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口清凉见证三代人的坚守
古法熬煮老味道 铜碗盛装着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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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角落里的两口大缸，里面

的草料正在发酵。“这种草叫仙人

草，是制作青草腐的原料之一。我

们本地没有，是从福建买过来的。

晒干后的仙草，洗净后要经过熬煮、

过滤、放凉等工序。”朱高宏说，“看

似普通的青草腐，手工制作起来需

要花不少工夫。”

每天凌晨五点，朱高宏就起床

开始清洗干仙草，加入适量配比好

的水，开始熬煮，冷却后再经过第二

次熬煮。“这些仙草要熬煮到下午，

煮到软，手一搓就能搓碎。”他说。

搓揉后的草浆经过网纱隔渣、

过滤，再倒回锅里继续熬煮，这是整

个制作过程中最关键的一步。朱高

宏说，制作青草腐不是难在技术，而

是难在耐性。在高温的灶台旁一站

就是好几个小时，还要一直搅拌，完

成一锅需要1个小时。

点浆是仙草蜕变的点睛之笔。

朱高宏一手举着锅铲，一手将配比

好的番薯粉倒入锅中，并不停地搅

拌。这个步骤看似简单，却很考验

火候。番薯粉与草浆的比例，全靠

朱高宏多年的手感与经验，多一分

则稠，少一分则稀，都会影响青草腐

的口感。

朱高宏一边倒番薯粉，一边用

锅铲迅速搅拌。草浆渐渐变得浓

稠，直至变成半透明状。此时，一股

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青草腐的制

作进入尾声。

待青草腐基本成冻后，朱高宏

将其倒入模具中，等待自然冷却凝

固。他说：“青草腐的口感与质地，

全在这一锅浆的熬制与点浆的技巧

上。每一步都不能马虎，否则就会

前功尽弃。”

洗草、熬草、过滤、点浆、冷却、

熬煮、装盆⋯⋯青草腐终于出炉。

从凌晨到深夜，一道道工序看似简

单却繁琐。但朱高宏还在沿袭古法

制作青草腐，庆幸的是，青草腐没有

因为时代的变迁、市场的变化而滞

销。因为真材实料、味道正宗，朱高

宏的青草腐在本地家喻户晓，每天

能接到很多订单。

然而，朱高宏内心隐隐担忧：

“现在想学这门手艺的年轻人很少，

而等会这门手艺的人老了、做不动

了，可能就失传了。只要还做得动，

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融媒记者 吕晓婷 王佳涵

只要做得动就会一直坚守

一份特别的青草腐

朱高宏出生于 1962 年，是土生

土长的永康人，从 11 岁开始帮父母

制作青草腐。他告诉记者：“一直以

来，我的爷爷、父亲都用最传统的方

法制作青草腐。那时候，有一门手

艺是很好的事情。现在，年轻人都

嫌累，做这个的人很少了。”

如今，朱高宏家中还完好保存

着早年售卖青草腐时使用的铜碗。

他说：“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青

草腐都是用铜碗盛装的。根据铜碗

的大小，售价分别为 3 分、5 分、1

角。”

在朱高宏心里，铜碗不仅是售

卖青草腐的工具，更是承载了家族

几代人的记忆。每当看到这些铜

碗，他总会想起小时候，父亲挑着担

子，走街串巷售卖青草腐的情景。

他回忆道：“小时候，一到夏天，我父

亲 就 摇 着 铜 铃 ，走 街 串 巷 卖 青 草

腐。一听到铜铃，小孩子就会拿着

钱跑出来买青草腐。”

随着时代变迁，铜碗已经很少

用来装青草腐，但朱高宏依然将其

陈列于店内。每当有顾客前来购买

青草腐，并询问铜碗的来历时，他总

会耐心地讲述自己与青草腐及铜碗

的渊源。

在朱高宏的小店里，青草腐不

仅是一种消暑的小吃，还是一种情

感的寄托，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承载

着无数人的童年记忆。

朱高宏和记者分享了一件趣

事：“有一次，一位老顾客来到店里，

点名要吃用铜碗装的青草腐，说那

样才有小时候的味道。朱高宏听

后，特地把铜碗清洗了一番，为这位

老顾客制作了一份特别的青草腐。”

