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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徐幼蕾 戴旭光

50多年的沉淀和坚守

“我和冻米糖的缘分，要追溯
到 20 世纪 70 年代。”采访中，刘国
文的思绪回到了走街串巷挑货郎担
那个年代。

13 岁时，刘国文就跟着有糕
饼厂工作经历的父亲学做冻米糖。

“腊月廿三祭灶要用冻米糖，春节
前很多人家也会找人做冻米糖，给
孩子当零食或招待客人。”这两个
时间段是刘国文父子最忙碌的时
候。当年，他们骑着自行车，带上
切刀、模子、爆米机器等工具，从
澥浦一路骑到慈溪，沿途为各村村
民上门制作冻米糖。

“ 每 到 一 个 村 ， 会 待 上 三 五
天。村民提供大米，我们加工做冻
米 糖 ， 每 5 公 斤 只 收 0.5 元 加 工
费。”刘国文说，当时最远去过舟
山嵊泗的村子做冻米糖。虽然父子
俩风餐露宿，十分辛苦，但一技傍
身尚能养家糊口。

随着父亲年纪变大，刘国文在
而立之年“自立门户”，经营模式
也从上门加工变为在家制作，定向
供给周边的小店销售。

为做出口感更好的冻米糖，刘
国文在传承父亲手艺的基础上，不
断揣摩改进制作工艺，并对用料等
进行改良。

“制作冻米糖有爆米花、熬糖
汁、翻炒搅拌、模子压平、均匀切
块等工序，很多工序看着简单，其
实颇有讲究。”说到这门手艺，刘
国文的神色变得格外认真，“我选
用的是颗粒饱满的优质东北大米，

爆米花时要精确掌握时间，差几秒
钟都不行。爆出来的米花要颗粒大
小基本一致，颜色金黄，口感松
脆。又比如熬糖汁，用的麦芽糖、
白砂糖、大豆油要绿色健康，熬制
时要学会看气泡掌握火候。糖汁火
候不到，冻米糖会粘牙，且易受
潮，不便存放；火候过了，米花就
会脱落，无法黏合成型⋯⋯”

在制作工艺上，刘国文无时无
刻不注重“匠心”两字。他说，作
为 手 艺 人 ， 关 键 就 是 一 个 “ 精 ”
字，工艺可以改良，但传统手法不
能丢，不能以简化流程、缩短时间
来牺牲口感和品质。

冻米糖一年四季都能做，但每
年的 10 月到次年 5 月是销售旺季。

“现在制作的冻米糖最好吃，因为
原料用的是新鲜上市的大米、芝麻
和花生。”刘国文告诉记者，现在
他每天的订单应接不暇。

从传统地方小吃变成
全国网红美食

2009 年，十七房村进行景区
化改造提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随着古村落变成精品景区，刘国文
也站到了乡村振兴的“风口”，在
景区内开办了“老刘冻米糖”店
铺。

此时，一个个新问题浮现在刘
国文脑海中：如何让老手艺与新农
村碰撞出火花？如何找到传统小吃
与现代口味之间的接榫之处？为
此，他除了不断提升冻米糖品质
外，还在包装、销售等方面进行了
与时俱进的创新。

“我花了一个月时间，自行设
计了一款一公斤装的精品礼盒，上
面印有十七房村和冻米糖的介绍
等。”此外，刘国文还设计了传统
虎 头 包 等 多 款 别 致 的 小 包 装 盒 。
2013 年，他便开设了线上微店同
步经营，销售范围也扩大到全国各
地。除了传统的冻米糖，刘国文还
手工制作花生酱、酒酿、芝麻糖、
花生糖、生姜糖等，以满足不同口

