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界后，从记录者到参与者

“我一直在尝试，小姨夫教给
我的技术可以借鉴，但跟我现在
的工艺流程已经是不一样的了。”
在现代城市生活中，从前小阿姨
用的煤炉蒸米、棉被保温发酵等
方式都很难借鉴了，因此，从开始
学习做酒酿以来，他一直在改进
工艺流程，包括标准化生产、3D
打印制作工具等，光是发酵前糯
米装罐的工具，就更新了3个版
本。彭益民还特别强调，他想推

出的标准化生产并不意味着用机
器代替手工，主要是在控制温度
上下功夫，稳定酒酿的出品质
量。未来，他还希望在保证手工
制作的前提下，能够把“小阿姨甜
酒酿”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总结出
来，实现“谁拿到这套方案，马上
就可以按照标准开始做”。他的
最终目的是“大家都能做出‘小阿
姨甜酒酿’的口味”。

现在“小阿姨甜酒酿”的口味，

除了原味，还开发了红曲、玫瑰、洛
神、桂花、火龙果等多个新口味。
作为甜品制作爱好者，彭益民的妻
子小袁也创新了多种吃法，给传统
的民间小吃带来了新的味觉体验。

不仅在制作器具上运用“黑科
技”，曾经以摄影为主业的彭益民，
还计划日后继续发挥自己在视频
方面的优势，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把“小阿姨甜酒酿”传播到更广阔
的天地。 （晚报记者 孙妍雯）

这些“小目标”贴近民生

2025年市民
生活品质将更优

新增机动车公共停车泊位、开展小
微空间整治、营造集市消费新场景……
随着2025年的到来，无锡将迎来更多细
微而深刻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提升市民
生活的便捷性与舒适度，我市城管部门
设定了一系列城市管理小目标。这些小
目标会给市民生活带来哪些具体改变？
让我们一探究竟。

近年来，停车难问题一直困扰着不
少无锡市民的出行。针对市民的呼声，
2025年，无锡将继续为缓解停车难给出
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计划新增机动
车公共停车泊位 10000个和共享泊位
2000个，并对10条道路泊位进行机器人
智能化改造；推动重点区域周边单位在

“五一”、国庆期间免费向社会开放停车；
试点老旧小区周边居民夜间包月停车，
并在学校、热点景区、医院周边协调增设
定制公交服务等。同时还将进一步完善
智慧停车平台功能，设置10处停车诱导
屏，方便市民寻找车位。

2025年，无锡将开展“美丽街巷”建
设，因地制宜打造外摆集市，不仅让城市
充满生机与活力，也让市民的生活更加
丰富多彩。其中，梁溪区将以中心商务
区商业综合体为重点，搭建服务专班，持
续优化外摆位设置管理。滨湖区将以南
泉老街、明园芯广场、荣巷历史文化街
区、达汇街等区域为主要阵地，营造集市
消费新场景。新吴区将以1969创意工
坊、新之城东集西市、梅里古镇等为重
点，打造特色市集，推动培育烟火气、时
尚范相融合的特色美好街区。

“小而美”的空间看似不起眼，却是
城市生活中的重要点缀。2025年，江阴
市将持续开展小微空间整治，新增2个

“美丽街巷”、4个城市休憩角。宜兴市将
紧扣传统景区焕新、登山步道提档、文旅
休闲场所提质等环节，打造一批“小而美
小而精”的项目。锡山区将巩固维护好
文化、休闲、体育等功能区，推广斗山智
慧步道、鹅湖运动跑道的使用，让市民有
更多运动健身的好去处。经开区则将在
公园、广场周边开放型道路增加无人驾
驶清扫作业试点，建立“机械清扫、智能
充电、垃圾存储、定时清运”全链条体系。

市民刘先生提出：“现在开电车出门
的人越来越多，希望充电站也越来越
多。”对此，惠山区将推进光储充一体化
电站试点项目，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绿色
充电解决方案，助力绿色出行。

（张颖）

1 月 4 日下午，宜兴东坡书
院出现写春联、送春联的喜庆
场面，由春联渲染的场景“红”得
热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
棠、顾绍培、毛国强、吕俊杰、储
集泉、顾婷等紫砂名家以及来自
宜兴市书法家协会、宜兴市陶协
女陶艺家分会的文艺家代表现
场挥毫，墨香四溢。当天，“东坡
学子送福 陶都墨润万家”主题
活动现场书写春联逾千副，赠送
给闻讯而来的群众和东坡书院
游客。 （何小兵 摄）

