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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风味腊肠如何DIY呢？
华严菜市场的一位老师傅向记者介
绍了相关制作工艺，自制腊肠并不
复杂。

食材：鲜猪肉、食盐、白糖、味
精、高度白酒、姜汁、红曲粉。

做法：
1、猪肉要选带点肥肉的五花

肉，口感好，不会太柴，然后将猪肉
切成1厘米左右的小丁，放入大盆
内，放入所有调味料，将肉搅拌至入
味，如果觉得有些粘连的话，放入冰
箱冷藏腌制1小时。

2、接下来自制一个灌肠的工
具，准备一个矿泉水瓶子，剪下上面
带嘴的部位，然后将肠衣套在瓶口，
肠衣的另一边打个结系紧。

3、将肉装入瓶内，用筷子将肉
捅进肠衣里，并时不时的用手将肉
移一下位置，以免装的太多把肠衣
撑爆，把肉全部灌好之后用棉绳分
段扎好，也就是隔适当的距离扎上
一段棉绳，做成长度差不多的腊肠，
然后用牙签或者针在肠衣上扎孔，
帮助排气。

4、全部做好之后将香肠挂在钩
子上，最好一根一根挂不要重叠，挂
到阳台上，冬季室温10℃左右，晾
晒一个星期左右，至香肠表皮变干
燥，用手捏着还有一点软的时候即
可收起，放到冰箱冷藏保存。

就这样，过年时，一盘香气扑鼻
的自制风味腊肠就可以上桌了。

记者 周晖 文/摄

从前几年的“年糕文化节”，到
今年的“年糕文旅节”，白峰街道不
断围绕年糕产业，深挖传统文化潜
力，打造出响亮的特色品牌。

活动现场，七大年糕展销摊位
吸引着众多游客的光顾。据白峰
虾龙年糕加工坊老板曹玲娟介绍，
去年他们准备了5000公斤的年
糕，结果不到中午就卖完了。所以
今年，特意提早定好了原料，备了
足足10000公斤年糕，多色年糕
也准备得很充足。

长沙汀庙前的“非遗展区”也
是游客必“打卡”点之一，由年糕为
原料做成的十二生肖惟妙惟肖，吸
引了许多市民前来拍照留念。

来自余姚的陈先生给每个动
物生肖都拍下了照片，非常高兴地

表示，记得他很小的时候，过年了，
几户人家就会凑在一起打年糕，然
后小孩子就会用边角料捏出各种
好玩的形状，现在这个已经很少见
了，难得在这里还传承下来。

不同以往，此次年糕文旅节还
特别设置了“祈福”环节，以老者带
领幼童“敬香”的传统祈福方式，作
为将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传承”。

虾㢀年糕的品牌化，不仅推
进白峰街道的全域旅游，助力美
丽乡村建设，也形成了白峰特色
的文旅品牌，持续带动周边文旅
建设。

据了解，此次年糕文旅节当
日，年糕销售量达30000公斤。

记者 程鑫
通讯员 何宁 陈杨榀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一碗热气腾腾、甜糯可口的腊八
粥喝下后，仿佛开启了过年的闸门，春节的脚步已经渐行渐近。
尽管现在过年比不上“老底子”年味浓郁，但百姓过年的准备还是
少不了。咸蟹、鳗鲞等各式海鲜是宁波人春节餐桌的主打菜，当
然，风味腊肠、腊肉也少不了。

寒风起，正是腌制腊肠、腊肉的时节。记者昨天来到人气兴旺的华
严、东柳等菜市场及三江、欧尚等超市，发现当下订制、采购腊肠、腊肉的市
民还真不少。

“我要订两斤腊肠！”昨天上午，华严菜市场门口的一家猪肉专卖摊门庭
若市，市民张女士一边排着队，一边向摊主吆喝。她说，她的孙子特别喜欢
吃猪肉，尤其是过年吵着要吃腊肠，所以她提前来预订腊肠，没想到生意挺
好的。“小时候过年，腊肠、鳗鲞总是少不了，腊肠要做得不肥不腻，蒸熟了满
厨房都是香味。”张女士回忆道。

