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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王月

9月22日-28日，由中国旅游协会、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乐
山市人民政府举办的“2020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在四川省乐
山市举行，义乌一举夺下4项金奖、3项银奖和1项铜奖。其中，义
乌木龙·燕窝罐、MINSA·夜光足球、Realstar·星宝纸伞、斯立
朴·极光LED鞋获得大赛金奖；义红·红糖、悦来客栈·午休椅、简
动·切切乐获得大赛银奖；木龙道·降真香获得大赛铜奖。

据了解，“2020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是新冠肺炎疫情
之后举办的第一场全国范围的综合类旅游商品大赛。此次活
动旨在树立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品牌，促进全国旅游商品创新，
推动全国各省区市旅游商品快速发展，扩大旅游购物消费。

“2020中国特色旅游商品大赛”落幕

义乌8件旅游商品获奖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9月28日，2020首届中国(义乌)观
赏石文化艺术博览会暨“名仕居杯”全国观赏石精品展，在龙
回文化礼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观赏石爱好者齐聚一堂，交
流借鉴，共赏奇珍。

据悉，这是义乌首次举办全国性的奇石赏石盛会，本届石博
会将持续至10月10日。石博会从多方送展的奇石中甄选出900
余方作品设立精品展，全方位展示了全国各地不同类型品种的
奇石，除传统名石戈壁玛瑙、风砺石、灵璧石外，还有众多新兴
石种亮相，如台湾的南田石、贵州的古铜石、陕西的陈炉石等。
石博会还邀请了国内外观赏石收藏家、鉴赏家和理论家，与广
大石友一同谈石论道，共同研讨中华赏石文化和赏石理论的传
承与发扬，探索观赏石收藏、鉴赏的发展方向。各位赏石名家、
专家，对精品展中的奇石及组合进行现场鉴评，以理论联系实
际的形式，一石一点评，与石友进行面对面交流切磋，共同提高
赏石水平。

首届中国(义乌)观赏石
文化艺术博览会举行

曹雪芹中秋《咏月诗》有言：“时逢
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栏。天上一
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

何巧君说，东河肉饼在东河也非
“俗物”。吃肉饼在东河有一种神圣的
仪式。一家人围坐一桌尽享饼香，过去
也只是在端午、中秋、春节等为数不多
的节日里才行。平常的日子，在东河人
眼里，只有在男青年上门认亲，而女方
家人完全表示同意的状况下，才会煎
此饼以示百年好合、团团圆圆；女儿出
嫁的头一年，东河娘家也会热热闹闹地
担一担“肉饼”去女婿家，分发给乡亲邻
里拜祝全村和睦团圆。除去这些特殊日
子，只有当主人认为来了非常受人敬重
的客人，才会揉面买肉煎肉饼。

现东河人大多为何姓。据历史记
载，明朝的 1416 年以前，该村只有一
户姓潘的寡妇。明成祖永乐年间何姓
祖先赘居于此，此后历经 500 多年繁

衍生息，成了如今的大村落。东河人勇
于闯荡世界，外出经商、求学的很多，
东河肉饼饼薄味佳，经久不会变质，这
当是由家乡父老为远游的东河人准备
的干粮演变而成的一种特色小吃吧！

东河肉饼分上下两层，中间夹馅。
据何德兴介绍，东河肉饼之所以倍受
倚重，是取其上下合一、中生果实的团
圆和谐美满之意。可以说，东河人煎东
河肉饼也是为圆祖先那“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的中华之梦。

品尝舌尖美食的同时，笔者建议
老同学牵头组织一个相关的协会或研
究会，弘扬传统文化、规范行业标准、
培训交流技艺、开展多彩活动，将东河
肉饼工艺发扬光大，推陈出新，创新推
出辣味、甜味等各式各样的肉饼并统
一标识，真空保鲜包装，推广连锁经
营，使东河肉饼与义乌小商品一样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名扬天下。

