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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是百姓家中不可或缺的
生活必需品。每年，宁波人要用掉

5万吨左右的酱油。遗憾的是，这
块市场多年以来被外来品牌占据。
曾经红极一时的地产酱油，由于各
种原因，如今纷纷走下餐桌。

但是，这两年，余姚产的“统

中”酱油又开始进入大众视线。生
产厂家宁波统一食品有限公司，由
20 年前从公务员岗位辞职下海的
施林创办。经过多年摸索，施林已
经从当初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升
级成为酱油酿造专家，通过结合传
统酱油制作技艺和国内外先进工
艺，他开发出了具有独特风味的地
道姚产酱油，并受到了市场的追
捧。去年，企业产量达 1万吨，销
售额超过了 4000 万元，规模居省
内同行之首。今年年初，三江超市
和有关旅行社主动找上门来，要求
合作推广“统中”酱油。

回想创业之初，施林感慨颇
多。施林说，原来自己一直在机关
当公务员，对经商、办企业想得非
常单纯，结果下海第一步就“呛了
水”，生存都成了问题。面对别人
的冷嘲热讽，手里既没技术、没资
源，也没管理经验的施林，只能从
零开始。最后，施林将目光转向了
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酱油：从周
巷批发散装酱油，然后通过小包分
装后再分销的办法，起早摸黑逐步

扩大销路。
在旁人的眼里，这位曾经的公

务员，一下子成了走村串户卖酱油
的小贩，感觉很落魄。但施林有一
股韧劲：既然已经走上创业路，就
必须坚持走下去。

经过两年多辛勤努力，施林靠
汗水积累了第一桶金。2000 年，
他投资 100万元，建成酱油生产车
间。2003 年，在感觉到高品质酱
油带来的市场变革之后，施林立马
购买了不锈钢发酵桶，试着采用传
统酱油“高盐固态”晒酱发酵的前
道工艺，结合广式及日式酱油的

“高盐稀态”和压榨等后道工艺，
研制优质酱油。

由于以传统制作技艺为基础的
酱油发酵周期长达半年，加上期间
容易受到温度、湿度乃至水质等诸
多外在因素的影响，质量难以控
制。“仅仅为了解决酱油颜色问
题，每天就要从早上 6 时到晚上 8
时，全程跟踪了解和记录生产的每
一步过程。”施林说。

直到 2012 年，施林终于成功

量产能媲美广式酱油的“统中”牌
酱油。而这期间，原先遍布宁波各
地、固守“低盐固态”落后工艺的
酱油厂已消亡殆尽。2015 年，施
林投入 3000 万元，迁建新厂房并
引进现代化生产流水线，继续扩量
提质，将企业产销重心逐步转向市
场前景更好的日常消费酱油上。

施林说，如果当时不改进工
艺，不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不传
承优良的传统制作方法，而是采取
一种为生产而生产，不是为消费者
而生产的观念的话，酱油企业肯定
要被市场淘汰。这几年，公司每年
增长 40%以上。“统中”既传承了
宁波老酱油传统，又结合现代工
艺，推出了宁波老味道酱油系列产
品。“我们将使用本地大豆和本地
小麦，用传统的配方技艺，精酿出
更高端的老宁波酱油。”施林说。

新科技留住老味道

施林：廿年打造宁波酱油“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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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头一周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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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朝霞
通讯员 毛一波 吴佳怡

长面是鄞江镇非遗项目之一，
作为传承人，孙国林 14 岁到奉化
学习这一技艺，3年后出师，就凭
着这门手艺养家糊口，至今已近半
个世纪。

笔者在孙师傅家里观看了长面

整个制作过程。孙师傅先是选取
25 公斤精白面粉与村里冬暖夏凉
的地下水混合，加入适量的盐，均
匀搅拌，用力揉捏 1小时，接着醒
面 1小时，待面弹性十足，便刷上
一层食用油，继续揉搓 1小时，直
至面团变成直径不到 1 厘米的长
条，再将它一根根交叉缠在长 40
厘米的竹条上，放入面柜中保湿保
温……当最后面条齐刷刷地在太阳
底下晒干从木架子上收下时，粗粗
的面条如变魔术般地成为 2米多长
均匀细细的一根根了。

“制作长面有 10多道工序，和
面、闷缸、搓粗条、搓细条、盘
缸、闷箱、上架、拉长、分面、晒
面、收面等，每一道都有讲究。”
说起自己的“看家本领”，孙师傅
滔滔不绝，“和面时放盐是最讲究
的，放了盐，面才有韧性，而放多

