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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从“小白”到有自己的“馒头方法论”

70分钟惊险救援

两名惠山登山者
及时脱险

6月4日21时30分，无锡蓝天救
援队刚结束11公里、300米爬升的高
强度夜训，便接到紧急警情：两名登
山者在惠山景区夜间徒步时迷路，情
况危急。这支刚完成训练的队伍迅
速启动应急预案，前后共有12名队员
奔赴救援一线。

参与救援的队员王胜南回忆，救
援过程中通过电话沟通得知被困者
在电视塔附近，分析地形地势后，他
们从最近的二茅坪横穿。救援队派
出的8人先遣队，携带医疗箱和AED
设备，他们依据救援网格图、微信定
位，结合经纬度导航及地面分队交叉
搜索，仅用15分钟便精准锁定了被困
者位置。很快找到两位被困市民，当
时他们身体状况良好。

下山途中，一名被困者毫无征兆
地突然晕倒，救援队立即使用随身携
带的医疗器械展开检查，确认其呼
吸、心跳正常，其同伴提醒“她一天都
没有吃东西”，初步判断为低血糖引
发晕厥。

现场队员分工协作：一边迅速与
警方取得联系并拨打120急救电话，
同步通报伤者状况；一边通知山下4
名值守队员携带担架紧急上山增
援。他们第一时间为昏迷市民穿戴
保温毯，并进行心理安抚，同时利用
铲式担架固定伤者身体。因山路狭
窄，常规救援方式难以施展，救援队
果断采用“人链护送”模式，通过分段
接力的方式，将被困者转运至景区出
口安全路段。全程被困者身体始终
稳固，未出现任何二次伤害。

22时40分，伤者被成功移交120
救护车。经医院检查，两名登山者均
无生命危险。从接警到完成救援，全
程仅耗时1小时10分钟，其中核心救
援环节仅用15分钟，充分展现了专业
救援力量与医疗系统的高效配合。

无锡蓝天救援队提醒广大户外
运动爱好者：夜间登山风险重重，务
必提前规划路线，携带必要装备，遇
困及时报警求助。 （寿晨）

“选择创业会不会很有风险？”
“做馒头是个体力活，一个女孩子
真的能坚持下来吗？”……在创业
过程中，我不时会遭遇各种质疑的
声音。每天揉面做馒头的我也成
为了医院理疗科的常客。但每当
看到脑海里的卡通形象通过自己
的双手变成一个个实体馒头时，总
会有一种说不清的成就感萦绕在
我心头。大学生创业补贴、租房补
贴……政府的各项创业扶持举措
也为我的馒头事业助力不少。

在我心中，手工制作的卡通造
型馒头不仅是食物，更是艺术作
品。中国面食文化博大精深，我希
望能有更多的人爱上它。馒头披
萨、荷叶夹、卡通烧卖……通过客
户反馈和市场调研，结合卡通形

象，我创造出了更多的中式点心创
意新品。凭借我的动漫设计专长，
我打造了自己的品牌专属形象“阿
馒和阿头”——以我和丈夫为原型
设计的两个卡通造型。同时，我还
开发了配套小程序，让更多人能够
通过互联网平台了解中式馒头的
创意做法。

在市民夜校的报名表里，也有
不少年轻人愿意来和我一起学做
馒头。中国饮食文化里有“药食同
源”的说法，以后我还将继续学习，
将中医食疗等元素加入我的馒头
制作中。这样我的卡通馒头不仅
好看，还会更加健康好吃。希望在
未来的某一天，在我和一群人的努
力下，馒头能够超越面包成为更多
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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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邱婷的馒头工作室，会
发现卡通元素无处不在，连灭火
器上面都是粉色的凯蒂猫图案。
这个爱美、爱卡通的“00后”女孩
为了做馒头，再也没做过美甲。
案板上那些彩色卡通馒头背后是
无数个钻研配方的夜晚和一次次
用心的手作尝试。也许正如面团
需要时间来发酵，她们这代人对
于传统美食的创新，也正在经历
属于自己的沉淀过程。

