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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豆棒冰：刻在无锡人骨子里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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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故事 我来记录

记者
感言

“你好，是妇幼保健院吗？我要感谢夏娜医
生……”近日，一通饱含深情的感谢电话从千里
之外的云南楚雄高铁站，打进了无锡市妇幼保
健院总值班室。电话那头，讲述了该院产科医
生夏娜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怀抱婴儿跪地救
人的感人一幕。

6月29日上午8时53分许，正在云南楚雄高
铁站候车的夏娜医生一家，即将检票进站。怀抱
不满半岁婴儿的夏娜行至检票口附近时，发现一
名男性旅客倒地不起，高铁站工作人员正在对其
施救。出于职业本能，她立即上前查看，只见该名
乘客面色青紫，已出现失禁症状。“不好，可能是
心梗或脑梗！”夏娜心中警铃大作。

“打120了吗？量血压了吗？”夏娜急切询
问。“打过了！您是医生吗？帮帮忙！”现场人员
回应。一边是站内丈夫焦急催促登车的电话，
一边是命悬一线的陌生患者。生死抉择间，夏
娜没有丝毫犹豫——“我来看看！”她迅速将怀
中的婴儿递给身边一位素不相识的行人，随即
跪地投入抢救。

摸颈动脉——无搏动！但尚有微弱气息！
夏娜立即用高铁站工作人员递来的纱布清理患者
口鼻分泌物，畅通气道，开始持续进行胸外按压、
监测血压……大约10分钟后，患者情况终于出现
转机，恢复了些许的自主呼吸动作。此时，120
急救人员也及时赶到，迅速将患者转运救治。

这时，她才猛然想起自己的孩子。“我的娃
呢？”焦急询问中，高铁站工作人员及时将安然无
恙的婴儿送回她手中。“看您忙着救人，我们帮忙
照看着孩子，没敢打扰。”工作人员解释道。

“夏医生在慌乱中展现的专业素养和‘生命
高于一切’的高尚情怀，令我们深受感动。”云南
省楚雄高铁站工作人员桂昆权在感谢电话中特
别提到，夏娜随手将婴儿交给旁人、跪地救人的
画面，深深震撼了现场所有人。

面对赞誉，夏娜谦逊地表示：“这只是一名
医者的本能，任何医护人员遇到这种情况都会
挺身而出。” （葛惠）

天越热，我这店里就越热
闹。外头热浪滚滚，里面凉气
飕飕。老主顾们熟门熟路，一
声声“老袁”喊着，要这个要那
个。我在“嗡嗡嗡”响的“冰柜
林子”里穿梭，为顾客们寻找符
合他们口味的棒冰。

开店的年头长了，我和客人
的关系早就不是简单的“你买我
卖”了，而是多年来的邻里情
分。很多顾客进门都是直接让
我帮他们选棒冰种类，找些孩子
爱吃的，或者老人爱吃的，对我
十分信赖。年纪最大的客人今
年已经92岁，他的习惯是一天
吃一支棒冰，以前总是自己来
买，现在身体不便了就让自己

的儿子代劳。
我的小店还曾经迎来过

异国的惊喜。几年前的一个酷
热午后，一位德国朋友骑行路
过，热得满面通红。看到这么
多五彩斑斓、口味不同的棒冰，
他十分惊讶，表示在德国没有
见过这么丰富的品种。后来，
他还带着德国朋友专程而来，
围在冰柜前，如同发现新大陆
般尝试着不同口味的棒冰。他
们竖起的大拇指和生硬但真
诚的“好吃”，让我也对自己
的“棒冰博物馆”更为骄傲
了。

很多客人踏进我的店门，
不仅仅是为了解暑，更像是一

场寻根之旅——寻找童年记
忆里那口魂牵梦萦的味道。
以前有老主顾问我：“老袁，还
能找到小时候那种‘香芋杯’
吗？”深耕行业多年的我知晓，
那款香芋杯早已在主流厂家
的流水线上消失多年。直到
我在扬州寻访到一家不起眼
的小厂，反复沟通调试，终于
复刻出记忆中的那一口绵软香
甜的芋头味。当老顾客小心翼
翼挖起一勺送入口中，眼睛亮
起来，点头说“就是它”时，我
心里涌动的满足感，远非金钱
可以衡量。这小小的棒冰里，
冻住的不仅是甜蜜和清凉，更
是岁月悠悠、人情暖暖。

