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3城市读本2025年1月13日 星期一
编辑：刘虎 设计：徐霖海 校对：刘子纯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晨报记者谢祯陈嘉汶

“来，吃饭哦！”近日，在阿志

苗家酸汤鱼私房菜（金尚店），一

声亲切的乡音拉开了“围炉话乡

情”的第一次围炉——贵州人、贵

州菜、贵州酱酒。

围炉畅聊 乡情浓厚
在厦门，贵州人以其独特的

勤劳和智慧在各行各业绽放光

彩，他们中有教师、律师、企业家、

房地产经纪人、餐饮管理者……

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智慧为这座

美丽的海滨城市增添了一抹亮

色。

围炉共聚，共话乡情。活动

一开始，各位贵州籍在厦工作生

活的人士便纷纷打开话匣子。“无

论走到哪里，家乡的味道总是最

让人怀念。在厦门能找到这么多

贵州的美食和老乡，真是让人感

到特别温暖。”仁铭工程顾问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洪涛1992年就来

到厦门打拼，现在是厦门市贵州

商会会长。

厦门一中退休英语特级教师

余宪林也深情回忆起自己在厦门

的20年时光：“这里已经成为我

的第二故乡。但是每当夜深人静

时，我总会想起贵州的山山水水

和那些熟悉的面孔。”

“来厦门16年了，来的时候

从月薪500元的帮厨做起。因为

喜欢，所以我留在了厦门。”本次

围炉的东道主、阿志苗家酸汤鱼

私房菜创始人吴小志不仅在厦门

开了多家融合贵州菜元素的社区

私房菜餐厅，更是将贵州美食文

化带到这座城市，让更多的人品

尝到贵州的美味。本次活动的指

定用酒“号外”酱酒也由吴小志提

供。

家乡美味抚慰“乡愁”
在围炉现场，吴小志亲自下

厨，为大家做了一道地道的贵州

酸汤鱼。这道菜以新鲜贵州小西

红柿低温发酵而成的酸汤，搭配

鲜嫩的贵州江团鱼制作而成，香

气扑鼻，令人垂涎欲滴。吴小志

介绍：“这道酸汤鱼不同于酸菜

鱼，汤是西红柿熬制的，可以喝，

味道酸香开胃，是我们贵州最具

代表性的一道菜。”

除了酸汤鱼之外，各种贵州

特色美食也承载着浓浓的家乡味

道。王洪涛品尝着糟辣椒炒饭

时，感慨地说自己仿佛回到了儿

时：“糟辣椒炒饭是我们小时候常

吃的。每次吃到，都让我想起那

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新华保险厦门分公司养老规

划师罗梅则对贵州辣子鸡情有独

钟，她说：“这道辣子鸡是我们贵

州人的最爱，不论是平日的宴席，

还是年夜饭，都有这道菜。它不

仅仅是一道美食，更是我们贵州

人对家乡的情感寄托。”

“过年的时候，贵州家家户户

都要打糍粑，那个糍粑实在是好

吃得不得了！”厦门鑫亿邦房地产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董事长余冰冰

回忆起糍粑带来的年味。

余宪林最爱的则是折耳根，

他说，它除了能解馋，还能治感

冒。

回乡过年是莫大的幸福
过了腊八就是年！说起家乡

的年俗，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执

行主任杨润黎说，在贵州，每逢大

年三十都要祭财神，家家户户都

要备一个猪头。“当天下午开始，

家家户户边喝酒边祭财神，每户

人家都要围坐在一起，从头吃到

尾，等到祭祀结束后，大家也都喝

得差不多，再分散回家吃年夜

饭。”

“已经有5年多没有回贵州

过年了，看到今天这一桌家乡的

美食，更加思念家乡，更加怀念在

贵州和家人、好友团聚的时刻。”

罗梅说，有空她一定要回去看看。

余宪林则感慨地说：“我年轻

的时候刚来厦门，想接父母来厦

门过年，而老人总是怕打扰我们

的工作和生活，不愿意来。就这

样年复一年，等到他们离开人世，

都没有到过厦门。这是我内心深

深的痛！”

