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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与读者们互动，我们设置了多
个互动渠道，欢迎与我们联系。来信来稿请
注明姓名、年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05065057
15980068048

投 稿 邮 箱 ：33853075@qq.com
84552165@qq.com

微信留言：关注“晚晴周刊”微信公众
号，直接发送至后台。

寄信地址：晋江市长兴路报业大厦20楼
晋江经济报社专刊部《晚晴》周刊收。

《晚晴》周刊联系方式

1月12日上午，由《晚晴》周刊主办
的“晚晴敬老直通车”携手海西缘书画社
走进西园街道车厝社区杨厝村，举办“笔
墨迎新春 春联送祝福”公益活动。

作为《晚晴》周刊走进社区、服务老
人的重头活动——“晚晴敬老直通车”
在春节到来之际，把祝福送到家门口，
和村里的老人一起欢乐迎新春。

老少携手写春联
12日一早，杨厝村浯塘宫广场上便热

闹非凡，到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村里的
老人们早早就来到广场上，坐等着活动开
始。活动还未开始，十几张写春联的桌子

前就围满了人。“我要两副。”“我也要两
副。”在村民的期待下，来自海西缘书画社
的书法老师与学生们，还有来自晋江市老
年大学书法班的老师们纷纷挥毫泼墨，一
幅幅遒劲有力、清爽洒脱的书法作品，带
着清新的墨香跃然纸上。

“我都不记得写了多少副对联了，
只知道一副接着一副地写，大家太热情
了。”来自晋江市老年大学书法班的高

扬华整整写了三个小时，活动结束了，
还被热情的村民拉着又写了一副春
联。“很高兴大家能喜欢我写的春联，希
望这些春联能为大家带去新年的祝
福。”高扬华高兴地说道。

“这次送春联活动还吸引了本村及邻
村的书法爱好者到场为村民书写新春春
联。大家都很高兴有这样的活动能为村民
送祝福。”海西缘书画社负责人杨福元说道。

文艺表演受欢迎

除了写春联送春联活动，现场还举
行了文艺表演，来自海西缘团队的文艺
爱好者们为大家带来了歌曲、南音、乐
器演奏等节目，杨厝村的大福鼓队也送
上了精彩的演出。而老少同台的武术
表演更是获得了村民的阵阵掌声。

“表演太好看了，村里第一次这么
热闹。”看着精彩的表演，90岁的何瑞治
阿婆高兴得合不拢嘴，“听说村里要举
办这样的活动，我早早就过来了，还特
意在头上簪花了。”何瑞治指着头上戴
着的鲜花说道。

“这是杨厝村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
动，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为大家带
来了欢乐和温暖。”车厝社区书记王春
同表示，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可以多多
举行。

蛇年春节即将到来，面对难得的长假，咱厝
许多老友已经在筹划与家人一起出游了。那
么，春节期间，哪些地方最受老人欢迎呢？记者
在走访了咱厝多家旅行社后发现，广东、广西、
贵州等地的景点颇受老友们的喜爱，“这些地方
气候适宜，既有自然风光，也不乏历史人文，春
节期间更有传统表演，咨询的人不少。”携程旅
游晋江世纪店负责人陈龙泉表示。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旅行社推荐的春
节出游目的地吧！这些地方不仅风景优美，而
且适合全家老少，特别是老人，能够让他们在春
节期间享受到一个舒适、愉快的假期。

广东珠海：
推荐理由：珠海是一个兼具现代城市魅力

与海滨风情的地方，春节期间气候宜人，非常适
合带父母感受滨海城市的安逸与活力。

推荐景点：珠海长隆海洋王国（有新春主题
表演）、情侣路与珠海渔女（适合散步观景）、圆
明新园（春节期间举办灯会、舞狮等传统表演）。

贵州安顺：
推荐理由：贵州安顺的气候虽不算暖热，但

冬天少有严寒。春节期间，这里会举办很多少
数民族的新年活动，比如苗族的芦笙舞、侗族的
敬酒歌，能让全家感受浓厚的民族风情。

推荐景点：黄果树瀑布（冬季水量虽少，但
瀑布依然壮丽）、天星桥风景区（适合慢慢散步，
享受自然与奇石美景）、屯堡古镇（安静古朴的
历史小镇，春节期间还有传统表演）。

广西北海：
推荐理由：相较于阳朔，广西北海的春节人

流相对较少，更适合全家放松游玩。北海银滩
是中国最美的海滩之一，天气暖和，阳光明媚，
还可以带父母探索涠洲岛的火山奇观，体验与
众不同的春节。

推荐景点：北海银滩（沙滩宽广，适合散步、
晒太阳，春节时也不会太拥挤）、涠洲岛（火山地
貌与渔村风情结合，带父母感受纯净自然）、老
街（保留了中西合璧的骑楼建筑风格，春节气氛
浓厚，适合品尝小吃）。

笔墨迎新春 春联送祝福

“晚晴敬老直通车”走进杨厝村

欢乐出游

咱厝老友春节出游推荐

“我今年 95岁了，从十一二岁开始就帮
忙家里做甜粿，后来在饼干厂学会了制作各
种糖品，一直做到现在。”王仁素笑呵呵地跟
记者说道。眼前的王仁素，虽然头发和眉毛
都白了，但满面红光、声音洪亮，走起路来腰
板挺直，速度和年轻人不相上下。“大家都不
相信我 95岁了，你看我，拿起锅铲搅拌几十
斤的糖浆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王仁素一
边制作着花生糖一边说道。

