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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大家并不陌生。在裕安区徐集
镇，花生不仅仅是农作物，当它与麦芽糖
相遇后，变成为一种甜蜜的美食——— 徐
集花生糖。日前，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布了
第二批市级非遗传习基地名单，其中徐
集花生糖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张学斌所
在的翁家糖坊，就是其中之一。

甜蜜蜜的非遗

近日，记者来到徐集镇，一走进翁家
塘坊，就闻到了熬炼麦芽糖飘散的阵阵
甜香。“近来接到一笔订单，工人们正在
制作花生糖。”徐集花生糖制作技艺市级
传承人张学斌告诉记者，徐集花生糖是
六安知名的传统小吃，特点是甜香脆、不
沾牙，是广受欢迎的年货，春节前的忙碌
刚告一段落，最近主要是按订单量产，发
往浙江、杭州、广东等地。中秋节前后，酷
暑逐渐散去、大麦育芽，又要开始了新一
轮的花生糖制作。

徐集花生糖以花生米、大麦、大米为
原材料，经育芽、蒸煮、发酵、翻炒等多道
复杂工序制作而成。制作花生糖，麦芽糖
的熬制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咱
们的花生糖与别家不同，主要在于麦芽
糖坚持古法酿制，自己酿、手工熬。”张学
斌说。多年前，因担心祖传“徐集花生糖”
制作技艺后继无人 ,张学斌毅然决定跟
随祖辈专业制糖老师学习制作花生糖，
经过长达数年的刻苦学习，终于熟练掌
握了整套制作工序。2014年，徐集花生糖
制作技艺入选我市非遗项目，2015年，张
学斌成为徐集花生糖制作技艺市级传承
人。除了原材料正宗，这里的花生糖也坚
持了手工生产的老传统，从麦芽糖的熬
制直到最后的切片，几乎全是由工人们
手工完成，机器切片的比例占很少的部
分，以保证花生糖的口感。

如今，这里的徐集花生糖不仅受到
当地人喜爱，还远销外地，成为广东、浙
江等地市民的“座上宾”，“广东人爱喝早
茶，有时喝茶配搭我们的花生糖。”车间
里，一排排包装整齐的花生糖正准备发

往南方各地。

实践中的传承

学习制作花生糖技艺，张学斌是跟
着老师傅当学徒，一点一点在制糖中摸
索。如今，他也认为，传承这项技艺，离不
开实践的环境，“花生糖的口感、质量，需
要在一遍遍制作过程中掌握技巧，我们
的这个厂，也是在开工中带徒。”

在车间里，熬糖师傅黄明中正在专
心致志地熬制麦芽糖，这样的一口大锅
大约一次能炒制35斤，一旁的张学斌也
在不时地关注着火候，“火有点小，添
点……”待熬制地差不多时，下入花生，
继续炒制。黄明中的熬糖手艺，来自于糖
坊的一位老师傅。多年前，分路口镇江堰
村的村民黄明中因缘际会识得了翁家塘
坊，为学一门手艺，便决心跟着老师傅学
熬糖。“开始自己什么也不懂，糖坊里的
老师傅手把手地教，有时一天学了回去，
累到胳膊都抬不起来。”黄明中说，“熬糖
最主要的是对于火候的把握，要随时注
意着。”“半路出家”的黄明中用了一个冬
天掌握了熬糖技术，在这里一干就是8

年。如今，他正在寻找新的学艺人，打算
将自己的熬糖技术教给年轻人。

“近年来，也有不少对花生糖技艺感
兴趣的外地人来学习，有时我们外出去
教学展示。”张学斌告诉记者，近年来，周
边一些景区也邀请他们去进行非遗展示
和教学，在他看来，花生糖制作技艺的传
承，与别的非遗传承有些不同，学习它的
人要在实践中去学、去做，才能更好更快
地掌握。非遗传习基地在非遗传承发展
中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基地的功效应在

“日常”，传习应在“车间里”，通过传帮
带，让这项非遗技艺更有效地传播开来，
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这项非遗技艺。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已有共22家
市级非遗传习基地，另有3家省级非遗传
习基地，涵盖传统音乐、传统技艺、民俗
等多个非遗类别，非遗传习基地将在文
旅融合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非遗传习基地让“传承”变“日常”
本报记者 邱杨/文 王丽/图

“先对折、再对折。”“好，下剪时不要犹豫，不要剪断。”3月20日下午，市文化馆
内，剪纸非遗传人蔡敏正一一指导孩子们剪纸。当天，蔡敏从剪纸的发展过程、基
本技法、如何下剪等方面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非遗”课，并和孩子们一起现
场制作团花剪纸作品，让她们感受了非遗文化的魅力。

