵
洞、增设管理设施等。江苏河海建设有限公司和市水利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分别是两座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的施工单
位，他们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上足工时，强势推进，令工程
在年前进展迅速，目前土建部分基本完成，只待年后做好
草皮覆盖绿化、相关附属配套完成即可先自行验收。

丹徒区水利局工管科科长庄锋雷告诉记者，两座水库
没有加固之前，管涵有漏水现象，溢洪道也是破烂不堪，背
水坡局部还有断面的坡壁稳定不够……目前主体加固工
程已经完工，项目全部完工后可以实现防洪效益，使水库
达到设计洪水标准和校核洪水标准，确保下游农田与村民
的安全；灌溉效益也很显著，特别是干旱年份可以满足下
游近2500亩农田的灌溉要求，确保农业生产稳步发展；此
外还有很好的生态效益，水利部门将进一步完善管理设
施，确保除险加固后的水库安全运行。

张寺水库、龙山水库
除险加固工程进入扫尾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陈舒萍 满苗苗

身在丹徒南乡的村民，对于
那一方“年糕”总有着“挥之不
去”的记忆。白白的四方形状，顶
上花纹处有一个红点，吃在嘴里
甜甜糯糯，就是“过年”的味道。

在上党镇东贪村，就“藏”着
这么一家年糕作坊。做了 30 多
年年糕的朱闩英，是这家作坊的

“主心骨”，手艺传承自婆婆的
她，对于做年糕可谓驾轻就熟，
所有工序早已烂熟于心。

“我们做年糕，从筛米粉进
模盒，到出模上锅蒸，再到出锅，
大约需要 10-15分钟的时间，看
着简单，但没有几年的锻炼可没
这么快。”锅里冒着热气，朱闩英
的大嫂子和本村的帮工正在熟
练地抖着米粉，边做边说道。从
每年 10 月份开始，他们就会来
这边帮忙，每天要制作大几百个
年糕，临近春节，每天的制作量
翻了两番都不止。

看着出锅的新鲜年糕，十分
白皙，透着香气，咬一口甜糯适
中，十分好吃。朱闩英笑着说，别
看从上模到出锅就这么点时间，
前期的准备可一点都不轻松。

“我们做年糕，首先要选好米。除

了我自家种的 7亩地之外，周边
村民哪家种的稻子好，我一早就
看上了，收稻子之前就和他们定
好单，为的就是保证优质材料的
充足。加工成大米后，还要经过几
天的晾晒，捡出石子等杂物，确保
大米的口感。再把大米磨粉，制作
前一天进行和米粉，一屉年糕制
作，至少要7-8道工序。”

在如今机器便捷的时代，
7-8 道工序制作一份小小年糕
未免有些费时费力，但朱闩英
却有着自己的“计较”。“我们坚
持的是传统手工工艺，客户买
我做的糕，图的就是软、香、有
劲道，这个传统不能丢。而且无
论是作为原料的大米还是专门
为养生客户制作的血糯米，亦
或是辅料的绵白糖，都是实打
实的真材实料。”

锅里的水“突突”响个不停，
敲打磨具的声音也不绝于耳，热
腾腾的蒸汽混着浓浓米香，顺着
窗外的寒风飘出去老远。朱闩英
的女儿王琴也休息在家，在帮忙
的同时，她也在为年糕的传承准
备着。“爸妈销售年糕大都是运
至镇江一些菜场摆摊销售，我一
直想用直播的方式帮助他们销
售，为自家年糕拓展销路，以获
得更大发展。”

本报记者 周迎 本报通讯员 倪立

“老板，这个牛肉我要 5斤，那个猪
蹄也给我装几个。”“老板，我上次来电
话订购的几样装好了没，我赶紧要带着
去镇江孩子家过年。”春节临近，在丹徒
区宝堰镇，一家老店里格外热闹，成堆
的牛肉、猪蹄摆放在大长桌上，香味扑
鼻，在后道的小房间里，还有刚刚出锅
冒着热气的牛肉正用风扇“降温”，买与
卖在这里两相宜。