团圆和谐寓意美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9月25日，浙江省收藏协会浙中分会在义乌成立。据悉，
这是省收藏协会在全省成立的首个分会。自此，浙中广大收藏
爱好者有了一个交流、学习、鉴赏的新平台。

据悉，目前，省收藏协会浙中分会有会员200余人，主要
来自金华和绍兴各县市区，部分来自台州、丽水、衢州等地，另
外还有少数江苏、江西等外省的收藏爱好者加入。

近年来，浙中文化收藏事业蓬勃发展，收藏队伍日趋庞
大，涌现出一大批热衷收藏、经营、鉴赏的爱好者。为适应发展
需要，解决省内一些县市区尚未成立收藏协会的现状，省收藏
协会选择在义乌成立浙中分会。据悉，成立于1996年的省收
藏协会，下设书画、玉器、钱币、古家具、良渚文化等23个专业
委员会。浙中分会和县市的收藏协会不同，不是独立的法人，
属于省收藏协会的分支机构；和专业委员会也不同，分会不按
照门类设置，涵盖了所有的门类。另外，浙中分会概念广泛，浙
中地区之外的收藏爱好者也可加入。

据浙中分会首任会长曹海宾介绍，义乌民间收藏非常活
跃，至少有上万人参与，两个收藏市场每年的成交额达上亿
元。浓厚的收藏氛围影响到了周边县市，使义乌成为浙中地区
重要的收藏交流地。

浙江省收藏协会
浙中分会成立

▢ 全媒体记者 王月

9月22日，由义乌市乌伤民间文化研究院主办，样样红志
愿者协会及佛堂老年大学诗词班共同组织的“红色之旅”采风
团队，相继前往分水塘陈望道故居、苦竹塘村吴晗故居等地，
接受红色文化熏陶。

采风团成员来自各行各业，面对一幕幕传递红色精神的
画面，大家聚精会神，认真听讲解员讲述一个个曾经发生在战
争年代的红色故事。佛堂老年大学诗词班的王升祥老师，还特
意将红色记忆一一用手机拍下。他表示，要时时将这些历史故
事拿出来看看，教导后人不忘历史。

“红色之旅”采风团
走进义乌名人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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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喜相逢。“团圆节”前夕，

笔者又一次回到魂牵梦萦的故乡东河。

孩提时的同窗,城西街道七一村党委书

记何德兴，相约共同品尝了一回地道的

“东河肉饼”。

凡到义乌品尝过东河肉饼的人，大抵

都不会忘记那独特的美食滋味。走进朴素简

洁的店堂，临桌而坐，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放

在门沿内的平底锅，听着“滋滋”的油煎声，

薄如宣纸、色若琥珀的双层饼，随着制饼师

傅那双巧手，宛若一轮飘忽的明月，在眼前

翻转着。只消一会儿，食客便可猛吸一口飘

荡着饼香的空气，咂巴着嘴，伸开筷子，享用

这精美的、如同艺术品般的肉饼……

作为金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东河肉
饼，发源地在义乌市原东河乡的东河村，引得天南
海北的尝鲜者纷纷慕名而来。便有精明人看准了
这一“道道”，一时间，义乌城乡大街小巷“东河肉
饼”小吃店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前几年，当地政府为了继承和发扬传统的饮食
文化，连续举办了八届东河肉饼技艺大赛，各路高手
同台较量，使得东河肉饼香飘万里、声名远播。

东河肉饼虽薄如宣纸，却由两层麦饼粘连，且
中间夹着肥肉、葱或韭菜，由制饼师傅旋拉延展而
成。用猪油煎烤的肉饼，色香味俱全，其诱惑力之
大，实非其他食品可比。

严格说来，这饼应叫“夹肉双层麦饼”。可为什
么叫“东河肉饼”呢？这要追溯到它的诞生地义乌
城西东河村（现分为五一、六一、七一村），才能了
解其中的奥秘。

东河肉饼在东河只称“肉饼”。制作技术世世
代代被视作“专利”秘而不宣，能制作“肉饼”的只
限东河村人。东河村现有1000余户人家、4000多
人口，几乎家家会做东河肉饼。

