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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作品：《学习》
作者：高紫微（女，1955年生）

本报讯 25日上午 8点 30分，安海镇圣殿
老年协会的 100多位老人乘坐大巴车出发，前
往安海坝头村溪边自然村、梧林传统村落、八仙
山、五店市、草庵等地踏青旅游，感受家乡晋江
的美好景致。

在这次充满欢乐的踏青活动中，老人们一
路感受着晋江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在溪边自
然村感受美丽乡村的焕新容貌；在梧林传统村
落、五店市品味闽南古厝和“番仔楼”的独特魅
力；在草庵感受摩尼石佛的奇妙，在八仙山公园
欣赏美不胜收的风景。走进大自然的老人们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大家兴致高昂，即兴高歌。不
少老人感叹说：“出来活动活动，不仅锻炼了身
体，看看风景心情更好了。”

初夏出游正当时，又到了老友们
结伴出游的好时候。“许多老年朋友喜
欢选择两至三天的周边游，专注于一个
地方，这样一来可以看看风景感受当地
人文，行程又不会紧张。”平安假日旅行
社的负责人刘平安表示。今天，我们就
为老友们推荐泉州周边游的好地方，一
起去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妙吧！

大金湖
泰宁大金湖景观资源十分丰富，

5A级景区，可概括为 72峰、36岩、18
洞、5泉、2瀑，共分八大景区 189个景
点，山清水秀、石美洞奇、瀑绝峰怪，生
态良好，原始森林覆盖率95%以上，冬
暖夏凉、四季适游，更是避暑旅游佳
处。金湖因气候原因，此处菜肴口味

偏重，醇香浓厚，大部分餐厅提供本地
特色菜，有菌系列、鱼系列、药膳滋补
系列、豆腐系列、素菜系列、野菜系列
等五个系列的菜肴。

马洋溪生态旅游区
马洋溪生态旅游区以生态、休闲、

健身、文化为主题，是集生态旅游、休
闲度假、康体健身、文化博览于一体，
宜居、宜业、宜游，更是放飞心情的理
想之地。全区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拥
有长泰漂流、古山重、寻梦谷、龙凤谷、
天柱山国家森林公园、国家皮划艇激
流回旋训练基地、天成山、中华汉文
苑、龙人古琴文化村、十里蓝山、玛琪
雅朵花海、千年古樟、半月山温泉等知
名景点。民宿“往来庄”更是一处世外

桃源、人间仙境。

湄洲岛
湄洲岛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旅游

的海岛，尤其是夏天。湄洲岛年平均
温度在 20摄氏度左右。细软的沙滩，
澄净的海水，海风和煦，走在松软的沙
滩上，感受脚丫被细沙温柔抚摸的感
觉，有种说不出的舒服。湄洲的夏天
没有都市的燥热，是避暑的好地方，尤
其是在傍晚时分，海风习习，那种感
觉，无法形容的舒服。

古田旅游区
古田旅游区是福建著名红色旅游

景点。景区包括古田会议会址、古田
会议纪念馆、红四军政治部旧址——

松荫堂、红四军司令部旧址——中兴
堂等一大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田民俗文化异彩纷呈，客家美食街、
红军哨所、五龙民俗广场、黄酒博览
园、红军戏台、星火燎原蜡像馆、客家
乡村旅游吸引着大量游客。

鸳鸯草场
柘荣鸳鸯草场，是我国南方少有

的生态宝地，福建省最大的天然草场，
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优越的避暑条
件、丰富的康养资源。鸳鸯草场围绕

“世界奇幻风情草场、中国至美康养绿
地”主题，打造成为集生态休闲、山水观
光、康养度假、文化体验、运动康体、乡
村旅游等于一体的复合型功能生态环
保旅游品牌和绿色生态清新小镇。

资讯

安海圣殿老友欢乐踏青

本报讯 近日，晋江市老年大学南音学会在
晋江市老年活动中心综合馆举行首届南音唱腔
比赛，共 52名会员报名参加，20名会员参与器
乐伴奏。比赛邀请泉州市级南音传承人陈丽
娟、陈奎珍、龚锦仪等3位评委现场打分。最后
评选出一等奖 5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15名
及优秀奖若干名。

据悉，此次南音唱腔比赛不只是一次普通
的校园活动，更是对传统南音艺术的一次生动
展示和传承，通过举办此类比赛，不仅让南音会
员切磋了技艺，提升了会员的艺术修养，还活跃
了校园氛围，有效拓展丰富了第二课堂的内容。

72名老友比拼南音唱腔

欢乐出游 初夏老友周边游推荐

端午将至，一说到端午美食，人们想到的必然是粽子。
在闽南，肉粽、碱粽、甜粽，应有尽有，还有一种美食，形似
粽子，却不是粽子，那就是古早味的
粽子糖，闽南话称之为“糖粽”。过去
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会备些糖粽，
用来招待客人。随着社会发展，这
一古早味渐渐湮没在层出不穷的美
食里，只有一些传统的食品店还能
一见它的踪影，而会制作糖粽的老
手艺人也越来越少了。

晚晴匠人

磁
灶6

2

岁
吴
竹
星
：

手
作
古
早
味
糖
粽4

0

余
年

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
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
展示的舞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
友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
友征集优秀作品。

