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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桥社区地处宁波繁华的商业

区，常住居民1251人，80岁以上老
人有158人。

郑桂花是当天第一个接取茶饮
的居民。“居委会在群里通知宁波晚
报和爱心企业来社区送茶饮，我和
老头子今天早早就来这里等着了。”
郑桂花说，她已经“阳康”10多天了，
现在肺部还有一点炎症。

“我之前看了晚报的报道。”郑桂

花说，这个茶饮里有人参、枸杞、陈
皮、菊花等药材，可以补充元气、益肺
生津、理气健脾、散风清热。“非常适
合我们老年人，也适合‘阳康’人员。
接下来，我们每天都会来接两杯茶饮
回去喝，让身体早点恢复。也希望大
家都能健健康康地过年。”

和郑桂花不一样，65岁的王阿
姨一直没有“阳”，在做好防护的同
时，她也和老姐妹一起过来接取茶

饮。“我听居委会说，这个茶饮除了孕
妇、哺乳期妇女及14周岁以下儿童
不宜服用外，其他人群都能喝，也能
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增强体质。”

为了防止自己变“阳”，独居的
王阿姨很注意防护。“每次买菜，我
都是挑人少的时候去。”去银行也是
这样，如果里面人比较多，王阿姨就
会在外面等着。等到人少了，她才进
去办业务。

“阳康”老人早早就来排队等候

居民在接取茶饮。 记者 刘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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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的虾 年糕在当地很有
名，用泉水制作，味道清甜，富含多
重营养。虾 年糕起源于明清，有五
六百年历史，虾 年糕里并没有虾，
只因制作年糕的村子叫虾 ，便有
了这个名头。

记者来到下阳村上王股份经济
合作社时，国强年糕作坊正在加工
艾草年糕。将艾草添加在机器槽里，
与高温蒸熟的米粉混合，用木槌将
其慢慢捣入成型器，进行压延成型，
最后利用切割机将长条的年糕逐一
切断……

国强年糕作坊是个小作坊，场
地面积不过20多平方米，平时比较
冷清，但每年春节前的20多天里，
人气很旺。不少村民会自带大米，付
一点加工费，让作坊帮忙制作。过年

吃年糕，对当地很多人来说是一种
仪式感。

除了来料加工的小作坊，在虾
龙潭森林游步道入口不远处，有

一家该片区规模最大的年糕厂，占
地 1300 多平方米，经营者叫胡素
珍。

“最近每天差不多要生产1万公
斤的虾 年糕，供应北仑、宁波一些
菜场超市，还有网购平台，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企业要采购，当作年货礼
品。”胡素珍说。

掀开厂区门口的挡风门帘，机
器轰鸣作响。泡米、碾粉、拌粉、上
蒸、成型……每一道工序均在生产
线上操作。随着最后一道切割工序
的完成，一条条白白胖胖、又香又糯
的年糕便带着热气“出炉”了。

这条自动化生产线是胡素珍去
年花了100多万元采购的。“电脑按
一下，要它停就停，要它开就开。”64
岁的胡素珍做年糕生意已有13年，
从100平方米的小作坊“壮大”到如
今的工厂模式，生产方式随着机器
不断更新，规模、产量也持续获得双
提升，而让她最惊喜的，还是这条生
产线的投用。

“以前是半自动化的，只有年糕
机和成型器，最忙的时候，几十个工
人每天加班加点，只能做3000多公
斤年糕。换上这条生产线后，平常只
要四五个人就够了。像这个阶段，我
在村里临时找10来个人帮忙，早上
五六点开工，晚上九十点钟结束，一
天能生产 9000 公斤到 10000 公
斤。”胡素珍说。

说话间，记者注意到，不时有企
业或销售商推着板车进来，将一袋
袋打包好的年糕装运上车。胡素珍
说，这段时间年糕需求量特别大，每
天是“一边生产、一边提货”的状态。

这几年胡素珍也尝试制作了各
种口味的年糕，比如添加艾草、桂
花、玉米、红薯、高粱等，但最受欢迎
的，还是传统的年糕。在胡素珍看
来，吃年糕，吃的是小时候的味道，
它没法变，也变不出多少花样。在春
节阖家团圆之际，热气腾腾的年糕
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这份年味，能
让一家老小多一份天伦之乐。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刘迪

1 月 10 日上午 10 点，一大桶滚烫的人参
元气茶饮摆到海曙莲桥第南区东门，排队等候
的居民拿出茶杯、茶壶，上前去接。“我刚刚‘阳
康’，觉得比较虚，这个茶饮正好给我补补元
气。”73岁的居民郑桂花说。

当天，宁波晚报“新春走基层 幸福来敲
门”活动来到海曙江厦街道莲桥社区，宁波药
材股份有限公司（寿全斋）携手宁波晚报为这
个社区的居民提供为期 7 天的人参元气茶
饮。短短半个小时，莲桥第南区东门的这桶茶
饮就被领完了；莲桥第北区北门的茶饮也很快
被领完。

“我们都约好了，这7天每天上午都会来
接一杯茶饮，好好调理‘阳康’后的身体。”居民
王阿姨说，她和几个老姐妹都商量好了。

一个工厂一天就要加工
约1万公斤虾 年糕

北仑白峰街道下阳村

热气腾腾
“蒸”出年味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在北仑

白峰，年味与年糕有关。当地的

虾 年糕小有名气，这道软软糯

糯的小食也是很多宁波人年货清

单里的必选项。1月11日一早，记

者来到白峰街道下阳村，这个距

离宁波城区约60公里的小村庄

里，聚集着六七家年糕作坊和年

糕厂。这段时间，当地年糕生意

非常红火，厂房里热气腾腾，浓

郁的米香扑鼻而来。

“这样的茶饮，我们老年人都喜欢喝”
许多老年居民相约一起再喝6天

听说社区还有一些高龄独居老
人不方便来领取茶饮，记者决定和
社区志愿者卢世英一起送茶饮上
门。卢世英先是跑到几名高龄独居
老人的家里，拿了茶杯，和记者一起
接取了茶饮，然后把茶饮送到老人
家里。

最先送的是90岁的独居老人
叶能利。早就等在家里的叶能利看
到记者和志愿者上门，先是拿出一
个喷壶，对着门口喷了几下。“谢谢
大家，我还没‘阳’过，所以给大家先
消消毒。”老人说。

接过茶杯，老人又是一阵消

毒。做完这些防护措施后，老人打
开茶杯喝了一小口。“好香啊！”老
人说。随后，老人希望志愿者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继续送茶饮上门。

“我们老年人都喜欢喝这样的茶
饮，既能补充元气，还能代替茶水
解渴。”

记者为高龄独居老人送茶饮2

“这个茶饮太受欢迎了，大家都
表示接下来几天都要继续来喝。”该
社区党委书记罗威表示，接下来的6
天，社区每天将继续在这两个地方

摆放茶桶，供居民接取茶饮。
“居民们很高兴，我们也很感谢

宁波晚报和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司。
之前，晚报记者就跑腿送来过宁波药

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叶峰以个
人名义赠送的抗原检测试剂。这次又
送茶饮，这么贴心，真是太感谢了。”罗
威说。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娄嘉瑞

社区还将继续提供6天茶饮3

刚刚蒸好的年糕刚刚蒸好的年糕。。 记者记者 陈烨陈烨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