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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家乡人的感情
| 邹炜 文 |

晚风·龙光塔

做年糕
| 周信 文 |

情趣·健康桥

甘露，这是一个有着诗意名字的地方。而
我之爱她，是因为在我最好的年华里被“发配”
至此。

而我之继续爱她，是因为时隔近30年，再
次遇见她，遇见“印象甘露”这个平台。

2016年9月的一天，在朋友圈看到一篇人
物记，主人公居然是我毕业工作后的第一个师
傅尤德泉，便生出对刊出此文的公众号的好奇。

关注。留言。与运营者互加好友。
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知道这个微信名为

“云也”的“印象甘露”运营者到底是谁。
直到有一天看到我的表姐在他发的朋友圈

评论。
原来，我的表姐亦是云也的表姐。
就这样，我与这个未曾谋面的“印象甘露”运

营者，成了表亲。
回看这个平台往期推文，很快翻到了头。

这个平台的起点，是2016年5月21日。
这个日子离我认识她，隔得并不远。而回

看这些甘露民间写作者朴素的文字，也让我恍
惚觉得，1991年工作分配到甘露这件事，如在
眼前。

2016年5月21日这一天，适逢农历四月半，
是举办甘露庙会的日子。我知道，甘露庙会是甘
露人心灵版图上如胎记般的铭刻，盛大、繁华，名
动江左。表哥云也，选择这一天启动“印象甘露”
公众号，让对庙会之类活动一向淡漠的我，也觉
得无比恰当。

往后，便时不时地聚一下，喝酒或者茶，认
识了更多“印象甘露”平台的人和事。慢慢地，
我成了其中的一员，是时光浸湿月溪般的“身不
由己”。

印象甘露，是一个群、一个平台。
但她又不止是一个群、一个平台。
在“印象甘露”里，如我这样的非甘露人，也

能寻到曾经游走过的田埂和堤岸，那些被快节
奏生活所掳走、所掩埋的一切。

她是一群人的、火盆一样的记忆。
时光走到2018年。表哥云也，又有了新的

想法——给“印象甘露”找一个落脚地。

于是便有了甘露后西弄 8号的“湖畔书
院”。其间寻址、修缮、布置……历时一年有余，
辛苦填满云也工作生活之余的每一寸光阴。

“湖畔书院”这个名字，挺俗。我觉得用“甘
露”或者“月溪”都好过它。

但是云也说，甘露有“八湖福地”之称，取这
个名字，是愿书院得八湖之地灵、福地之祥瑞。

好吧，那就“湖畔书院”。大俗即大雅。印
象甘露，就是一个俗而雅的存在。

在甘露甚至在鹅湖，云也被大家直接称呼
为“群主”或“院长”。渐渐地，以他的职业来称
呼他为“陈老师”，反而会被人误以为是一种客
套。

面对这种奉神般的称呼，他对我们说的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

没有你们帮衬，我什么都做不成。
也许表哥云也说的是实话。因为他做事优

柔寡断、犹疑纠结，也不擅长与人交往，看起来
基本没有什么优点。但只有他，为家乡人搭建
了一个挖掘、交流、记录家乡乡土文化的平台，
并专注于斯、坚持于斯。

云也说的“你们”，是这个平台的一众支持
者。如今我与这些支持者们，大多成为了好友。

年近半百或年过半百的我们，在日常的操
劳里，生命里的不如意都已经是一种轻描淡
写。就像云也一头扎进“印象甘露”的时候，并
不知道或者说并没有想过有什么结果在等待。
走到今天，很多人说，这件事值得你去做。但是
最初，到底有几个人会凭着“热爱”去走一条看
起来无可凭借的路，做一件看起来很不讨好的
事呢。

时光匆匆，云也和他说的“你们”，所做的这
一切都会过去，但至少会留下《印象甘露》这个
旧纸堆。我想，很多年后，甘露人会感激。感激
他和“你们”，像米勒的拾穗者，将地下的果实，
一点一点，捡拾起来，收藏。

收藏家乡人的感情，收藏甘露这片土地的
人间故事……

我想，我们这一群人，在此间建立起的友
情，也许可以另书一页了。

吃上一条热腾腾、糯嘟嘟、香喷喷的年糕，是一
件非常惬意、非常开心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双推磨》的故事，那么双推磨究竟
磨的是什么呢？磨的就是我们江南一带，临近冬天
做年糕团子的米粉。年糕团子俗称干点心，容易携
带，肚子饿了就可以吃，不用烧。

