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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轮筛评，十道美食入选“百县千碗”名录

“永康十大碗”出炉 道道皆是家乡味

□通讯员 胡跃中

芝英三村
“村晚”闹翻天

名师大讲堂
第二期开讲
□记者 吕鹏

□记者 马忆玲

正值 2020 年到来之际，最接地
气的美食文化品牌“百县千碗·永康
十大碗”名录也正式出炉。

白切鹅肥肝、永康肉麦饼、五指姜
土鸡煲、烟熏永康干、酒糟舜芋、银炉
永祥笋、铜罐萝卜钱、金针扣肉、农家
猪三福、太平鱼头，10 道脱颖而出的
菜品均与市民的生活轨迹息息相关，
承载着满满的乡情，体现了永康胡公
文化、陈亮文化和五金文化。

在尘埃落定之前，角逐可谓激
烈。据悉，此次评选共分为四轮。先
是集思广益推荐出 30 道永康名菜，
再从中精挑细选出 20 道意义特别的
典型菜品，分别在报纸、公众号等平

台公示后，经由广大市民和网友评

选，结合餐饮界大厨、美食品评人、营

养学家等专业人士的参评，确定了符
合省厅要求、独具永康特色、荤素配
比均衡的“永康十大碗”。

怎样的菜可以终极入围“十大
碗”？记者了解到，“门槛”可不低：选
用永康本土种植和养殖的食材，以永
康传统烹饪方法加工制作，具浓郁乡
土风味和特色，可体现永康地方历史

人文。另外，还需是真正的民间土味

道，家家户户皆会做。

为了进一步传承永康美食文化，

市文广旅体局还特意挖掘出每一道

菜品的历史及典故，妙笔生花还原出

了一个个口口相传的美食典故，让游

客不仅吃在嘴里，更能学在菜里。

号称五金之都、工匠之乡的永

康，其美食渊源也要从常年走四方的

工匠说起。从状似小金砖的烟熏豆

腐干，到薄如铜钱易贮藏的萝卜钱；

从胡公念念不忘的肉麦饼，到出嫁女

回娘家、徒弟拜师爷少不了的金针扣

肉⋯⋯是那些走南闯北的游子们，只

要吃上一口，就会泛起乡愁的老味

道。

由于地处浙江省中部的低山丘

陵地区，永康家常菜采用的原料以山

野土味居多，讲究鲜咸合一、原汁原

味。永康民间养灰鹅的历史悠久，20

世纪 90 年代初，科技部把鹅肥肝的

生产项目落户永康。从此，这道欧洲

高端美食，在永康接上了“地气”；栽

培在五指岩上的生姜，与土鸡同炖，

鲜美暖胃，民间传唱起“日食三钱五

指姜，到老不用开药方”的民谣；竹乡

永祥的黄金泥里，长出的笋嫩如萝

卜、入口无渣，令人盼着春雷响；太平

村吃着松花粉长大的胖头鱼，装入砂

锅慢炖，汤汁香甜醇厚；一碗热气腾

腾的猪三福，只是几块猪血、少许猪

肠和猪肝、一小勺汤汁，却展现了永

康农村的好客传统；舜在耕作中摸索

出的神奇芋种，个大皮薄、肉质粉糯，

与酒糟翻炒，又成就了一道市民的佐

饭好料。

“老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以

前，是因为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现

在不少游客四处游玩，除了欣赏美景

之外，同时也希望能品尝到当地的特

色美食。许多外来游客好奇，来永康

玩，该吃什么？这就是‘永康十大碗’

的意义所在。”市文广旅体局党委委

员陈刚表示，“诗画浙江·百县千碗”

是浙江省一项重要的特色美食品牌

工程，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加快文旅

融合发展，打造永康特色旅游美食品

牌。要深入挖掘本地的美食资源，传

承永康家喻户晓的美食文化，让游客

一目了然“永康的地道风味是什么”，

从“吃”开始，进一步扩大永康文化旅

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记者 秦艳华

近日，新修编的《永康成氏宗谱》
首发仪式在永康宾馆举行。来自我
市唐先原古竹城、石湖坑、里岭脚及
象珠原荷川等村的成氏家族成员齐
聚一堂，与兰溪、义乌、缙云、仙居等
地的成姓宗亲,共同见证成氏家族的
历史性时刻。

这本重新编修的《永康成氏宗
谱》历时近两年完成。新发的《永康
成氏宗谱》还增加了电子文本的格
式，方便内容的增改和补充，并首次
将女性编入谱中，纳入世系。

成氏，出自姬姓，西周初年，周武
王姬发封其弟周文王第七子叔武建
立了郕国（今山东宁阳），其后并入齐
国，去邑为成。永康成氏，郡望上
谷。元末明初（1360 年）由于战乱，
永康成氏始祖成滨骑马游奔，从义乌
乾溪迁至城坑里（现唐先泮川村），后
迁对面古竹城,而后析居石湖坑、荷
川、里岭脚等地。

早期，修于宣统己酉年的《乾溪
成氏宗谱》不幸毁于上世纪，多亏里
岭脚的成氏宗亲成岩水冒着生命危
险保护了数卷残本。1999 年初，成
氏族人成章明等多个村的老一辈重
修家谱，使我市成氏脉络完整展示
在族人面前。事隔近 20 年，成氏宗