2025.1.5 星期日
责编 张立新 ｜ 美编 陈学铭 ｜ 校对 王欣 看无锡 A03

一口酒酿，串起旧时光与新希望

“小阿姨甜酒酿”甜蜜回归
团圆的日子将近，在无锡人的年夜饭餐桌上，酒酿是不可或缺的美

食。2022年，“小阿姨甜酒酿”的手工制作者谢彩珍因病在睡梦中离世，
这件来自梅村街道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突然断档。最近，无锡人欣
喜地发现，“小阿姨甜酒酿”熟悉的味道再次回到了我们身边！

“帮‘小阿姨甜酒酿’申报‘非
遗’，不仅是我们一家的回忆，这
个‘非遗’代表的是我们梅村地区
做酒酿的一群阿姨。”十年前，彭
益民以摄影师的身份拍摄了许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的宣传片和
纪录片，我们耳熟能详的钱氏古
法酿酒、蔡阿水羊肉，以及无锡最
重要的国家级“非遗”泰伯庙会，
它们的“非遗”评选过程中都有彭
益民的努力。

一直以来，梅村地区家家户
户都有做酒酿的习惯，这种民间
小吃也是无锡地区农村妇女勤劳
致富的代表作之一。彭益民作
为“小阿姨”谢彩珍的外甥，在参
与众多“非遗”申报工作的过程

中，萌生了让小阿姨的酒酿也申
报“非遗”的想法。然而，在申报
的最后环节却遇到了难题，做了
大半辈子酒酿的小阿姨，初衷只
是补贴家用，从未给自家酒酿起
过名。彭益民灵机一动，将对小
阿姨的称呼巧妙地融入其中，“小
阿姨甜酒酿”这个朗朗上口的名
字就这么定了下来，而“小阿姨”
也逐渐成为所有品尝过她制作的
酒酿的人对她的亲切称呼。

小阿姨的离世，再加上小姨
夫王振宇年事已高，使得“小阿姨
甜酒酿”在近两年陷入了停滞状
态。今年4月，钱氏古法酿酒、蔡
阿水羊肉同时升级为省级“非遗”
的消息正式公示，同为梅村第一

批“非遗”的“小阿姨甜酒酿”却停
住了脚步，彭益民心中那份对“小
阿姨甜酒酿”的牵挂和不舍被彻底
激发。有小姨夫王振宇拿出的珍
藏酒曲配方，加上彭益民和妻子的
努力，他放下了摄影机，从“非遗”
的记录者转变为参与者，做出了
令食客们赞不绝口的酒酿。

几经周折，恢复正宗老味道

在江南，酒酿是以前家家户
户都会做的小吃，但“小阿姨甜
酒酿”做得这么出色，其中蕴含
着独特的制作技艺。在我们普遍
的印象中，“非遗”技艺的传承往
往沿着直系亲属的血缘纽带延
展，或是在自幼跟随师父潜心研
习的徒弟手中延续。小姨夫王振
宇非常珍视做酒酿的手艺，他却
认为“能吃苦”是敲定传承人的
硬标准。

“我觉得我现在五十多岁，正
适合接手。”彭益民从去年5月份
开始正式学做酒酿，刚刚从以往

的职业中淡出，有积蓄的他不必
再为生计奔忙，正处于可以让情
怀落地生根的理想阶段。“老一辈
留下的东西，之所以能经历那么
多年传到现在，一定是有生命力
的，有些东西一旦没有了，就再也
找不回来了。”于是，他全身心地
投入到学习制作酒酿的过程中。
他笑着向记者分享自己走过的弯
路：起初，他原本打算用新型器具
替换木桶，以为能借此提升效率、
优化口感，但最终效果却与想象
中相差很远。

原本的入户花园，在他和妻

子的精心改造下，变成了弥漫着
甜香气息的酒酿工坊。功夫不负
有心人，现在，彭益民和妻子成功
地接过了传承的接力棒。“味道跟
小阿姨做的几乎一样，跟以前比
就少了一点点甜。”最近，重新返
场的“小阿姨甜酒酿”口味得到了

“小阿姨”忠实顾客杨女士的认
可，对于少的那一点点甜，她觉得
刚好契合了现在大家为了健康减
糖、控糖的观念。曾经和小阿姨
搭档做酒酿的小姨夫王振宇也悄
悄拉住记者说：“我这个外甥，很
认真！”

坚持手作前提下，加入“黑科技”

写春联场景写春联场景““红红””了了！！

（（华铭文华铭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