本报记者 邱杨 摄
张学斌(左)在倒花生

工人们手工切糖

体验剪纸乐趣

2016年暑假，我应亲戚之邀去广东省中山
市，下午1点多从六安坐南京南至广州南的高铁
出发。我坐在临窗的座位上，还没来得及远望，
此时火车已穿过大别山隧道，望着窗外经过的城
市，虽只是一晃而过，但仍心潮澎
湃。想起2008年去中山时从合肥
坐绿皮火车的情景，一路上走走停
停，车厢内闷热拥挤，使人感到很
疲惫。而今从绿皮火车到和谐号高
铁的跨越，使人体会到旅途的舒适
和惬意，又使人感受着改革开放所
带来的伟大成就。

火 车 穿 行 在 郴 州 的 群 山 间
时，那远山正吞吐着白茫茫的雾
团，那青翠欲滴的山峰上风力发
电机的巨大叶轮悠闲地旋转着，
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耀眼。
南岭这起伏不是很大的群山，仿
佛逶迤绵延到天边，像风姿绰约
的女子一样给人一种韵味十足的
美，让人流连回首。小山又像一
个个温柔可爱的小宝宝，酣睡在
这生机勃勃的绿色摇篮中，给人
一种可爱可亲之感，使人产生一
种心向往之的渴望美。可惜我不
会作画，我不能用丹青来描绘这
一美景，心中充满着遗憾。

到 广 州 南 站已是晚上 7 点 多
了，仍人潮如流。出了站回望广州
南站，感到广州南站是那么的宽敞高大，不愧被
列入国内几个最大的车站之中。

亲戚开车来接。坐上车，上高速路，往中山
驶去。望着车窗外高大的棕榈树、成片的香蕉
园，枝繁叶茂的广玉兰，我被这南国的景色陶醉
着。此时我想到了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的诗句。

到达中山市，在粤菜馆里吃过饭，应亲戚的
当地朋友之邀我们到他家去玩。(南方和北方不
同，南方都有夜市，人们一般晚上都逛夜市，吃
夜宵，有时到凌晨1点多才休息。)亲戚的朋友家
住在郊区，开车不多时便到。朋友端上带鲜叶枝
的荔枝让我们吃，我和亲戚的朋友叙了些各自家
乡的事，又领我们在他家的庭院转了转，认识了

榕树、木瓜树、荔枝树等。晚上回亲戚家居住，
第二天早起在小区里转转，在绿化带的草丛中看
到了几只大蜗牛，颜色是褐色的，这与家乡的蜗
牛不同。

南方的天气也与家乡不同，一
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乌云四起暴
雨随至，瞬间又云散天晴。有时一
天要下几次雨，所以南方的夏天不
像家乡这样闷热。

中山市市区马路比较宽，沿街
路边安装有自助饮水机，行人如果
渴了可随时饮水喝。街道绿化也
好，空气清新。在这里也经历了一
次台风，因为离海近，受台风的影
响也很明显。给人的印象是天边的
乌云分层堆积且越积越厚重，并迅
速向前推进。天色越来越昏暗，风
大且疾，树木狂摆，丫枝被狂风不
停地折断，且随风飘荡。随后大雨
倾盆，天地间被狂风暴雨侵占。

亲戚决定开车去厂房看门窗是
否被台风毁坏，我随行。车前方是
雨水串成的珠帘，刮雨器在飞快地
来回摆动，但挡风玻璃上的雨水仍
不减少，车像蜗牛一样在马路上爬
行。本来从市区到老杨山路厂区只
要20多分钟的车程，而今足足用
了50多分钟才到达，在家乡时是
没有这种感受的。

随后几日游玩了中山市的几个景点，吃了地
方小吃。此次中山之行虽时间短暂，但让我感知
和获得颇多，“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也是人
生的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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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里，春光明媚，草长莺飞。
走进入叶集区姚李镇市民文体公园，
这里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到处散发
着春天的气息，一棵棵景观树根深叶
茂，郁郁葱葱，流淌着春天的神韵。
绿荫下，一座座凉亭楼阁矗立林中，
一棵棵广玉兰盛开着粉白色的花朵，
与绿树相互掩映，绿树红花陪衬，美
不胜收，相得益彰。

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人民群
众打造一个环境优美、高标准、多功
能为一体的市民文化休闲区域。叶集
区姚李镇在区委、区政府及区文旅部
门的大力协助下，整合资源，因地制
宜，在紧临镇区南部投资 1 3 0 0余万
元，占地总面积70余亩，兴建一个综
合性“市民文体公园”，公园内设置
有塑胶足球场、设施齐全的健身广场
及绕公园的循环跑道等。