王仁素出生于石狮的一个村子，村子与
晋江龙湖秀山村紧邻，他的父亲做甜粿在附
近一带很有名。从小，王仁素就跟着父亲做
甜粿，后来进入公私合营的饼干厂里工作。

“那时饼干厂里分很多组，有做甜粿的，做饼
干的，做各种糖的。我是负责做甜粿的，有
时候活做完了就去糖品组帮忙，慢慢地就学
会了制作糖品。”王仁素说，那个时候全都靠
自学，去帮忙的时候在旁边看着师傅怎么配
糖、怎么煮、怎么切，后来师傅看他好学，偶
尔就会指点他。就这样，王仁素慢慢学会了
制作花生糖、莲子糖、糖豆等糖品。

“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家里做，村里的人
吃过了觉得好都来订做，甚至其他村子的人
也来订。”王仁素说，那个时候自己还在饼干
厂工作，会利用工作之余接一些村民的订单
在家里做，没想到越做口碑越好，找他制作
糖品的人越来越多。

1970年，王仁素离开饼干厂，创办了自
己的糖品作坊，从此，“王仁素”这个名字便
和花生糖、莲子糖、糖豆等糖品紧紧联系在
一起，一说起这些糖品，人们便会想到他。

“大家觉得我做的好吃，就不停地介绍
过来，青阳、金井、永和、石狮……很多地方
的人都来订，那个时候没有电话，都是对方
到家里来预定的，有的要提前一周，甚至半
个月，时间到了自己再来把东西载走。”王仁
素说，那时，他只懂得埋头做糖，根本不懂得
营销，但慕名而来的人越来越多。

“花生糖、莲子糖、糖豆最常用在婚礼、
周岁礼等习俗中。现在除了这些习俗会用
到，日常也会作为零食或配茶的点心。许多
在菲律宾的客户会特意来买，指定就要买我
做的。”王仁素笑着说。

晚晴人物

95岁王仁素：

制糖老艺人的“甜蜜”坚守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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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艺秀场

临近过年，咱厝的年味越来越浓啦！
这个时候，置办年货是不可或缺的仪式
感。在闽南人的年味清单里，蜜枣、话梅、
金桔糖、橄榄等蜜饯不能少，麻粩、寸枣、
贡糖、云片糕、桔红糕等传统的糕饼糖粿
更是不能少，其中花生糖、莲子糖更是家
家户户茶桌上的必备之物。

在咱厝龙湖镇，有一家传承了 55 年
的糖品厂，专门制作花生糖、莲子糖等传
统糖品，现如今，这个糖品厂的创始人95
岁了依然还在一线“掌锅”，坚守着他的

“甜蜜”事业。

如今，王仁素将事业交给了
下一代，儿子王明经和孙女王晓
新接力将小小的糖品作坊变成
了糖品厂，并且升级了生产工艺
和包装，让花生糖、莲子糖这些
古早味糖品，以崭新的样貌被更
多年轻人品尝到。

“以前我们都是很简单的包
装，连电话都没有，这个包装上
不仅有我们创办的时间1970年，
还有我的名字王仁素，这三个字
还是我写的，看着特别高兴。”王
仁素拿着产品的最新包装展示
给记者看，笑得一脸满足：“这门
手艺孩子们愿意传承、愿意创
新，我当然开心满足啦！”

在闽南，逢年过节有客人来
家里的时候，都拿出饼干、蜜饯、
糖果来招待，并且会说一句“甜
一下”，花生糖和莲子糖都有“多
子多福”的意思，吃起来甜滋滋、
嘎嘣脆，因此也被认为蕴含着

“甜蜜美满”的寓意。这些年，王
仁素制作的花生糖和莲子糖已
成为晋江、石狮一带人记忆里的
古早味，除了逢年过节会购买
外，更成为日常的小零食，远销
海内外。

但是，这些糖品好吃，做法
看似也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
有很多讲究。熬糖的温度把控、
麦芽糖和白糖的比例等，整个过

程不仅需要力气，更需要速度。
比如制作花生糖时，搅拌花生与
糖浆的时候，力气和技巧缺一不
可。花生糖出锅时，要快速倒在
案板上，趁热将花生糖压实压
平，用刀切成大小等同的小块，
速度要是慢了，花生糖一冷却就
切不了了。

现在，95岁的王仁素仍然每
天早上要到厂里工作两个小时，
专门掌锅熬糖。“这一步最重要，
经过持续的搅拌熬煮，麦芽糖的
水分渐渐蒸发、变硬，锅中的糖浆
逐渐黏稠，才能倒入炒制好的花
生米翻炒。”这个过程，人需要一
直站着。“我就当成是锻炼身体
了。”当问他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
还要来掌锅时，王仁素笑着说道。

95岁还每天工作2小时

老味道新传承

十多岁开始制作传统食品
40岁创办糖品作坊

摄影作品：《浪漫乡村游》
作者：张淑华（女，1952年生）

摄影作品：《晒秋》
作者：庄丽双（女，1963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