我是邱婷，一个在面粉堆里
摸爬滚打的“00后”。我大学学习
的专业是动漫设计。很多人问
我，一个动漫设计的毕业生怎么
会和馒头较上劲了？其实，毕业
后，我做过社工等工作，但始终觉
得上班的生活不适合我，所以就
想着能不能发挥所长，做点自己
喜欢的事情。于是，从小爱在厨
房捣鼓的我突然有了做卡通造型
馒头的想法。

了解到山西省的闻喜花馍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就找
了常州、深圳的两位老师分别学习
了如何制作造型多样的馒头。在
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中式面点的

教学和西式甜点教程中克数定量、
时间精准的教法很不相同。“酵母
粉少量”“火候恰当”“适当的发酵
时间”这些词都让我困惑不已。但
师傅告诉我，做馒头的面粉配比、
发酵时间等过程都需要不断尝试，
根据天气、湿度等因素适时调整，
不断试错才能成为做出好吃馒头
的“老法师”。

刚开始学做卡通造型馒头时，
我像在打一场没有攻略的游戏。
发酵失败的面团像是经历叛逆期
的少男少女，今天嫌湿度太高不肯
膨胀，明天又嫌温度太低装睡。

在一次次的尝试中，我从一个
只懂理论的“小白”逐渐摸索出了

一套属于自己的“馒头方法论”。
在制作过程中，我发现原来“每种
馒头都有自己的脾气”，比如做牛
乳刀切馒头时需要柔软的面粉配
方，而做卡通造型馒头时则需要不
同的配方来保持它硬挺的造型，每
种馒头的面粉配比和发酵时间都
是不一样的。调配面粉、压面、揉
面、发酵、冷却……做馒头的步骤
不少，有时候差几分钟的火候或者
发酵时间，做出来的口感就会大相
径庭。在学习和练习的过程中，我
也深刻体会到了“师父领进门，修
行在个人”的含义，在钻研技艺一
年多时间后，我才对自己制作的馒
头稍有信心。

我的卡通馒头，可吃可赏可玩

我做馒头的初心其实十分简
单：市场上有那么多好看的面包、
蛋糕，把我们中国的馒头做得更好
看了，会不会有更多人接受它呢？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传统的山
西闻喜花馍多以花朵、醒狮为造
型，不够年轻化。爱好卡通形象的
我就动起了将馒头和卡通元素结
合起来的念头。

如何让馒头在保持口感的同时
有更多可爱的造型？我购买了各种
模具、果蔬粉等材料来潜心研究。
蓝色的蝶豆花粉、红色的仙人掌果

粉、绿色的菠菜粉等都是我做馒头
的天然颜料，加上我动漫设计的专
业功底，我将一个个卡通馒头捏好
造型，通过调色、组装、发酵、冷却等
工序细心制作。粉色的凯蒂猫、蓝
色的玉桂狗、黄色的海绵宝宝……
在我的工作室里，一个个卡通形象
被我做成了馒头，可吃可赏可玩。

没想到这些馒头不仅吸引了
小朋友，不少年轻人也成为我的忠
实客户。在我的客群里，年轻人比
例占到了60%。我印象最为深刻
的是，我的一位客户是抖音博主，

她将我的卡通造型馒头配上可爱
的水杯、盘子和摆件拍出了好看的

“买家秀”，在抖音上获得了3.1万
的点赞。这不仅给创业初期的我
极大的信心，也让我赢得了更多年
轻客户的喜爱。

“上班无力，馒头鼓气！”……
每次收到不同客户的好评，我做馒
头的热情就会飞涨起来。我也会
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定制无油无糖
的低卡馒头，或是特殊造型的卡通
馒头。目前除了工作室的业务，我
还经常参加无锡的一些市集活动。

让馒头超越面包，被更多人青睐

记者
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