每到夕阳西下，镇区群众络绎不
绝地来到公园，有的在广场跳舞，有

的在千余米的循环跑道散步，孩子们
嬉戏追逐叫喊声在公园上空回荡。广
场上，一群中老年舞蹈队，在铿锵有
力的舞曲下，合着有动感的舞曲节
拍，动作整齐划一，翩翩起舞。她们
跳得那么认真，舞得那么自信，充分
展示出中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市民
公园场地大，环境优美，在这里跳舞
健身心情好，愉悦身心，今后每天晚
上都来。”群众王启凤高兴地说。

在树丛下，绿茵茵的草坪，宛如
一个铺开的绿色大地毯，千余米沥青
循环道像一条黑色的缎带绕公园一
周。“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
自打市民文体公园兴建后，俺每天早
晚都在千米循环路上溜达好几圈，走
起路来也精神多了，老了有个好身
体。”姚李中心校年逾七旬的老教师
余培友，提及此事感概万千。绿荫下
散步，凉亭里歇息，大家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油然而生。

市民文体公园
群众健身乐园
程度厚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
科学规划、品质建设、精细管
理，城市园林绿化品质不断
提升，城市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为了将绿化融入城市生
态提升市民生活品质，在居
民小区、人员密集地段周边
建设的休闲公园也越来越
多，进一步推动了市民绿化
参与感，大幅提升生态环境
和人居环境。图为月亮岛休
闲公园广场，不少市民感受
春色绿意。

本报记者 袁洁 摄

出出门门见见绿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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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 娟)为做好文旅宣传
营销工作，推动金寨县文旅产业的转
型升级，县文旅体育局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积极应对信息化与高新科技为
传统文旅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深化信息化与文旅产业融合，取
得了较好的营销效果。

推进“智慧旅游”工作，综合水平
稳步提升。金寨县完成了全域旅游大数
据中心建设和六安文旅公共服务平台数
据采集任务，在全县涉旅企业投放了30

余台电子触摸屏，供游客查询。该局指
导和督促涉旅企业落实省市“智慧旅
游”的相关工作任务。重点监测景区
的视频监控，确保接入国家局的视频
监控图片清晰、信号稳定，并督促龙
津溪地景区、大湾景区、马鬃岭将视

频监控接入国家局的旅游产业监测中
心系统。提升品牌形象，做好文旅宣传
营销。2020年，金寨县文旅体育局完成
冬季旅游直播、红岭公路主题采风、“赏
秋好时节，醉美金寨红”等二十余场线
上文旅宣传活动，截至去年年底，微信
公众号、微博等总粉丝量突破27万，大
力提高了金寨文旅的知名度。

智慧旅游促文旅营销

霍山大峡谷风景区
建成后，来这里旅游观
光的游客是车水马龙，
络绎不绝。而我，作为
一 个 地 地 道 道 的 霍 山
人，对于家乡的美景，
自 然 是 内 心 充 满 着 向
往，只因近几年身在异
地他乡，所以一直未能
如愿前往。去年暑期我
和老伴得空回乡，专门抽出一天时间去了霍
山大峡谷风景区。

景区距离县城约十几公里，景区的下方
有一个小镇，是我们去景区必经的地方。小
镇这几年的变化让我有些惊讶，阔宽的道路
不染纤尘，道路两旁的房子大多都是新建
的，都是两层或三层，每隔着两三家就是一
个土菜馆。虽然这些土菜馆各有各的招牌，
但每一家土菜馆的门前都挂着一排排的红灯
笼，仿佛这些红灯笼是“农家乐”的统一招
牌。当游客们经过这里，看见了红灯笼就仿
佛闻到了红灯笼里飘出的“农家乐”里特有
的佳肴美味，诱人垂涎。看见了红灯笼就似
乎感觉到红灯笼里会蹿出一只头顶着大红冠
子的大公鸡，正仰着脖子扯着嗓子对着他们
高叫着:尊贵的客人们，请留下来吧！我可是
正宗的土公鸡吆！这里除了土菜馆还有一些
生产和销售农副产品的农户，销售的有霍山
石斛、霍山黄牙茶、霍山黑木耳等等，这些
土特产很受外地游客们的青睐。还有一些家
庭妇女也在自家门前支起了小摊位，销售一
些游客们的必需品和孩子们的玩具等等，这
些五颜六色的小商品，不仅好看而且还吸引
眼球，也很受游客们喜爱。看得出，小镇变
得繁荣了，当地人的经济收入也提高了，这
不仅得益于霍山大峡谷风景区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更是得益于霍山县委县政府大力发
展旅游产业的举措。

