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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徐
静 文/摄） 在海曙高桥镇石塘村，有
一位制糖手艺了得的老师傅。每年临
近过年，他都自掏腰包买来食材，制作
出数百包花生糖、芝麻糖等，送给街坊
四邻和村里的小孩，年年如此，已坚持
了十多年。他叫沈珊宝，今年74岁，昨
天，记者来到石塘村，见到了沈老伯。

沈老伯做花生糖的手艺非常熟练，
只见他一手握住锅的手柄，一手拿着铲
子搅动着糖浆，“我十几岁就在燎原食
品厂工作，跟糖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
退休后倒是不怎么做了，就是每年过年
前，做点花生糖、芝麻糖送送人，希望大
家一年都能甜甜蜜蜜的。”

沈老伯手上动作不停，介绍起了制作
花生糖的步骤和窍门，“做糖时门窗要关
牢，因为制作过程不能见风，一见风，糖就
受潮了。一斤半的砂糖与一斤的葡萄糖浆
混合放进锅里，加一勺油，用大火熬煮，期
间不断搅拌，防止糖浆沉底烧焦。”

随着锅内的糖浆烧热，沈老伯开始
准备模具，“模具也是我找来木头自己
做的，放模具前要在案板上涂上一层
油，防止糖浆粘连。”

等到锅内糖浆熬得浓稠，沈老伯就
加入事先炒熟的花生米开始搅拌，与糖
浆混合均匀，“糖什么时候才算熬好，需
要经验。熬得太稀，做出来的花生糖会
粘牙，熬得太老，吃起来就有焦味。我

一般会用筷子蘸点糖浆用冷水一冲，咬
一下，如果咬着嘎嘣响了，就算熬好
了。”

接下来，他将锅里的花生糖倒入模
具，一遍遍用擀面杖压实压平，“如果没
压实，切出来的糖片就有可能散架，影
响外观。”最后一步就是切片，因为糖浆
冷却较快，冷却变硬后就难切，沈老伯
还自制了一个热光灯用于持续供热，延
缓花生糖变硬。

沈老伯告诉记者，他今年总共买了
80斤花生、45斤芝麻、近百斤的砂糖和
40多瓶葡萄糖浆，每天上午、下午、晚
上各煮三锅，到现在，已经做了300多
包的花生糖、芝麻糖了，“我自己不吃
糖，这些都是送给亲友、邻居的。”

“沈老伯做的花生糖又香又脆，甜
而不腻，每次吃到，都能让我回忆起童
年时光。”村民陈女士说，自从沈老伯十
多年前搬到石塘村之后，邻居们每年都
能收到他的花生糖、芝麻糖，“老伯除了
做糖之外，过年还自掏腰包给给村里的
小朋友们包压岁钱，准备小零食、制作
小玩具等。”

村民小王也告诉记者，沈老伯平时
还会买来材料，做晾衣竿、畚斗、衣架等，
送给邻居，村里也随处可见他的“作品”：
放在拐弯处的“减速慢行”提示牌、放在
河边的遮阳板等等，“老伯很低调，十多
年如一日做好事，大家都夸他热心。”

本报讯（记者 马涛 通讯员 蒋倩倩）位于盛梅北路上的一幢
公寓，由五层楼的厂房改建而成，却一直未通过消防审批，时刻暴
露在危险之下。昨天，记者从消防部门获悉，经多部门联合整治，
这幢隐患公寓被强制查封，所有租客均已搬离。

这幢名为恒苑公寓的群租楼，位于盛梅北路上的数家工厂之
间，据悉，它原本是一幢五层楼的厂房。记者昨天在现场看到，所
有租户已陆续搬离，但从外看过去，墙外仍挂着许多人未来得及带
走的衣服、床单等物，大楼内已人去楼空。

记者走进楼内发现，这里的各个房间内都有简单的厨卫家具，
且面积、结构不一，大多在20平方米以下。贴在另一出口出的一张
《告知书》，明确指出了其中的火灾隐患。

在这份由梅墟街道菁华社区张贴的通知书里，称恒苑公寓“存
在未经消防审批擅自投入使用，部分建筑装修材料采用易燃可燃
材料，消防设施器材不全，安全疏散达不到要求等安全隐患”，并表
示“高新区有关部门依法启动整治工作。”

记者随后从高新区消防大队也核实到这一情况，一名防火工
作人员介绍，恒苑公寓由厂房改建而来，为了利用空间，许多房间
的结构不符合民用住房的防火要求。其中最明显的就是，许多消
火栓内根本就没水，疏散通道的一些装饰材料比如吊顶等，都是易
燃可燃材料，无异于一个个定时炸弹。

“厂房如果要改建，尤其是改建为由大量密集人口的群租楼，
必须先报请规划部门审批，消防部门备案。”消防部门表示，自
2017年下半年开始，公安、消防、安监等部门开展对该公寓的整治
工作，但该群租楼逾期未备案，一直在违规使用。

经记者了解，该公寓共五层，150间，可租住约三四百人。经过
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劝说，租客已经陆续搬离，目前已腾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消防部门对该单位依法立案
查处，采取停产、停业和停止使用的“三停”措施。

五层厂房改建成群租楼
违规使用被消防部门查封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吴涛）“交警同志，我在高速
上被追尾了，后车司机跑到山里去了，我该怎么办？”周先生至今还
记得自己当时拨打报警电话时的无奈。去年年底，他开车前往奉
化，半路被一辆货车追尾，货车司机却消失在了山林间。昨天，他
从高速交警处得知，这起事故终于有了结果，肇事司机因为无证驾
驶被送进了看守所。

去年年底，周先生带着一家5口人，开着商务车在甬金高速上
行驶，准备去奉化溪口游玩。上午9点多，在往金华方向四角尖隧
道附近，周先生的车被一辆轻型货车追尾了。

“事故发生后，货车司机说他打保险公司电话，让我打报警电
话。谁知，等我打完电话回头找他，人已经不见了。询问货车上的
两位乘客后得知，他竟然翻过护栏，跑进高速公路旁的山里去了。”
周先生说。

将众人带离高速后，交警再次向货车上的乘客询问情况，此
时，“消失”的货车司机给一名乘客打来电话。高速交警接过电话
后，让其马上到交警队接受处理，对方却说，自己驾驶证忘记带了，
需要回家去取。

事实上，高速交警早已通过系统查询到这位姓李的驾驶员的
情况，李某并未取得任何驾驶资质。

由于李某身体不适，上周四，他才来到交警队接受处理。李某
说，他的确没有考取过驾照，发生事故后，因为害怕，他就跑到了高速
公路附近的山里躲了起来，后来打电话叫亲戚开车到山里，将他接走。

昨天，李某被送到了看守所，他将为自己违法行为付出拘留
15日的代价，而且发生事故所造成的3万多元损失无法经过保险
公司理赔，全都需要自掏腰包。

商务车高速上被追尾
后车司机翻过护栏逃入山中

他制作芝麻糖、花生糖
每年过年送给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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