味人群的需求。
近年来，十七房景区的游客越

来越多。刘国文的冻米糖不含添加
剂，绿色美味，成了大家走亲访友
的抢手货，更成为十七房村乡村旅
游的标志性伴手礼。

“ 老 刘 的 冻 米 糖 我 从 小 吃 到
大，家里三代人都喜欢吃。虽然现
在生活条件好了，但其他零食比
不上这口老底子的味道。每年秋
冬季，我都会来买他的冻米糖。”
前 段 时 间 ， 市 民 蔡 先 生 冒 着 风
雨，特意赶到刘国文店里买冻米
糖。

采访中，刘国文的手机微信响
个不停，“这个客户要订 11 月份的
满月伴手礼，那个客户刚从外地回
来，说想念家乡的味道。我信息都
来不及回⋯⋯”他告诉记者，曾有
客户特地在线上订购冻米糖，寄给
国外留学的孩子吃。

更令刘国文欣喜的是，“老传
统”已升级成为“新选择”。很多
客户购买老刘冻米糖作为婚宴伴手
礼，外地旅行社买来送给游客当作
纪念品，一些酒店更是将冻米糖放
在房间内，成为服务住客的礼品。

去 年 ， 刘 国 文 用 掉 15 吨 大
米，卖掉了 30 多吨冻米糖，他的
年收入也从曾经的养家糊口变成了
如今的 30 万元左右，日子越过越
红火。

据悉，刘国文曾被人民日报微
博、央视四套“远方的家”栏目以
及央广经济频道报道，“老刘冻米
糖”也跃升为全国网红食品。今
年，他的“十七房冻米糖制作技
艺”被列入第六批宁波市级非遗项
目。

50 多载寒来暑往，日复一日
做着冻米糖，刘国文希望这门手艺
能传承下去。前些年，他收了一位
慕名来学艺的徒弟，悉心传授技
艺。后来，徒弟在南塘老街也开了
一家冻米糖店，生意红火。“冻米
糖是宁波人老底子的回忆，我们如
果不做，可能大家就吃不到了，所
以我要守着这份乡愁和甜蜜，一直
做下去！”刘国文动情地说。

刘国文刘国文：：

冻米糖里飘出冻米糖里飘出
乡村振兴甜蜜味乡村振兴甜蜜味

记者 余建文 通讯员 王贝贝

秋日的早晨，走进莼湖街道章
胡村，农人正在晒场上晾晒新收的
稻谷。走过蜿蜒整洁的巷道，一栋
栋白墙青瓦的民宅掩映在花丛中，
水塘波光粼粼，令人心旷神怡。

章胡村始建于北宋宣和年间，
距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相传当年
章姓太公从琯由福建漳州迁到此
地，发现这里背山面海、土壤肥
沃、风光秀丽、宜渔宜樵，便住了
下来，开枝散叶。

目前，村里在册人口 1200 余
人，以章、董、胡三大姓氏为主，
并各建一座祠堂。村里的老人说，
章胡村离海涂仅二三百米，一直以
来，村民延续半农半渔的作业方
式，驾船赶小海。10 余年前，奉
化滨海开发区建设启动，村民大多
进企业务工，尽管如此，章胡村传
统的渔家风情还是保留了下来。至
今，村里还有 100 余名渔民。

以前的章胡村，因为三大姓氏
“各自为营”，是个出了名的矛盾复
杂村。2017 年起，章胡村借农房
改造之机，以“道德庭”为抓手，
探索出一条以德治村的新路子，成
为奉化区乡村治理的标杆。

“农房改造，涉及家家户户切
身利益，还有大笔资金使用，稍微
处理不当就会引发纠纷。”莼湖街
道城建办主任、章胡村联村干部张
海山说，章胡村推选出村里德高望
重的村民、退休干部或者具有一定
威望的乡贤人士等组成团体，聘请
村内“名人”当庭长，并建立了六
赞六戒评分标准等制度，以道德评
判方式，调处宅基地、邻里关系、
土地归属等方面矛盾纠纷。