香飘万里美名扬

东河肉饼之所以备受青睐，与它
的制作考究、味美色佳是分不开的。面
粉要选上等的，最好是当地产的小
麦。选好面粉，加盐是关键，500克面粉
大约加入12.5克盐；然后，和水揉成面
团，搓成手腕粗细的长条；再一个个揪
成小孩拳头大小的面团，重量按500克
面粉揪成25个为最佳。懂行的制作者
一般要把揪好的面团放在大案板上醒
5-10分钟，直至用手在其表面上轻按
感觉有韧性时才开始制作肉饼。

肉饼制作的程序几乎和魔术师的
表演差不多，不像我们平常做饼、拉面
条要用擀面杖前推后揉，制作东河肉
饼，一双手就足够了。先取出两个表面
风干的面团，用手压成一厘米厚的面
饼，再取出少许早已准备妥当的用三
层肉、葱、盐、味精混合斩剁成的肉馅，
夹在两块面饼的中间。此时，制作人就
可“变魔术”了：左手捏着饼身，右手扯
着饼沿，双手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旋转

着、扯拉着，随着一会儿正一会儿反的
旋转扯拉，肉馅中青葱的色泽透过越
捏越薄的饼面渐渐地明晰起来。大约
拉扯至饼直径近20厘米时，饼已成一
张琥珀色的“薄纸”，“纸”身满是点点
斑斑的青葱肉末，宛若夜间的星空，一
张正宗的“东河肉饼”也就做成了。

煎饼比制作要容易些，不过煎不
好，吃起来滋味就差远了。特别是制作
鸡蛋肉饼，没“绝招”往往会把饼煎得面
目全非。据东河肉饼传人何巧君介绍，
煎东河肉饼时，先要用猛火把锅底烧
红，再改用文火，然后用专用工具在锅
内肉饼大小的地方涂上食用猪油，“滋”
的一声放入一张肉饼。待饼的一面稍煎
黄后，翻过来煎另一面。这时，饼身会膨
胀成馒头状，如要做鸡蛋肉饼，趁此时
在“馒头”上用筷子戳一个小洞，灌入
打好的鸡蛋液就可以了。东河肉饼时
兴边煎边吃，那味道真是没得说，引用
北京人的话，叫“盖帽儿”。

制作考究绝活亮

撰稿：何建农
摄影：何建农
全媒体记者 盛庆乐

东河肉饼技艺大赛参赛选手将延展好的饼放入锅内。

在面皮上放
好肉馅。

夹了肉馅的
小面饼静置于案
板上。

东河肉饼
制作传人张爱
珍（右）展示制
作技艺。

一、以“责任”夯桩基 建立责任
传导机制

基础是工程建设中至关重要的
一环，只有基础打牢打好打实，楼房
的稳定安全性才有可靠保障。集团
根据党委班子分工制定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组织领导与党风廉
政网格化体系，结合集团各部室、下
属企业自身特点明确其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重点，并签订党风廉政建设

“处方式”目标责任书；根据员工岗
位职责和廉政风险点，制定个性化
廉政责任书，通过层层传导压力、人
人压实责任，夯实“清廉建投”建设
桩基，有效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常态机制。

二、以“制度”立主体 建立风险
防控机制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主体结构
是建筑的骨骼框架，加强完善制度

建设则是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搭建起坚实的主体结构，构建起制
度的“铜墙铁壁”。