我和老伴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去看
望住在小镇上的查老师夫妇，两位老人是我
父母过去的同事加好友。看到我们的到来，
两位老人热情有加，得知我们要去景区，立
马为我们在最好的“农家乐”安排了早午

饭，怎么也要让我们吃了饭再去景区，随后
又给住在县城的孙女打电话，要她赶回小
镇，等午饭后开车送我们去景区大门口。盛
情难却，我和老伴只好欣然接受他们的安
排，看着满桌的土菜佳肴，不会喝酒的我，
只能用大口吃肉来表达感谢之意。

彼时，正是夏日的午后，酷热难耐，饭
后，当我们到达景区的时候却顿觉凉爽。这
里群山环抱，茂密的山林郁郁葱葱，片片竹
海青翠欲滴，清新的空气里飘荡着竹叶清香
的气息，令我不由自主的张开双臂贪婪地仰
天吮吸着，企图把多年来积攒的城市里的浊
气清理干净。

一座长约二百米的玻璃吊桥连接在高愈
千仞的两山之间，仿佛苍穹下的一条巨龙盘
踞在如诗如画的青山绿水之间，是那么的耀
眼夺目，又是那么的雄伟壮丽。我们沿着吊
桥的入口上了桥，站在桥上环视四周，满眼
都是绿色，茂密的山林浓翠逼人，阵阵山风
飘过，竹叶婆娑有声。这风，是自然风，爽
爽吹过每一位游客的笑脸。悠扬悦耳的鸟鸣
声或远或近萦绕在耳畔，有种“鸟鸣山更
幽”的意境，让人顿觉心旷神怡。陡峭的山
崖上瀑布飞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
河落九天”，这绝不是古代诗人留下的一个
美丽神话，我惊叹于大自然杰出的创造力。
极目远眺，只见群山连绵、峰峦叠嶂，白云
在青山与蓝天之间翱翔，这天上人间之美景
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

连接玻璃吊桥的木质栈道，依崖而建，
蜿蜒曲折。远看，仿佛一条飘逸的绸带，缠
绕在峭壁上，它的尽头隐没在了山林的翠绿
之中。深达几百米的谷底是一条清澈的河

道，从目及之处蜿蜒而
来，奔流不息的河水一
路欢腾着、跳跃着，冲
过大大小小的石块，卷
起雪白浪花，聚集到玻
璃吊桥的下游，形成一
汪水潭，游客们划着橡
皮船在这里游乐嬉戏。
水潭出口即是漂流的入
口，水流湍急，游客们

激情澎湃，合着浪花的节拍，随波起伏顺流
而下，享受着与浪共舞的愉悦。这美，是独
特的，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知它所带来的
震撼。

一对年轻的父母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
孩上了吊桥。刚开始小男孩看着通透的玻璃
桥面有些害怕，战战兢兢地走了几步再也不
敢迈步了，爸爸鼓励说：这玻璃吊桥坚实牢
固，不用害怕，要勇敢！孩子仰着头看看妈
妈，妈妈坚定地点了点头说:眼睛看着前方，
大胆地往前走，我相信你一定行的。孩子牵
着爸爸妈妈的手，一边小心翼翼地走着一边
问:这里是天上还是太空？妈妈笑着说，这里
离天近很了，看，云朵就在我们的头顶上，
爸爸接着说:我们虽然不是在太空，但是我们
有在太空漫步的感觉，是不是很爽！孩子突
然挣脱爸妈牵着的手，跑向了桥边围栏，看
着桥下咯咯咯地笑着，原来是被桥下漂流的
游客们打水仗的场景给吸引了，爸爸妈妈也
跟着笑起来。孩子不再害怕了，在桥上雀跃
着，爸爸也伴随他扭动着身姿，妈妈用手机
对着他们不停地拍照。看着这全身心融入到
自然风景里的一家三口是那般的幸福、开心
和快乐，我也不由自主地受到感染，一时间
竟看痴了，直到老伴喊我，我才回过神来，
重新迈开前行的步伐。

此刻，我内心的愉悦如这夏日的阳光，
炽热且沸腾着。我不由得感慨：有什么理由
不爱大自然，有什么理由不珍惜大自然给予
我们的一切，有什么理由不为家乡的繁荣美
好而感到自豪，有什么理由不为生活在霍山
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而感到庆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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