剪纸作品：《竹报平安》
作者：黄美芳（女，1965年生）

摄影作品：《耕作》
作者：陈金顶（男，1950年生）

由于糖浆温度很高，制作时为
了防止糖粘在手套上，是不能戴手
套的，因此，吴竹星练就了一手“铁
砂掌”，能够拿着糖浆反复拉扯。

“被烫伤是常有的事。”吴竹星开玩
笑说，做糖品也会有“职业病”，比
如手上大大小小的伤，还有试糖浆
试坏掉的牙齿。“糖浆起的泡要达
到一定的程度，每次试的时候糖浆
温度极高，牙齿在反反复复试糖中
就坏了。”如今，才62岁的吴竹星
一口牙几乎都废了。

“做这个太难了，又辛苦，没
什么人愿意做，而且现在会做的
人很少了。”和吴竹星一起学习
制作糖品的师兄弟，如今只有两
个还在做。而他们教了很多的

徒弟，但因为利润微薄、制作辛
苦，坚持做的人很少了。

虽然制作糖粽很辛苦，但是
只要有人想要尝一尝这个古早
味，吴竹星就会挽起袖子开始
做。其实，糖粽并非闽南独有。
在苏州，有一种传承百年的松仁
粽子糖，2009年被列入江苏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制作
的技艺和糖粽差不多，但是里面
加的是松仁，而糖粽加的是红葱
酥，松仁粽子糖是甜的，而糖粽
是咸甜的。

“希望糖粽这个古老的手艺
有更多人关注，能够像苏州的粽
子糖一样，被更多的人所认识。”
吴竹星笑着说道。

糖粽因形似闽南碱水粽而
得名，这是吴竹星所制作的传统
糖品里最特别的一种，这些年
来，市场上已经很少见了。

“糖粽可以说承载着我们无
数人小时候的记忆。”在磁灶文
旅推荐官吴瀟泠的记忆里，每
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会备
些糖粽、花生糖，用来招待客
人。其中糖粽选材考究、制作
精细，独特的口感和香气，成为
配茶的首选。“糖粽琥珀色的外
观裹着白糖，很像闽南碱水粽
蘸白糖的样子，吃起来甜中带
咸，口感咸香，小时候去做客最
喜欢茶桌上的糖粽，又漂亮又
好吃。”吴瀟泠说道。

制作糖粽的工序说起来很
简单，是由麦芽糖、白砂糖熬制
为高温糖浆，然后加入红葱酥、
食用盐搅拌均匀，待糖浆冷却徒
手将糖浆反复拉制成条状，再用
剪刀剪成粽子形的块状糖果，最
后撒上白砂糖即可。

听上去，做法似乎很简单，
但是怎么做却很考验功力，从熬

糖到剪糖，每一步都需要技巧，
且只能纯手工完成。“熬糖时，白
砂糖、麦芽糖和水要分先后顺
序，小火慢搅，直到糖浆起的泡
达到适合的程度，这一步就完全
依靠制作者的经验。而后将糖
浆倒进红葱酥、盐拌匀后，放到
水中冷却，这一步也很关键。”吴
竹星一边制作一边说道。只见
他将冷却好的糖浆倒在锡纸上
保温，一边从锡纸里快速地拉出
来整成条状，然后用剪刀快速剪
成三角状颗粒。

“看着很简单，有些人试一
下都能做出来，但是好不好吃
就是另一回事了。”吴竹星说，
制作时要注意的事项有很多，
比如熬糖温度要把握，温度不
够糖会软、会粘牙，温度过了则
焦、味会苦等。同时还很考验
手速，因为刚刚揉出来的糖条
是热的、软的，时间一长发凉发
硬就不好剪了。“剪法也有技
巧，要配合糖条的滚动，上下左
右地剪，剪出来的糖粒才是粽
子状的。”

吴竹星今年 62岁，13岁
便开始学习做糖品，如今已
近50年时间。

吴竹星的大伯当时在金
井开糖品作坊，是晋江有名
的糖品师傅。吴竹星便是到
金井学的手艺。“那时学手
艺，前三年是长工，是没有工
钱的。而后的三年是学徒，
可以领学徒的工钱。从第七
年才开始拿师傅工钱。”吴竹
星说，当时学手艺，要求在那
里做满10年才可以出师。十
年期满出师，23岁的吴竹星
和朋友在英林开了一家制糖
店，专门制作传统的糖品。

“糖粽、贡糖、花生糖、芝麻
糖、寸枣……传统的糖品都
有。”由于做的糖品好吃，吴
竹星的店在英林一度风靡。
可是，开店 4年后，吴竹星便
转行做了其他工作。

原来，制作传统糖品全
靠手工，是一项辛苦又枯燥的
活，“赚的又很少，那时我刚结
婚养家糊口根本不够。”吴竹
星便转行做了其他工作。

“你看，这些工具
都是当时开店留下来
的。”在吴竹星家一楼
的工作区域里，一块木

头做的大案板，案板上有剪
刀、切刀、擀杖等工具，一看
就是上了年头的老物件，“别
看它们很老了，还是很好用
的。”吴竹星说，这几十年来，
这些工具一直在使用。虽然
没有再以制作糖品为生，但
时不时，吴竹星都还会自己
做上一些糖品，“逢年过节家
里要用，或者有客人来配茶，
生活里一直都没有离开传统
糖品。”吴竹星说，平时除了
自家吃以外，还会做一些送
给朋友，“大家都夸好吃，让
我要重操旧业售卖，但是我
没时间。2020年疫情原因，
那时在家里有了时间，才开
始制作售卖。”

如今，重操旧业的吴竹
星在家中辟出了专门的工作
区域，专门接慕名而来的订
单。“平时都是结婚用的花生
糖订单比较多，逢年过节的时
候，也会有许多人来订糖粽。”

希望更多人品尝到糖粽

制作工艺复杂

13岁学习传统手艺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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