建投集团始终强化问题导向，抓
好重点环节制度建设，用规定锁住权
力、靠制度堵塞漏洞，立“明规矩”、破

“潜规则”，制定《建投集团重点工作
效能监督检查制度》《建投集团采招
工作监督管理办法》《建投集团党风
廉政建设约谈制度》《建投集团廉政
回访制度》等，抓好项目招投标、工程
签证变更、工程结算等方面制度的完
善和执行，进一步织密制度篱笆，通
过体制机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提升反
腐倡廉成效。

三、以“监督”提品质 建立监督执
纪机制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高品
质工程的营造离不开不折不扣的制度
执行，制度的坚决执行则依靠于全面
有效的渗透式监督。

1.针对突出问题，扎实开展效能监
督。建立重点工作督查督办机制。按照

“问题编号、结项销号、每周更新”的要
求，开展市委市政府和集团重点工作督
查督办，已累计督办事项74项。设立作
风效能“晾晒台”。高频次、不定时、突击
性对人员履职、工程进度、工程经济处
罚履行等进行督查，将发现问题在集
团攻坚作战群进行通报批评，以即时
晾晒督促从速整改。截至目前下发“晾
晒台”通报5期，累计通报问题50项，
实现全部整改。探索开展内部巡察。融
合外部与内部力量成立专项巡察工作
组，对下属企业开展“全面体检”。

2.坚持监督常在，做实做细纪检
监督。选聘兼职纪检干事，不定期开展
业务培训，进一步推动渗透式监督，排
除监控死角；对招投标进行全过程监
督，前移监督关口，把牢腐败源头；在
工程项目设立“清廉建投监督牌”，定
期开展项目管理人员廉政警示教育，
筑牢思想防线；组织开展在建项目参
建单位管理人员廉政回访，实时掌握
工程管理人员廉政信息；每月对集团
总部、下属企业的员工工作纪律、公车

使用情况、“三重一大”决策执行情况
等进行检查，截至目前共开展检查43
次，下发通报6份，处理人员8人。

3.规范“建投标准”，精益求精技
术监督。建立品质督导“集团-下属公
司-项目组”三级管控模式，通过对各
项目每日督导检查、每月考核排名等
方式，强化工程质量管控；每月开展品
质督导监督，截至8 月底查出质量隐
患787条，安全隐患558条，累计发放
整改通知单 282 份，按照“四定原则”
督促落实整改，隐患整改率100%；推
行“样板先行、管控到班组、PDCA、强
势推进”四步工作法工程管理机制，在
确保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
进各项工程建设。

四、以“教育”促自觉 建立持续教
育机制

教育不是万能的，没有教育是万
万不能的。把企业还原成学校，将人
才培养融入企业发展脉搏，让高品质
工程追求和反腐倡廉成为建投人行
动自觉，需要建立健全持续教育机

制，更要常抓不懈，不搞一阵风。2020
年引进蓝城乐居学院，把“建投大学
堂”升级为“建投学院”。截至目前，围
绕廉政教育、质量安全、建筑工程等主
题开展培训240余期，累计约16000人
次参加，同时根据员工特点实施分级
教学，为清廉阳光高品质工程营造提
供人才技术保障；通过党风廉政专题
会、廉政党课、企业微信公众号等载体
平台，多形式、多方面、多场合传达学
习各类警示教育材料、反面典型案例，
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等；举办“清廉
建投杯”书法、绘画比赛等，营造风清
气正的干事氛围。

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建投集团承诺，将笃定“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决心，保持“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定力，以饱满的精神、昂扬的姿
态、坚挺的脊梁，建民心工程、廉洁工
程、精品工程，致力营造与两个“样板
城市”建设相适配的清廉高品质工程，
为我市抢当“重要窗口”模范生作出更
大贡献。

构建“四种机制”营造“高”“清”品质工程
义乌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毛应斌

工程建设，不是一朝一夕，而是一砖一瓦；正如清廉建设，绝非一日
之功，而要一以贯之。建投集团始终围绕中心聚焦主业，以深化国企改
革为抓手，以清廉国企建设为依托，着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深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与“清廉建投”建设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