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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美食潮汕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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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发挥““新优势新优势””
发力发力““双循环双循环””

走进汕头市潮阳
区和平镇练岗村，笔
直的水泥村道平坦宽
阔，村口两侧铺设了
整齐的人行步道，护
栏、绿化带、风铃树、
候车亭点缀其间；沿
着村道向前，一座古
朴大气的长亭映入眼
帘，在它的后面是修
缮一新的练岗村文化
广场，四周不时的传
出村民的阵阵欢声笑
语……连年来，和平
镇练岗村发挥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切实解决群众的所需
所盼，抓住美丽乡村
建设的契机，补齐发
展短板，建广场、修村
道、整治截洪沟、设置
村口景观等等，绘就
美丽乡村新画卷。

近日，记者在文
化广场周边沿溪老寨
外墙上看到，彩绘墙
上涂画了鼓风机、簸
箕、壳桃果印等，不仅宣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还融入了潮汕本地元素，展示了潮剧、旧时务
农工具等传统文化，这里是该村美丽乡村建设中
的一道靓丽风景线。据当地居民介绍称，以前这
一片除了老寨全是荒田，下雨天泥泞不堪，现在路
面都实现硬底化，交通十分便捷，村民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都提升了。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村7条村道全部实现硬底
化铺设，新建了一座垃圾收集屋，对截洪沟进行整体
加固、内侧沟壁修补，完成雨污分流项目建设，各项
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工程按时按标完成。看着村子

变得越来越美，环境越来越好，村民们都喜笑颜开，
并积极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共同维护家园
环境。村民洪文连说：“现在每个村民都对卫生环境
非常重视，讲卫生爱护环境，对自己对别人都好，共
同为美丽乡村的建设出力。”

练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洪木洲表示，下
来，该村将继续完善百银坑排洪渠建设工程，改造大
岭坑、伯公前排洪排涝建设工程，并利用山地资源规
划种植果树，提高集体收入。同时，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契机，进一步补齐短板，努力打造干净整洁、水清
地绿的美丽乡村。 (郑奕潘郑奕潘 摄影报道)

俗话说“清明食叶”，在春天的潮汕，绿色
让人们感到无限欣喜，而朴籽粿则成为很多
人感知春天的一种方式，被称为潮汕人清明
特有的“抹茶蛋糕”。

朴籽粿味道甘甜，口感细腻，不仅是祭祀
祖先、表达思念的食物，更是百姓餐桌上、手
里的春日糕点。近日，记者走访发现，临近清
明，散发着青草香的朴籽粿特别畅销。

潮汕人讲究“时节做时粿”，作为一款绿色
健康的时令食品，朴籽粿包含着浓浓的乡情，
就如江南的青团，传承的是春天药食同源的
养生智慧，承载的则是家人健康的平常心愿。

时令食品鮀城飘香
清明雨将至，春来朴籽香。记者走访发

现，临近清明节，潮汕流行的季节性传统小吃
——朴籽粿，又开始在市区大街小巷的粿品
店出现。蒸熟的粿品色泽青碧，芳香扑鼻，吃
起来格外有味，深得市民的喜爱。

“朴籽粿的来源与潮汕本地的树有关，这
种树叫朴籽树”，讲起朴籽粿，潮式粿品制作
技艺非遗传承人郑锦辉如数家珍，他告诉记
者，朴籽叶卵形或长椭圆形，果实大如绿豆，
味甘甜，有消痰下气之效。

“潮汕人自古就有吃朴籽粿的习俗，这几
年喜欢的人越来越多，这可能跟传统文化复
兴有些关系吧”，郑锦辉说，清明节人们有着
祭拜祖先的习俗，朴籽粿作为供品之一，需求
量自然不小。在郑锦辉看来，朴籽树叶芳香
甘甜、柔润的气息，颇具山野田园风味，时刻

