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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美食小吃的闪光点，
不仅是小吃本身，更重要的是
食物传承和创新的背后，传承
人身上所蕴含的浓厚的地方文
化基因。老手艺的美食就在像
朱建兰这样的普通人手中得到
延续，顺着时光慢慢流淌下来。
他们身上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完

美诠释了“民以食为天”背后蕴
藏的真善美，丰富的传统地方
美食被她们的双手赋予情感与
灵魂，连同他们心中浓浓的家
乡情结一起，打包带出去，供天
南地北的人们品尝。

“传统美食”四个字，对于朱
建兰来说早已不仅是一个美食符

号，更是一种代代相传的味道，当中
掺杂着时光与亲情的味道。这些味
道，早已经在漫长的岁月中与勤劳、
坚持等情感、信念融合在一起，让人
分不清哪一种是滋味，哪一种是情
怀。她只知道这些番薯花是老百姓
心底的味道，她一定要守护好，让它
们得以代代相传。

记者手记 > > >

▢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为更好地推进社会组织工作，
提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动性，
11月2日下午，在做好防疫工作的
基础上，稠城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
心开展“益”杯下午茶——社会组织
成长沙龙。

“保有初心，‘使命’需要落地，
必须行动起来，我们会一直在路
上。”“让感兴趣的人做感兴趣的
事，才会出精彩的成果。”本次沙龙
通过茶话会的形式，让参与者围绕

“社会组织使命优先 or 活命优先”
展开讨论。

活动现场，你一言我一语，大家
发言踊跃，通过互相分享心得体会
建言献策，进一步明晰组织定位和
服务方向。“以课程学习、交流分享
等形式让彼此聚合、联结、共创。”组
织方表示，此次沙龙通过尝试摒弃
与颠覆传统活动套路，积极推动来
自不同领域、背景、组织的伙伴合作
与前进，鼓励大家主动说出自己内
心真实所想，真正收获合力与支持，
实现共同成长。

稠城街道开展
社会组织成长沙龙活动

▢ 全媒体记者 吕 斌
通 讯 员 斯延平

近日，地处上溪镇的斯何村文
化礼堂灯火通明，高朋满座。这个山
村正式迎来了首次双溪文化书法作
品展。

活动现场，义乌市众多书法名
家、义乌市摄影协会多名摄影师和
热心村民等共同开启了这次乡村振
兴的文化盛宴。

据悉，这次展品共有六十余幅，
既有杨守春、贝立新、傅建华、陈建

邦等名家大作，也有草根书法爱好
者的习作。篆、隶、楷、行、草皆有涉
及，内容丰富，风格迥异，竞相争辉，
相得益彰。

用书法艺术来展示斯何村悠
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褒扬斯何
人高尚的品德，确是创新之举。参
观者在欣赏精美书法作品的同
时，还可领略双溪优秀传统文化
的魅力。

斯何村的先民创造的优秀传统
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虽历经
沧桑，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上溪举办双溪文化书法展

▢ 全媒体记者 余依萍 文/摄

“前天刚在浙江政务网上提交
了材料，今天只跑一个窗口，就走完
了所有流程，真省心！”11月5日下
午，义乌市稠城春蕾校外教育辅导
站负责人陈春雷来到市行政服务中
心，在民政局办事窗口成功办结了
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
单位登记证书两张新证。双证齐发，
标志着义乌实现了首家学科类培训
机构“营转非”。

据悉，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统一
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是“双减”工作
关于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一项基础
工作。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不
得以营利为目的，不得向出资人、举
办者或者成员分配利润，同时必须严
格按照章程开展活动，按时参加年度
检查，主动接受业务主管单位管理。

10月中旬，“营转非”工作启动
后，市民政局联合教育局第一时间
对校外培训机构底数进行了摸底，
主要涉及三类登记方向：一是注销
办学许可退出市场；二是转型从事
其他经营活动（含转型为非学科
类）；第三类是转登记为非营利性机
构继续从事学科培训，首批有 153
家机构通过核名。

为了简化办理流程，市民政、教
育、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发挥联动
机制，优化转登办理流程，压缩公示
时间，实现部门间办事“最多跑一
次”。与此同时，市民政局积极作为，
为前来办理“营转非”业务的培训机

构做好政策解读，落实相关业务一
次性告知和帮办代办工作。按照举
办者自愿申报的原则，在申请单位
办理营业执照业务注销的同时，将
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的全
部材料一次交给受理单位。这样一
来，营业执照注销完毕，申请民办非
企业单位的材料也完成了，立马就
能进入下一个环节——办理业务。
这种模式不仅进一步压缩了办理时
限，为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更为企
业带来了满满的获得感。

下一步，市民政局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规定及操作办法执行，在
保证合法合规合理的基础上，妥善
支持、服务每一家培训机构顺利转
型，确保统一登记工作平稳落地。

义乌实现首家学科类
培训机构“营转非”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通 讯 员 李丹萍 文/摄

10月25日下午，吴店小学校外
劳动基地授牌仪式在荷市村文化礼
堂举行，现场聘请吴叶茂、吴琅潮两
位土索面制作老师傅为校外辅导
员，由此土索面劳动实践正式纳入
吴店小学的课后服务课程中。