“我每年都一定要回去过年

的。年中我也要回去好几次。回

去那段时间，我今天在父母家吃

饭，明天在哥哥家吃饭，后天在姐

姐家吃饭，一周时间把各家都吃

遍了，就该返程回厦门了。”王洪

涛说，这对他而言是莫大的幸福。

在厦贵州人 酸汤鱼腊肉就酱酒
晨报推出年终融媒体特别策划“围炉话乡情”，首期邀几位在厦贵州人围炉

在繁忙喧嚣的都市，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故土情怀。春节临近，为了慰藉这份思乡之
情，让不同地域的文化在厦门这片热土交融共生，晨报推出年终融媒体特别策划——围炉话乡情。
我们希望通过围炉共聚的形式，让在厦各地代表品尝到家乡的味道，分享过去一年在厦门奋斗的
点点滴滴。我们将通过短视频和晨报纸媒报道，记录下这份跨越地域的温情与美好。

晨报讯（记者 白若雪 通讯

员 林婧）寻年味、庆年节、享年

趣……近日，“第二届乐享自贸·

厦金年货消费节”在全国首个对

台免税交易市场——翔安大嶝对

台市场拉开序幕。此次年货消费

节以丰富多元的特色年货和精彩

纷呈的文化活动，为市民游客送

上一份新年贺礼，让到场的消费

者感受大嶝对台市场的独特闽台

魅力。

本次活动由中国（福建）自由

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主

办。开幕式上，第十六届最闽台

伴手礼活动入围决赛名单公布，

市民评选活动火热启动。宝岛特

产3Q饼、日月潭红茶、祖传秘方

老板辣等琳琅满目的闽台伴手礼

齐聚大嶝小镇。

主办方特邀“翔安百味”区域

公共品牌优选100余种代表翔安

的特色传统美食参与活动。“翔安

百味”还携手台企太祖食品有限

公司、五州量等到场助力，用两岸

一脉共生的美食风味，展现中华

血脉传承，激发共鸣与乡愁，为市

民游客开启一场舌尖上的两岸风

情之旅。

为刺激消费者的购物热情，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

片区管委会面向市民游客派发总

额50万元的消费券，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派发，为市民游

客送上新春福利。1月10日—

16日，消费者通过云闪付支付，

即可享受到店立减优惠。

活动期间，“厦门市两岸小

额贸易商会”换届授牌仪式举

行，将有助于扩大厦门与台湾的

经贸联系，推动厦门对台小额贸

易繁荣。

徽菜、粤菜、川菜、藏

餐、客家菜……我们不妨

以家乡味来划分区域，围

炉共话。品的是家乡味

道，也是儿时记忆，更是舌

尖上的“乡愁”。

酱酒、高粱酒、米酒、

青稞酒……我们不妨用家

乡酒敬过去这一年。让我

们把故事酿成酒，承载思

乡之情。

如果您想参与组织“围

炉话乡情”，请致电晨报新

闻热线 8080000，或扫下方

二维码关注“海西晨报”官

方视频号与我们联系。

海西晨报

视频号

厦金年货消费节在大嶝开幕

几位在厦工作生活的贵州籍人士一起围炉，共话乡情。记者王世伟摄

征集令

晨报讯（记者许悦）连日来，

2025海峡两岸（海沧）百名书法

家书春送福活动深入海沧区东

孚街道孚美社区、港汇商业广

场、招商花园城、祥禾广场等地

共举办 8 场活动，为市民送上

1800多副春联和“福”字。

在东孚街道孚美社区，书

法家们神情专注，手中的毛笔

在红纸上舞动，写出一个个苍

劲有力、寓意吉祥的大字。市

民张大爷手拿书法家写的“福”

字，喜笑颜开地说：“现在市面

上卖的春联虽然花样多，但都

比不上这手写的有年味，感觉

这样特别喜庆！”

市民李女士则表示：“现在

电子产品多，孩子都快不认识毛

笔字了。带他来这儿，就是想让

传统文化扎根在他心里。有书

法家现场教学，比上什么兴趣班

都强。”

作为海沧区对台文化交流

品牌活动，书春送福活动自2014

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十一

届，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张亮

丽名片，为两岸文化融合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

1800多副春联送给市民

海西晨报社年终融媒体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