萦绕在潮汕人的心
中。随着人们对传
统节日愈发重视，

相应的食物也跟着更“火”了。
传统糕点 登上央视

岁月愈久，味道愈浓。颇具古味的朴籽
粿，给人带来味蕾上触动的同时，仿佛还向
人诉说着潮汕饮食文化的历史。关于朴籽
粿有一段流传甚广的传说，据传，朴籽粿是
当年潮汕先民躲避元兵入侵借以充饥的食
物。南宋末年，蒙古元兵于清明前入侵潮汕
地区，民不聊生，百姓被迫无奈而避入山林
之中。由于没能带足够的食物，在深山中为
了生存，只能采摘朴树叶和果籽充饥。后人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就在清明节做“朴籽粿”
祭拜，沿袭至今。

许多人看过央视纪录频道 CCTV-9《中
国微名片》栏目，但或许你不知道，栏目组曾
特地来汕头，拍摄并播出专题纪录片《餐桌
上的节日》朴籽粿。当时，郑锦辉带着央视
记者到潮州青麻山采摘叶子、展示制作过
程，讲述潮汕美食背后的温情故事。“青麻
山是朴籽粿的原产地，漫山遍野都是朴籽
树”，郑锦辉说，几十年来，每逢清明前夕他
就在那里摘朴籽叶做朴籽粿。如今，树高都
超10米了，要用专用工具才能摘到叶子。

为满足摄制团队的要求，在摄制的过程

中，郑锦辉不厌其烦地反复每一个步骤，
以让每一个步骤都能在镜头前完美地呈
现。“朴籽粿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也是一
种工匠精神”，郑锦辉说，粿品承载着潮
汕人的浓浓乡情，他希望把潮汕传统特
色美食传承下去，让更多人了解潮汕传
统文化。

记者看到，片中，几个天真可爱的孩
子兴致盎然地在旁观看，共同感受潮汕清
明民俗。朴籽粿制作工序并不复杂，但却
处处考究。从摘叶、切碎、研磨、发酵到上
蒸笼，旧式灶头上，竹制蒸笼里香气氤氲
……整个朴籽粿制作技艺融合了特色节
气习俗和农耕文化，被细致呈现出来。节
目末尾，一家老少围坐一圈，品尝着热气
腾腾的朴籽粿，青草味道与幸福气息在老

厝里弥漫。
儿时味道 家乡记忆

“吃了朴籽粿才算尝过这个春天”“迎接
春天的仪式感，就从品尝朴籽粿开始”……日
前，记者走访了解到，对于许多潮汕人来说，
人间的春意开始于清明前的那一抹绿色成就
的美味——朴籽粿。

小黄是地地道道的汕头姑娘，对她而言，
一口朴籽粿咬下去，嘴里、肚子中瞬间装满了
春色。“小时候一到了春天，小朋友们手里就
拿着朴籽粿啃，是记忆中春天的味道”。

作为清明节的“时粿”，人们在朴籽粿上
寄托了纪念祖先、缅怀先人的情怀。“提起清
明节，我们都会想起朴籽粿。”专程从曼谷回
乡祭祖的杨老先生对记者表示，儿时母亲做
朴籽粿的情景他还都历历在目，朴籽粿对他
来说就是清明节的味道，就是家乡的味道。

“小时候在家乡，每到清明节前家家户户
都要做朴籽粿。”在汕头生活了近三十年的肖
先生老家在潮阳，对他而言，吃朴籽粿更多是
属于童年的记忆。“做粿是从我祖父母、父母
这一代传承下来的。每逢节假日前，嘴馋的
我便翘首以盼，期待着帮他们打打下手，吃到
第一个新鲜出炉的热腾腾的粿品”，肖先生

说，清明时节的朴籽粿，包含着一种故乡特有
的传统味道，童年的记忆。

传承技艺 留住乡愁
虽然关于朴籽粿的传说无法考证，但是

清明节吃朴籽粿却是契合时节的。潮汕素有
“清明食叶，五月节食药”之说。以前，清明前
后，“叶”便是人们主要的食物。“清明时节吃
朴籽粿是取其清热去火、消食健胃的功效”，
郑锦辉说，这个时候气候转暖，雨水较多，是
肠道疾病多发季节，而朴籽叶恰好有消痰下
气、排解积热，去除疾病等功效。