今年腊肠价格比去年贵些

不过，受鲜猪肉等原材料价格
上涨的影响，今年的腊肠价格要比
去年同期上涨了三至四成。去年春
节前普通腊肠每公斤一般卖70元，
今年涨到100元，用黑猪、土猪肉制
作的腊肠、腊肉更贵，零售价达到每
公斤160元。华严菜市场的一位肉
摊主说，普通的猪肉现在每公斤卖
50-60元，加上配料、制作费，腊肠
的正常价格要卖到每公斤100元。

而宁海岔路黑猪肉每公斤就要100
元，制成腊肠风干，分量减少，所以
价格比较高。“去年制作费是按每
斤5元，今年已经降至4元，但因
为原材料涨得比较厉害，所以市民
总体感觉还是价格高出一截。”东
柳菜市场的一肉摊摊主告诉记者。
相对来说，风鸡、酱鸭等禽类制品
价格涨幅相对平稳一些，不像猪肉
制品涨幅明显。

如何自制风味腊肠

“小年糕”
造出文旅品牌
“银龙线”

串起秀美山川
北仑区白峰街道

第六届年糕文旅节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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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甬城年味渐浓。又
到了该采办购置年货的时刻了。虽
说时下很多事情比以前已经方便很多，
但过年嘛，总还是要有一些仪式感的。
所以，今天起，让我们一起再次将视线
投向阿拉宁波人的各种备年货模

式，一起分享年夜饭渐行渐近的
喜悦……

2019年初，北仑区委将“银龙
线”建设上升到“双城”发展和“三
个北仑”建设的战略高度，作为北
仑“双龙一凤”（金龙线-秀美山川
线太河路，银龙线-上白线，凤凰
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峰街道积
极发挥良好的生态优势、特色农产
业优势、深厚的历史人文优势，精
心打造集农、旅、文于一体的“银龙
线”文旅精品线。

活动当天，“看得见山水、摸得
见未来”——最美“银龙线”形象宣
传片也在经过6个月的精心打磨
后正式对外发布。

“银龙线”以上白线为主轴，全
长10余公里，贯穿白峰全境，有以

“盐文化”为基地的港口外峙岛“峰
之窗”，有以“虾蜡龙潭、知青村、黎
明拂晓等”为风景线的“峰之景”、
有“虾蜡年糕、白峰海鲜、双石蘑

菇、日华牛肉、高尔鸡蛋、司沿烧
酒、传甬茶叶和未来将开发的上阳
啤酒小镇”的“峰之味”，更有美丽
的风车公路、日头山休闲基地等。

30多个景点串点成线，带动
了乡间民宿和特色农业的发展。
生态美景与精品农业交织融合，美
丽乡村建设与历史人文交相辉映，
绘就出一幅山水相映“魅力银龙”
的滨海秀美之城。

白峰街道以“银龙线”串起秀
美山川，着力打造优质农产品采购
目的地、乡村文化旅游目的地、户
外休闲运动目的地，更高质量建设

“三生三宜”美丽新白峰。
同时，白峰街道在2020年将

全面开启“银龙线”文旅精品线的
招商宣传推介，扩大“银龙线”建设
影响力，努力打造“乡村振兴”白峰
样板。

一条“银龙线”串起秀美山川

一块“小年糕”造出文旅品牌

昨日上午，北仑区白峰街道下
阳村上王文化长廊周围，弥漫着浓
浓的年味。白峰街道第六届年糕
文旅节暨北仑区绿色网络文明进
乡村启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虽然飘着小雨，但多样的美
食、精彩纷呈的演出、妙趣横生的
互动活动，还是吸引了大量的游
客。据初步统计，有近6万名游客
前来感受浓郁年味，体验传统文
化。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活动不
但设置了常规的虾㢀年糕专卖区、
特色农产品展销区、多色小吃体验
区，还设置了年糕非遗展示区、传
统文化展区。此外，还为前来游玩

的游客特别设置了合影区、新年祈
福区、儿童体验区等。

活动当天，北仑区绿色网络文
明进乡村启动仪式也同步进行。
该活动将通过后期实施“网络公益
照乡村”等绿色网络文明进乡村十
大行动，让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植
入美丽北仑的乡村土壤，为乡村振
兴营造积极健康的网上舆论氛围。

活动现场，身穿红马甲的党员
志愿者们成为在寒风中最坚实的
守护者。当天,来自各行、各业、各
地的120余名党员义工坚守岗位,
参与引导咨询、秩序维护、劝阻不
文明行为等服务,让现场氛围变得
更加火热。

菜市场里的腊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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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腊肠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