少盐则要根据天气状况，天冷天热
不一样，晴天雨天也不一样。做长
面还是个力气活，揉搓要花力气，
才有筋道。”

孙师傅说，他的手艺看天吃
饭，做长面的他最喜爱阳光灿烂的
日子。“晒面要考虑风向，刮西北
风，面干得快，吹东南风就慢些。
风太大了不行，面容易断。要不时
走近观察，看看面的干湿程度如
何，是否打结、断裂。一般情况，
长面在大太阳底下晒三四个小时就
可以收了。”孙师傅侃侃而谈，夏
天，他总是在半夜 12 时左右天凉
快时开工，忙碌一夜，第二天一早
正好在日头高悬时晒出去，这样面
可以保持最新鲜；而冬天则是凌晨
四五时起床开始忙碌，这样也能赶
上大太阳。

凭着一丝不苟和精益求精的态

度，经过口口相传，孙师傅制作的
长面供不应求。“需要提前预订，
20 元 一 公 斤 。 来 的 都 是 ‘ 回 头
客’，杭州等外地客人很多，一位
邱隘的客人来了不下 20趟。”孙师
傅说，“我做出的长面筋道爽滑，
久煮不煳，易消化，特别适合胃不
好的人，对产妇下奶也有帮助。以
前，过 33 岁、60 岁生日，产妇坐
月子，为迎接第一次上门的毛脚女
婿等，宁波人都要煮碗长面。”

守着这门手艺 40 多年，孙师
傅养大了两个孩子，如今儿女大学
毕业在外工作，没有传承这份技

艺。对此，孙师傅虽然遗憾，倒也
非常理解：“这一手艺有技巧，又
不能马虎，起早贪黑，太苦了，年
轻人不愿学。”不过，当孙师傅的
弟弟要从他这里学艺时，孙师傅非
常开心地“倾囊相教”。如今，孙
师傅 49 岁的弟弟早已出师，也开
始忙碌的长面制作生涯了。

筋道爽滑筋道爽滑 弹性十足弹性十足

自制长面吸引众多自制长面吸引众多““回头客回头客””

《静立山冈，面朝大
海。宁波的春之声，始于茅
洋乡野的天涛海风！》

推送日期：2017年3月7日
推荐理由：行走在象山

茅洋乡的一个个村落，如同
行走在一个个景点。三八国
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全域
旅游·巾帼先行”美丽乡村
大闯关活动在茅洋乡溪东村
举 行 。 全 市 百 名 单 身 男 女
在 溪 东 村 赏 美 景 、 品 美
食、玩游戏，体验象山乡村
游魅力。

在水一方：在春暖花开
时，尝一尝茅洋海鲜美食，听
一听徐徐海风，令人无限向
往。

战友：十里花溪过茅洋，
卡通俏皮创新美。春风十里海
边遛，人生能有几回醉。

《十里野菜香，让你的
味蕾，在春天的味道中苏
醒过来》

推送日期：2017年3月9日
推荐理由：当春风吹响第

一声柳笛，田野一 片 生 机 。
麦 苗 返 青 ， 野 菜 冒 芽 ， 经
过 寒 冬 的 浸 润 ， 鲜 嫩 的 叶
子 更 加 葱 茏 。 荠 菜 ， 折 耳
根，马齿苋，香椿……是大
自 然 每年春天送给人们的第
一份礼物。

琳超：最喜欢的还是马兰
拌香干！翠绿的马兰裹着金黄
的香干丁，浇上芝麻香油，田
野芳香溢满心田。

鹿鹿有为：最喜欢吃草籽
菜，富含植物纤维，鲜嫩爽
口，但不可贪吃，因为容易胀
胃！

《双红紫薇、娜塔栎
……珍贵树苗迎回家后，这
些重要养护技能必须掌握！》

推送日期：2017年3月11日
推荐理由：在第 39 个义

务植树节来临之际，由宁波市
林业局、宁波日报报网端等单
位联合主办的“添绿 甬 城 ，
增贵庭院”万株珍贵树苗认
种活动启动仪式在鄞州区下
应街道举行。据统计，活动
当天共发放珍贵树种苗 3.8 万
余株。