一通来电千里之外致谢意

无锡医生高铁站
上演“生死救援”

自述：袁和勇
整理：晚报记者 毛岑岑

盛夏的无锡街头，蝉鸣声
织成密网。汗水蒸腾的午后，
稻香路一隅的冷饮批发店门前
人影渐密。店主袁和勇站在十
七座冰柜围成的“清凉森林”中
央，忙碌不停。三十五年光阴
流转，冰柜的嗡鸣与顾客的呼
唤，早已谱成他的夏日交响
曲。这个棒冰种类丰富的老
式冷饮批发店内，不仅冰封着
无锡几代人的清凉记忆，更是
一张他和妻子用半生脚步丈
量出的中国冷饮风味地图。

我是袁和勇，从1990年开
始在无锡开冷饮批发店，如今
已有35年。我也从小伙子变
成了现在顾客们口中的“老
袁”。时光匆匆，棒冰的花样翻
新了无数遍。以前只有赤豆、
绿豆、奶油这些单一口味，现在
珍珠奶茶味、榴莲味的都冒出
来了，时髦得不得了。但要说
无锡人最喜欢的，翻来覆去还
是那口最老派的赤豆棒冰。

“老袁，给我来十根重赤
豆！”这声吆喝，就是我夏天的
开工号子。只要一听见，我就
晓得是老客人来了。为了满足
不同人的口味需求，我店里光
赤豆棒冰就有七八种，上海的、
广东的、东北的……都是我这
些年一家家冷饮厂跑下来，精
挑细选的好味道。为啥我独对
赤豆棒冰有执念？因为从我小
时候起，无锡人的夏天就离不

开三样东西：赤豆棒冰、奶油冰
砖和酸梅汤。吃棒冰，赤豆是

“根”，是刻在骨子里的味道。
现在的人讲究健康，年纪

大的老顾客患糖尿病的也多
了，想吃口甜的又怕糖。我就
琢磨，得找！功夫不负有心人，
硬是让我寻到一种不添加蔗糖
的赤豆棒冰。看着老顾客们能
放心享受这份清凉和甜蜜，我
这心里头，比自己吃了还舒坦。

一年中，我有半年时间在
找棒冰的路上。稻香路的老
店里有17个冰柜，400多种棒
冰，就像一个“棒冰博物馆”。
这些棒冰中，近的来自上海、
扬州，远的来自广东、东北，更
有来自韩国、日本的。每年10
月份关店后，我就和妻子一边
自驾游，一边去全国各地找好
吃的棒冰新品种。每到一个
地方，我就会在地图上搜索

“冷饮食品厂”，直接去试吃。
每到一处陌生厂房，我不

忙着看那些摆在最显眼处的
热销品，而是径直问老板：“您
这儿卖得最少的那些棒冰，能
让我尝尝吗？”摸爬滚打多年，
我深知“物以稀为贵”的道
理。当别家店只有千篇一律
的“大路货”，我冰柜里那些不
常见的“独苗苗”，才是别人宁
可顶着日头、多开十公里也要
寻来的理由。做这行，我心里
就一把尺子：客人吃完了，会
不会回头再来买？这个才是
实实在在的生意经。

如今我已经 58 岁了，是
临近退休的年纪，但我总觉
得在自己喜欢的事业里，人
是不会疲倦的。冷饮的种类
不断更新换代，我的思想也
在不断朝前走。除了传统的
老口味，咖啡味的冰杯、猫山
王榴莲棒冰等网红款口味在
我的店里都能够找到。为了
让小店更有氛围感，我还自己
捣鼓了些复古的标语，做成霓
虹灯牌，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前
来打卡。

记者见到袁和勇时，年近花甲的他身穿印着“制冰潮人”的T恤，手脚麻利地
在店内忙碌。说起棒冰的口味与产地，他如数家珍，对店内400多种棒冰的原材
料和产地都了然于心。墙上“中国最好吃的赤豆棒冰”“冷饮界的翘楚”等标语，
正是他对自己业务能力的自信表达。35年来和各种棒冰打交道，他正用行动诠
释着何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寻冰半生：车轮碾出的“棒冰博物馆”

冰棍里的情义：老味道与老顾客

老袁和他的“棒冰博物馆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