501 班的同学们率先体验，在
老师傅的带领下，体验了揉面、上
面、晒面三个制作过程。揉面环节，
细细长长的面条在师傅的手中乖巧
听话，可在同学们的手中却是顽皮

至极，搓出来的长面条粗细不匀，力
道实在难以掌握……索面看着简
单，却饱含师傅的汗水和心血。

据悉，在“双减”背景下，吴店小
学积极探索课后服务模式，现已开
设空竹、线描、啦啦操、武术等特色
课程。土索面校外劳动体验给学校
带来了新契机，学校将进一步发掘
吴店周边的乡土文化和传统技艺，
形成丰富的课后服务劳动课程体
系，荷市村校外劳动基地的成立，将
让更多的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区，
通过劳动教育，让学生自主体验、增
长知识、认识家乡。

土索面制作纳入特色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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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卢丽珍 文/摄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民以食为天，

吃，终究是人们最基本，也是最经久不

衰的话题。中国传统文化与农耕文明

的碰撞，孕育出具有不同地域特色的

传统美食。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那些带有厚

重地域特色、十分接地气的地方小吃，

还有那些在非遗名录中的传统美食品

牌，在信息化、快节奏的今天，不断还

原着记忆中的味道。这是对乡愁的安

慰，也是舌尖的归宿。赤岸镇官余村的

朱建兰，一直用心还原记忆中的味道

并将传统美食心手相传。

10 月 24 日，记者走进朱建兰家，

她正在制作番薯花。“现在还不是制作

的最佳时节，这些是一个朋友临时预

定的，想提前尝尝鲜。”朱建兰告诉记

者，每年农历十一月、十二月是番薯花

制作的最佳时期。

1968年出生的朱建兰，自幼受外
婆以及母亲的影响，看着她们将番薯
煮熟、捣碎、和面、蒸面、揉面、打面，切
成小方块，手工制作成一朵朵番薯花，
如此耳濡目染地接受传统美食文化的
熏陶。

“我七八岁的时候，就会剪番薯
花。那时，过年前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
番薯花，有时一天到晚跟着母亲她们
后面帮忙剪花样。”朱建兰回忆，她母
亲那个年代，除了番薯花，还有番薯
片、番薯干，这些都是她小时候的零
食。

据悉，番薯花是赤岸镇靠山区一
带的特产，由于山区缺乏种植水稻的

良田，只好靠山地种一些番薯，因此家
家收获最多的就是番薯。“番薯花不仅
是零食之一，同时也是过年时给亲朋
好友的回礼,这个习俗延续至今。”朱
建兰说。

如今，再来寻找坚守番薯花手艺
的初衷，朱建兰表示，兴许是当年外婆
和母亲远近闻名的好手艺，或者是自
己对传统美食独特的偏爱，对自己产
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据朱建兰介绍，今年的番薯已经
从地里挖回家了，准备存储到下个月
中旬再着手制作番薯花，那时的番薯
自带甜味，做出来的番薯花同样会带
着自然的甘甜。

自幼受母亲影响

为了制作番薯花，朱建兰特地挑
选个头大的番薯。

“挑选番薯也有讲究，一定要选粉
的，而且要存储时间在一个月左右
的。”朱建兰说，番薯经过洗净削皮，切
块煮熟后碾碎，并撒入糯米粉、白糖等
辅料，来增加食材的韧劲和口感。番薯
花要经过煮—和—蒸—揉—擀—切—
剪—晒八道工序方能制作完成。“其
中，第四道工序是最累的，揉的面团是
刚出蒸笼的，锻炼手的承受力。”

记者十分好奇番薯花到底是如
何制作的，朱建兰便现场展示了一
番：在她灵巧的指尖剪出纹理，捏出
花型。一片普通的“面饼”在手中拉扯
翻转，便成了一朵四片花瓣、一个花
蕊的番薯花。

晒干后的番薯花经过高温油炸，
香脆可口。这种传统美食，在一代又一
代人的手中传承发展。

为了让这种传统美食博得更多年
轻人的喜爱，人们也会加入芝麻、花生
等辅料，让它从单一口味，衍生出更多
味道。

据介绍，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制作番薯花的人越来越少。但对一
些在外求学和工作的人来说，番薯花
这样的食物不仅是一种味道，更包裹
着一份对家的思念，也期望人们生活
过得像花一样。

而今，番薯花作为义乌的传统美
食之一，已成为礼尚往来的佳品，其
制作技艺在赤岸镇官余村附近代代
相传。

八道工序精心制作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当年
的孩子都长大了，回想童年的记忆，除
了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玩耍过的快乐时
光，还有一些美味成了尘封旧时光的
最美回忆。

在朱建兰看来，美食自带难以忘
怀的过年记忆，在生活条件日益提高
的今天，依然能从各种传统美食中，品
出“记忆中的味道”。

她的两个女儿深得母亲真传，制
得一手美味的番薯花。“每年农历十一
月，只要双休日两个女儿都会回来帮
忙。”朱建兰欣喜地说。

据介绍，义乌的传统小吃汤圆、番
薯花、窝窝头、麦角等已被列入义乌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朱建兰

作为手艺人，遵循古法，注重品质，在
传承的同时，也做到了“守正出新”，开
拓了新思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延续
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需要全社会的普遍关注和积极参
与，更需要传承人的一辈辈坚守和默
默付出。

小小的番薯花包裹着对家的思
念，在我们品尝“记忆中的味道”之时，
期望这朵番薯花浓郁的乡土味与文
化，根植于人们的心灵。

传统美食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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