现代的年糕名堂很多，有桂花年糕、排骨年糕、
重阳年糕等等。荡口有名的花沿桥年糕，一到冬天，
城里人都要来买。最近我专门到荡口一家比较有名
的年糕店里去采访，了解了做年糕的传统方法步骤。

这家年糕店老板小名叫十弟，据他介绍，做年糕
先要选择良好的大米，其中大米有糯米和粳米两种，
做年糕用的米要有一定的配比，100斤大米中糯米
需要80斤，粳米只需20斤，这样做出的年糕比较糯，
口感好。然后在水里淘，使得大米吃足水分，沥干，
就可以拿到缸磨厂里去磨成米粉，古时候没有缸磨
厂，只能用石磨牵。现在缸磨厂用电动推磨比古时
省力很多，磨好米粉后，就可以拿回来做糕了。

白色的年糕放白糖，黄色的放黄糖，青色的放小
麦叶的青汁水，赤豆糕要用赤豆磨成粉后放在米粉
里。把蒸好的米粉弄出来放到竹台板上，做成条形，
整个一长条，然后按三个指头阔的尺寸，用刀切，这
样一块一块的年糕就做成了。

好 食 品

共 见 证 2021“太湖论健”功能食品研发成果招募百名见证官
我们缺少一个你，来见证这场盛宴！12月6日，我们即将线上线下同步开启2021“太湖论健”功能食品研发成果暨孝仁

堂·江南大学联合研发中心揭牌活动。即日起,“孝仁堂功能性食品见证官”开始招募。

此次研发交流会以共建
功能性食品大健康生态为目
的，将邀请江南大学的专家学
者、业内多位知名专家、优秀
企业展开精彩对话：国内功能

性食品行业新趋势，功能性食
品创新及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功能性食品如何实现弯道
超车，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从科
技研发到政策申报打造共创、

共建、共赢的产业生态，不断
推动“健康中国”政策的进一
步落地等进行探讨。交流会
致力为国民健康提供更多的
健康饮食选择。

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深入
人心，食品健康与功能化已经成
为世界食品制造行业的大势所
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功能
性食品经历了从药品向食品的
转变、从特定人群服用向广大人
群服用扩散、从目的性向日常化

发展的轨迹。功能性食品逐渐
受到大众的追捧。

功能性食品是一个特定的
食品种类。它具有调节人体功
能的作用，但不以治疗疾病为目
的，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它的
范围包括：增强人体体质（增强

免疫能力，激活淋巴系统等）的
食品；恢复健康（控制胆固醇、防
止血小板凝集、调节造血功能
等）的食品；调节身体节律（神经
中枢、神经末梢、摄取与吸收功
能等）的食品和延缓衰老的食
品。（搜索于百度词条）

“治未病”工程：功能性食品的“逐梦”路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14—2020)》提出，加强营养健
康产业迅速发展，构建“大健康”格
局。立足于“治未病”工程，具有营

养功能和调节生理活动功能的功
能性食品将成为健康产业新的发
展趋势，在未来一个时期将走进千
家万户，走进一日三餐。居民健康

意识逐渐提高，具有营养功能和
调节生理活动功能的功能性食品
将成为健康产业新的发展趋势，
未来将全面进入中国家庭。

招募见证官：共赴功能食品研发交流 共建大健康生态

“我也想去！”：如何成为“孝仁堂功能性食品见证官”

大健康大发展：健康、功能性食品逐渐受到市民追捧
我们期待更多人见证好食品我们期待更多人见证好食品，，更多人关爱自己更多人关爱自己。。

如何报名
“孝仁堂功能
性 食 品 见 证
官”，您要满
足：

年 龄 60
周岁以上本地
市民，携个人
有 效 证 件 到

“孝仁堂”门店
报名即可。

成为“孝仁堂功能性
食品见证官”，您将获得

“功能性食品体验包”：
1、富硒鸡蛋一份/12

枚 2、生命源水一桶/4.5
升 3、富硒大米一袋/5斤
装 4、富硒石榴酒一瓶/
720 毫升 5、富硒瓜果蔬
菜包一份/5斤

（过往福利已领取者不可领取，礼

包由工作人员发放）

领取细则及方式：
领取时间：周一至周日 8:00-17：00
领取热线：0510-82835969
领取地址：梁溪区北大街街道中山路

688-2号孝仁堂（海王星辰药店旁边）
乘车路线：乘90、81、65、85、509、60、

83、96、57、29、33、133、207、52、71、79、
99、609、635、602支线、619、79区、25支
到莲蓉桥站下车向南50米即到（孝仁堂）

地铁：乘地铁一号线到胜利门站下车，
沿中山路走761米（莲蓉桥方向）即到（孝
仁堂）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