3 年多来，章胡村“道德庭”
累计调处矛盾纠纷 68 起，未发生
一起越级上访事件，大到拆迁纠
纷，小到家长里短，村民都愿意拿
到“道德庭”评一评、说一说。从
当初的“矛盾村”到现在“大事一
起 干 ， 好 坏 大 家 判 ， 事 事 有 人
管”，章胡村实现华丽“蜕变”，获
得 省 民 主 法 治 村 、 省 “ 三 治 融
合”、村事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示范
村等多项荣誉。

走进有着 200 多年历史的章氏
宗祠，顿时眼前一亮，这里已变成
奉 化 区 海 洋 文 化 馆 。“ 巨 大 的 鲸
鲨”“憨憨的海龟”“长嘴的鲟鱼”
自 由 自 在 地 “ 游 动 ”， 两 边 厢 房
里，陈列着渔民打鱼的用具以及各
类船模，讲述着莼湖渔业史。结合
现代化的声光电以及 AR 技术，客
人可以登上渔船，过一把海上驾船
瘾。街道宣统办同志说，馆内的这
些大型鱼虾标本是桐照渔民捐赠
的，今后这里将成为青少年了解海
洋文化的一个研学基地。

在村庄里，一排排新建的小别
墅尤为显眼，不少村民正忙着装
修。网格员吴娟说，改旧建新，村
民花二三十万元就能住进 200 多平
方米的别墅。近几年来，章胡村滚
动实施农房梳理式改造，改善村民
居住条件，美化村庄环境。截至目
前 ， 全 村 完 成 拆 旧 总 面 积 近 60
亩，拆除旧房约 2 万平方米，新建
联排落地房 56 套、套房 42 套。此
外，还配建老年公寓 57 套，已有
70 多位老人入住，村里还建起了
老年食堂，菜园子、卫生所等配套
设施一应俱全，解了村民居家养老
的后顾之忧。

张海山告诉记者，这几年，政
府部门在章胡村累计投入近 3000
万元，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改
造，打造灵美章胡。环境变美了，
村庄和谐了，下一步就是实施发展
大计。“我们已做了计划，准备新
建一些公寓楼用来出租，为滨海工
业区做配套，同时兴办农家乐，发
展乡村游，把游客引过来。”张海
山说，借助山海资源优势，做好文
旅文章，逐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为
千年章胡注入新活力。

以德治村

千年章胡
灵美蝶变

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蔡 迪 罗世静

在基层社区“锋领网格”内，
常常能看到“红马甲”的身影，他
们活跃在社区治理、服务群众的岗
位上，践行着党员的初心使命，他
们是默默奉献在社区的志愿者。志
愿者在奉献自己、服务社会的同
时，也需要得到关心、鼓励和认
可。目前，海曙区月湖街道党工委
开展党群志愿者“暖心反哺”行
动，各社区党委通过心理疏导、慰
问反哺、守望接力等方式，为广大
志愿者送上关爱，减压赋能，不断
激发辖区“锋领网格”内志愿团队
和志愿者的活力。

“身心保养”为志愿者解压增
能。迎凤社区党委在前期联合结对
的台州商会党支部为社区志愿者送
上身心“保养服务”互动讲座和游
戏后，近日又联合海曙臻兴女性社

会组织促进中心，开展主题为“亲
密关系中的冲突”的情景沙龙，为
志愿者送上第二次“保养服务”。现
场，40 多名志愿者在资深心理咨询
师的引导下，全神贯注参与案例分
析交流和情景游戏，气氛热烈。

“ 社 区 志 愿 团 队 庞 大 、 活 动
多，志愿者大多年龄偏大，在参与
社区建设、服务居民的过程中难免
会遇到一些质疑，也需要心理调
适。”迎凤社区党委书记蒋玲爱表
示，社区定期邀请心理专家针对志
愿者常见的心理需求、心理问题
等，面对面疏导情绪，进行心理互
动小游戏，并为志愿者们提供操作
性强的建议，切实提升志愿者在社
区自治中的实操水平和服务能力，
为社区治理增添动力。