摘采回来的鲜叶子必须及时进行加工
处理，否则就会氧化丧失水分，影响朴籽粿

的口感和颜色。只见郑锦辉把叶子反复清
洗干净并切碎，然后和已经浸泡了 4 小时
的粳米一起放入石磨研磨。在磨好的米浆
里加入适量的生粉、白糖和发酵粉，用手不
停地搅拌至适度黏稠状。待发酵完毕，装
入特制的桃形粿印或白色小碗中蒸 30 分
钟。蒸熟后的朴籽粿裹着一层青绿色，冒
着热气，入口松软香甜，还有一股朴籽树叶特
有的草药香味。

采访中，郑锦辉的语气平实淡定，这大
概也是缘于其对粿品制作技艺的自信和看
好。“儿时我对朴籽粿的记忆就是温暖，好
吃。”郑锦辉坦言，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希望
通过不断创新和开拓，技艺一代代传承下
去。“潮汕人的生活和粿密不可分”，郑锦辉
说，对于很多潮汕籍华侨华人来说，粿品是
一种故乡的味道，就如清明节回到家乡，就
一定要尝一尝久违的朴籽粿。

（（陈文兰陈文兰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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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人郑锦辉非遗传承人郑锦辉

【【汕头日报讯汕头日报讯】】 记者从汕头海关了解
到，据海关统计，今年 1至 2月，汕头市进出
口 108.4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42.1%，其中，出口85亿元，增长72.3%，进口
23.4亿元，下降 13.1%；贸易顺差 61.6亿元，
扩大175.2%。

据了解，今年 1至 2月内外部因素共同
支撑出口实现强劲增长。近期世界主要经
济体开启复苏，制造业及进出口贸易景气度
回升。加上今年春节国内倡导“就地过年”，
促使部分外贸企业在春节假期正常开工，订
单集中加速交付带来出口改善。此外，去年
1至 2月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较大，外贸
基数较低也是今年以来进出口增速大幅提
升的重要原因。1至 2月汕头市出口较去年
增长72.3%，比2019年增长48.5%，显示出稳
健增长势头。

从进出口市场看，汕头市对欧美、东盟
出口增速较快。东盟是汕头市第一大出口
市场，1 至 2 月对其出口 15.9 亿元，增长
71.9%；对美国、欧盟、英国和日本出口分别
增长 178.9%、77.7%、130.1%及 40%。同期，
汕头市自东盟、阿联酋进口分别下降17.6%、
53%；自智利、日本、新西兰进口增长30.2%、
32.8%、25.2%；自印度进口倍增。

据介绍，受益于去年以来实施的一系列
优惠政策，汕头市民营企业活力提高，外贸
内生动力更强。1至 2月，汕头市民营企业
进出口89亿元，增长66.5%，增速快于整体，
占同期汕头市外贸总值的 82.1%，是拉动进
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表现十分强劲。从贸易
方式看，1至 2月，汕头市以一般贸易方式进
出口105亿元，增长65.6%，占96.9%。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与陶瓷产品出口增速
居前。1至2月，汕头市出口机电产品26.9亿
元，增长128.2%；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增
长，服装及衣着附件、玩具、塑料制品分别增长
28.3%、21.3%、85.2%；出口农产品增长15.1%；

出口陶瓷产品5.3亿元，增长261.2%。进口方面，能源及初级原材料进口下
降。1至2月，汕头市进口农产品6.6亿元，增长17.7%，占同期汕头市进口
总值的28.2%。进口煤及褐煤下降31.6%，塑料原料下降
23.5%，液化石油气下降 40.6%。此外，进口机电产品增
长5.1%；进口纺织品增长6.9%。 （（康洁康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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