妙笔生花：风雨无阻领
树苗，植树造绿我帮忙，人
人种下三棵树，甬城处处好
风光！

ying：这是生态文明建设
的 一 个 好 举 措! 养 护 技 术 的

“售后”服务很贴心,对种植培
育指导意义很大。

上周互动最佳粉丝：珍宝
丸子 在水一方

请中奖“乡粉”后台留下
联系方式，方便乡姑给你们发
稿费。同时，依然欢迎大家积
极在后台留言、评论，分享我
们的图文消息，或者分享你所
看到的乡下美景、好吃的乡土
美食……乡姑会定期选出若干
名“最佳互动粉丝”，送上50
元话费奖励。

本报记者 徐 欣 王 博
奉化记者站 黄成峰

每年正月里，古村都举行传统
元宵盛会，旨在唤醒人们记忆中的

“乡味”。今年元宵节期间，青云村
热闹非凡，甚至受到央视的关注。
做汤圆、品汤圆、猜灯谜、宁波走
书表演、奉化文保所馆藏印糕板展
……吸引了不少村民和游客前来体
验传统元宵节的独特魅力。庙会所
在区域内，街头、小巷被从四面八
方赶来的群众挤得水泄不通。

青云村前临门前河，北邻剡
江，西傍泉溪，南望同山，距溪口
雪窦山风景名胜区 10 公里，地理
优势突出，曾是剡溪航运中的重要
码头之一。自明代起，青云村还是
奉化西北部各类货物的集散地。全

村占地面积2.84平方公里，现有户
籍村民 817 户 2119 人，以孙、杨、
戴三姓为主，其中孙姓村民约占总
人口的80%。

关于“青云村”的来历有两个
说法：一是取“平步青云”之意，
二是与一位名人有关。相传明朝弘
治年间，青云村出了一位进士，名
叫孙胜，此人爱好读书，在村中筑
竹庄书屋藏书，并且先后中了浙江
乡试举人和京城会试的进士，官府
于孙胜故里树“联步青云”牌坊，
后来村名也随之改为“青云村”。

走在青云村，古道蜿蜒，充满
韵味，随处可见保存了清末民初风
格的民居、祠堂、藏书楼和桥梁。
在古村保护过程中，青云村借鉴了
不少省内外古村保护的经验，走出
了一条因地制宜的发展道路。

在施工建设过程中，青云村结
合农房两改工作，变废为宝，尽可
能对旧屋拆迁所得的旧瓦片、旧石
板等进行再利用，购买旧材料，把
一分钱当成二分用。针对将要倒塌
的古建筑，进行抢救性修复，尽可
能保持古建筑原貌；针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老房子，实施外立面改
造工程。

在发展中，青云村充分借力
“老邻居”滕头村，借助其首批全
国文明村、国家首批AAAA级生态
旅游区、全球生态 500佳村庄的品
牌辐射力，将全村划分为 5 个区
块，促使新农村建设与古村保护开
发建设同步推进。

目前，该村已经完成门前河、
杨家河综合整治，永昌桥、青云路
修复工程及 20 多处文物保护点的

修葺完善工作。村党支部书记杨海
定介绍，下步，该村将新建 5000平
方米便民服务中心，计划分时段提
供餐饮服务；打通沿河“断头路”，将
沿河区域的古民居逐渐改造为茗茶
体验坊、美食长廊；新建农居小
区，选取部分合适的古民居，改造
为乡村客栈；围绕孙氏宗祠、孙鹤皋
旧址，形成主要的观览和写生摄影
游线；打造休闲旅游经济，整合水蜜
桃、杨梅、茶叶、毛竹、杉木等丰富的
物产资源，让千年古村在展现“蓝
天、白云、小桥、流水”美景的同时，
焕发新农村建设的经济活力。

奉化青云村奉化青云村：：

剡溪古码头绽放新魅力剡溪古码头绽放新魅力

奉化著名的滕头村西边，有个村子名叫青云村，虽

然名气没有滕头村那么大，却有千年历史，历代还出了

不少爱读书和藏书之人。这几年，青云村在新农村建设

中，始终坚持推进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与建设，入选为

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浙江省乡村记忆示范基地、宁波

市第二批历史文化名村。

青云村古民居。
（徐欣 江旭蔚 摄）

和、揉、搓、盘、挂……只要天气晴好，62岁的孙国
林就在位于海曙区鄞江镇悬慈村自家的屋子里忙碌着制作
长面，一忙就是一天。

孙国林在制作长面孙国林在制作长面。。（（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弹性十足的长面弹性十足的长面。。

施林在指导查看配方试验施林在指导查看配方试验。。 （（黄程黄程 摄摄））

青云村剡溪古码头青云村剡溪古码头。。（（王博王博 江旭蔚江旭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