“温暖反哺”让志愿者坚定前
行。天一社区有一支“退而不休，
老有所为”的志愿团队，团队中多
人 有 20 多 年 坚 持 志 愿 服 务 的 历
史。其中“老知青”党员郑菲菲是
天一社区优秀义工团的核心成员，
多年来她持续关爱服务社区独居空
巢老人；有 34 年党龄的社区党委
委员周绍稷，身兼社区第二党支部

书记，他带领支部党员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不辞辛劳地坚守在社区
志愿服务岗位上；退休老军人王贵
灿带领社区消防志愿者队伍，常年
为社区安全保驾护航⋯⋯

天一社区党委携手共建单位财
通证券宁波分公司综合党支部的党
员，开展“守初心、送温暖、共建
邻”活动，为这支志愿团队送上暖
心慰问，送去精心准备的慰问品。

“ 只 要 社 区 有 需 要 ， 我 们 随 叫 随
到，给需要帮助的人送去温暖的同
时 ， 也 给 自 己 带 来 了 无 穷 的 快
乐。”郑菲菲说，社区和共建单位
送来的温暖让志愿者们更有劲头，
使他们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为社区建
设贡献力量。

“守望接力”让志愿精神代代
传承。近日，县学社区 4 名志愿者
上门为结对老党员钱阿月老人过了
88 岁生日，老人非常开心。作为

“资深”志愿者，钱阿月 28 年来结
对 了 20 余 名 老 人 ， 她 还 一 手 发
起、壮大了社区“红袖章”巡逻
队，同时兼任楼道小组长、每年带
头进行慈善捐款、照顾行动不便的
老人、坚持打扫老年活动室，在小

区新建凉亭方便居民休息⋯⋯
“以前你为老助老，现在我们

为你服务。之前，钱阿月老人作为
社区志愿服务的骨干力量，坚持为
老助老。现在，老人年纪大了，应
该享受新生代志愿者提供的服务

了 。” 县 学 社 区 党 委 书 记 乐 美 囝
说，社区通过“守望接力”，壮大
红色志愿力量，让志愿精神代代传
承，激发更多党群志愿者投身家园
建设和社区治理中，让家园更美更
和谐。

“暖心反哺”激发“锋领网格”志愿力量活力

传统工匠艺术之路

系列报道

月湖街道邀请心理专家与志愿者互动月湖街道邀请心理专家与志愿者互动，，解压增能解压增能。。（（陈朝霞陈朝霞 摄摄））

清晨5时多，晨曦微露，镇海澥浦镇十七房村景区
的“老刘冻米糖”店铺内热气腾腾，飘出阵阵米香和芝
麻香。制作米花、熬制糖汁、翻炒搅拌……店主刘国文
不断重复着这些工序，开始忙碌的一天。“昨天从早上
5时一直忙到傍晚5时，为温州一家旅行社赶制了58箱
冻米糖，今天要忙宁波一家酒店的订单。”他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

在没有薯片、可乐“加持”的年代，冻米糖这口嘎
嘣脆的零食，是许多宁波人甜蜜而温暖的惦念，一口下
去，松脆香甜、唇齿生津。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冻米糖渐渐淡出了大家的视野，会这门传统制作技
艺的人已为数不多。

刘国文今年66岁，是目前镇海少有的还在坚持手
工制作冻米糖的手艺人。在十七房村高大的马头墙、古
老的青石板路间，他用一间小铺子、一口大锅和一颗匠
心，坚守着冻米糖制作这门传统手艺的传承之路。

老刘正在制作冻米糖老刘正在制作冻米糖。。（（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老刘设计的各类冻米糖包装老刘设计的各类冻米糖包装。。（（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前来购买冻米糖的游客络绎不绝前来购买冻米糖的游客络绎不绝。。（（沈孙晖沈孙晖 摄摄））

浓浓渔家风情的章胡村浓浓渔家风情的章胡村。。
（（余建文余建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