“来我店里的都是老顾客，有

些是从小吃到大的。我看着他们

慢慢长大，结婚生子，现在他们又

带着孩子来店里。有时，他们还会

开玩笑说，我这里的青草腐是‘传

家宝’，几代人吃了都不腻。”朱高

宏说。

科学护眼进行时
全民行动共筑视力防线

近年来，近视呈现多发、低龄化趋
势，不良的用眼行为和习惯是引起近视
的重要原因。那么，市民有啥爱眼护眼
妙招？7 月 3 日，记者就这一问题随机
采访了部分市民。下面，我们一起来看
看他们怎么说。

市民分享护眼妙招
市民杨家辉分享道：“眼睛长时间

盯着电脑屏幕，容易酸胀。这时，我就
会闭目养神。如果实在难受，我就使用
蒸汽眼罩或眼药水来缓解。”一旁的小
程对此深表认同：“平时工作中避免不
了长时间用眼，除了吃蓝莓、猕猴桃等
一些对眼睛有益的水果，我还会跟着网
上的视频做眼部放松操。”

同样注重护眼的市民陈香凤，有着
更为特别的经历：“我的右眼在3年前得
了飞蚊症，治疗后，我坚持每天按摩，通
过放松眼部肌肉、促进血液循环来保护
眼睛。”她还补充道，“平时看手机半个
小时就会休息一下，打开窗户眺望远
方，让眼睛得到充分放松。”

眼病应该早诊早治
在老年群体常见的眼病中，白内障

尤为突出。部分老人误以为只是老花
眼，看不清是正常情况，从而延误治
疗。我市一家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裘
项旭介绍，白内障是可逆性疾病，如果
没有其他并发症，手术做完就能看清。

除白内障外，青光眼、老年性黄斑
变性等也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病。一旦
出现视力突然下降等异常情况，务必及
时到医院检查。

裘项旭提醒：“保护眼睛首先要注
意眼部卫生；其次，如果出现眼部不适、
视力改变或疼痛等症状，一定要及时到
医院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融媒记者 陈可睿

本报讯（融媒记者 陈可睿） 近日，
芝英镇芝英三村的村民应杏村在元溪
村应南溪自然村附近公园散步时，偶遇
一位走失老人，由此开始了一场为期三
天的爱心接力救助行动。

当晚，应杏村看到一位拄着拐杖的
老人，衣衫褴褛，蜷缩在公园长椅上，手
里还拿着好心人送给他的盒饭。应杏
村的妹妹告诉她，这位老人最近一段时
间的晚上都睡在公园的长椅上。

应杏村见状，赶忙上前轻声询问，
得知老人是石柱镇江瑶村人。她第一
时间拨通江瑶村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
兼村党支部副书记胡永清的电话，详细
说明了情况。

“他是我们村的人，我一定会负责
到底。”胡永清接到电话后说。次日一
早，他便与其他村干部商议如何帮助老
人。他们积极与镇联村干部沟通对接，
帮老人填写低保户申请的相关资料。
随后，一行人前往应南溪自然村附近公
园寻找老人，直至晚上才找到。

第三天，在多方共同努力下，老人
成功回家。这场持续三天的暖心救助
行动，不仅彰显了个人的善意，更体现
出社会互助的温暖力量。正如应杏村
感慨的那样：“我只是帮他一时，只有和
谐社会才能帮他安心度过后半辈子。”

一场持续三天的
救助行动

村民偶遇走失老人
众人合力助其回家

浙江有礼 益满丽州

朱高宏在制作青草腐

7月3日清晨五点，天光未透。此时，在城区千鸿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内，灶火烧得正旺，这是 65 岁的朱高宏每日熬制青草腐的缩影。到如今，
他手工制作青草腐已有 54 年。据了解，制作青草腐是他们家祖传的手艺，

已经传承了三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