正在熟练包装熟食的吉黎翔笑着
说，大冬天还用风扇降温，是因为实在
来不及卖了。“熟食要彻底冷却才能密
封包装，不然容易坏。春节临近，牛肉特
别畅销，一早上就卖了 100多公斤，又
快卖断货了。”2021年冬天刚刚回家接
过父亲干了一辈子的“老天菜馆”，吉黎
翔很有感触。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实在
干不动了，但自家的“百年老店”也不能
就此断了传承，几经思考，他和妻子选
择一起回家，子承父业。

这家生意火爆的老天菜馆，是货真
价实的“百年老店”，传自清代“吉洪泰
肉铺”老字号。老店原先的负责人吉锁
苟如今已是 71岁，看着自家孩子忙碌，
他心底里更多的是高兴和感动。

“我们家几代人在宝堰街上开店经
营，从最初的肉店到如今的菜馆，变的
是名字，不变的是老手艺。”老人回忆
道，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带领新四军在
宝堰领导抗日工作，他们家就专门给部
队供应肉食，猪头肉那时是陈毅的最
爱。后来遇上公私合营，自己也在当时
的宝堰饭店干过，几经锻炼，自家的卤
菜是越做越地道。“如今，我们的卤菜还
是传承下来的老方法，但儿子回来后，
销售方式有了很大革新，微信销售比之
前在家等销效果好多了。这几天销售势
头好，估计要一直干到除夕才能休息。”

本报记者 曹源

新春佳节临近，浓浓
年味在镇江乡村处处弥
漫。很多村民忙着采购年
货、磨豆腐、起油锅，在忙
忙碌碌中期盼着与家人的
团圆。

“二十五，磨豆腐”，每
年腊月二十五前后，是句
容市茅山镇王庄村村民余
方华家最热闹的时候。一
大早，他的家里就挤满了
赶来磨豆腐的村民，十来
平方米的屋内弥漫着浓浓
豆香。

74岁的村民王德芳告
诉记者，前一天晚上她就
泡好了十斤黄豆，天一亮
她就来排队磨豆腐了。“豆
腐和‘头富’谐音，过年磨
豆腐要图个好兆头。”她

说。“磨出来的豆腐好不好最考验手上‘功夫’，
这家豆腐磨得好，所以每年春节我们都提前来
排队磨豆腐。”

黄豆加水充分浸泡，一勺勺放入机器粉碎，
磨出豆浆、滤掉豆渣，在大锅中加热烧开，再
将豆浆倒入大缸后点浆......余方华的手法十分
娴熟，他说：“虽然现在豆腐很容易买到，但
是每到过年，农村家家户户还是都亲自磨豆
腐，一来是丰富餐桌，二来是为了讨个好彩头。”

一口热气腾腾的油锅，在春节这个象征着
热闹、团圆的传统节日里再应景不过。“在我们
这里，家家户户过年都要起油锅，炸豆腐果子、
豆腐圆子、扣肉......如果缺少这些，就没有过年
的样子。”今年81岁的林山村村民杨德珍一大早
就忙碌起来，她算着日子开始安排“起油锅”。

老豆腐切成三角形，放在大筛子里沥干水
分，红红的火焰舔舐着铁锅，油锅吱吱作响。一
下锅，白白的老豆腐瞬间变成一个个黄灿灿的

“豆腐果子”，飘在油锅上。豆腐圆子则是把豆腐
碾碎加上各种佐料，搓成“圆子”放入油锅炸。

“做豆腐圆子的时候加了葱、姜、蒜和鸡蛋，炸好
的豆腐圆子外面是金黄的，里面的豆腐白嫩咸
香，特别好吃。”杨德珍介绍，过年吃多了荤菜，
这样的豆制品在饭桌上十分受欢迎。“起油锅象
征着在新的一年中，家庭兴旺，吃了豆腐果子、
豆腐圆子则寓意一年都顺顺利利。”

山芋粉丝、养生酒、猪油团子、草鸡蛋……

土味土味农产品销售农产品销售
““火火””了名流农庄了名流农庄

“老天菜馆”香飘宝堰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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