谱编修工作再次提上议程，在 2018

年 1 月上旬成氏族人共聚时，由成章

威、成仁进、成盖平、成智慧、成立海

等 30 多位成氏子弟发起修谱倡议

并 积 极 捐 资 ，当 夜 共 认 筹 20 多 万

元。后来，各村村民积极捐款献计，

捐款数额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

共筹资金 80 多万元。

宗谱编修时，专门成立了编委
会、董事会、监督委员会等临时组织
机构，分别由成章威任编委会主任、
成臻起任董事会董事长、成仁进任监
委会主任。同时，通过逐一细化落

实、明确分工、详实做账等，确保工作

顺利开展。所有参与修编的人员不

计报酬，义务参与，齐力献计献策。

此外，主编成立海还在宗谱资

料严重残缺和断层的情况下，与相

关宗亲一道查阅了大量文献，走访

了异地成氏村落，获取大量信息和

资料，使宗谱得以更完整展示。同

时，还组织全市文学界人士分别前

往四个村采风，写下了动人的《成氏

裔里吟章》。

在编修的两年里，该族谱编撰

增删了十余次。目前，这部族谱共

有近 100 万字，涉及图片 600 多张，

共 16 本，达 1500 余面。该宗谱层次

分明，语句精辟，图文并茂，对事业

有所建树、为家乡做出贡献的乡贤
作了详实的记载，成为成氏后代励

志的范本。

此外，书中还详细记录了家族的

一些传说、故事和典故，保留了乡里

历史古迹和村貌照片，并在内容上有

新突破。“首次将女性编入谱中，并纳

入 世 系 ，旨 在 建 立 起 男 女 平 等 关

系。”成章威说，编修时为体现家庭

团结、文明、与时俱进的精神内容，特

此进行了创新，还增设了个人一寸彩

照，让形式更加精美，并增加了电子

文本族谱，用于拷贝保存，方便后期

补充和完善。

在当天的首发仪式上，主办方

还为编修工作中的先进个人进行表

彰 ，将 修 好 的 宗 谱 逐 一 分 发 给 各

村。象珠镇荷沅村村民成岩林高兴

地说，多年的心愿完成，大伙比过年

还高兴。

“宗族文化就好比一个村的精

气神，文化的传承让大家族更有底

蕴有灵魂有自信。”成臻起激动地

说，通过此次的编修工作，进一步构

建了宗亲间睦邻友好、和谐相处、共

谋发展、互帮互助的氛围，增强凝聚

力，为各村的美丽经济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

“完整族谱的问世，既了结了先

辈们的夙愿，又弥补了现代人的遗

憾，它标志着大家族从此进入有更长

历史可查的历史阶段。”成章威说，此

次能顺利修编完成离不开全族人的

齐心协力，也将进一步激励后人继往

开来、开拓创新、再接再厉创出新业

绩，为家族增光添彩。

成氏家族历时两年修百万字宗谱
多村合一成立“三会”精编，增加电子文本并首次将女性纳入世系

近日，芝英三村广场灯火辉煌，党

群大舞台正中，悬挂着“芝英三村首届

2020 年元旦联欢晚会”光彩夺目的后

幕。欢庆锣鼓喧天，吸引来自四面八方

的观众。

村 委 会 主 任 应 德 杰 在 晚 会 上 致

辞。他说，现在村民们在物质上富起来

了，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

村两委为满足广大村民的迫切要求，决

定举办首届元旦联欢晚会。

在联欢晚会上，武术、太极舞蹈、三

句半、小品等 23 个节目轮番精彩上演，

赢得了上千名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芝英三村成了灯光与掌声的海洋。

芝英镇老年人体育协会的 123 站、

475 站、581 站三个健身辅导站和市老

年大学自选节目应邀表演节目。

当晚，村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的大合唱中落下帷幕。

近日，冬日不浓，阳光正好。由市

文广旅体局主办的梅园经典阅读名师

大讲堂第二期，在中华文化学校举行。

此次名师大讲堂，邀请到全国国学教育

先进个人倪军健老师，为大家作名为

《礼仪——沟通的智慧》的讲座。

古琴迎客，香茶待客，课前奉茶。

讲座还没开始，会场上就已经营造出传

统文化中“礼”的氛围。主持人向大家

介绍，课前奉茶是中国传统文化，表现

的是尊师重教的优良美德。

什么是礼？倪军健借梅园一系列

精心的安排，引出了当天的话题。他从

礼的三个层面的含义出发，延伸到“如

何达到礼”，用丰厚的学养、鲜活的实

例，为学员上了一堂生动实用的礼仪知

识课。

台上，倪军健讲得激情飞扬；台下，

学员们屏息凝神专注地听着。“深刻的

道理蕴含在平民化的语言里，让人受益

匪浅。”参与的学员感言道。

“用名师大讲堂的形式，吸引更多

的人参与到阅读的队伍中，学礼懂礼。”

程望槐是梅园公益阅读协会创始人之

一，也是本次活动的策划者。他说，礼

仪是美的学问、修身的智慧、交往的艺

术，希望通过举办此类活动，让礼仪之

花在永康绽放得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