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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拒到坚守
手艺的代际传承

徐茂通是晋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传统技艺——安海润饼皮的第四
代“守”艺人。

“我们家做润饼皮的历史可追溯到清
末。”徐茂通说，最早的时候，曾祖父和祖父
在家中做好饼皮，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到
了父亲徐公泽这一代，已在安海老街支起
了固定摊点，主打润饼皮和闽南糕点。

“父亲的手非常巧，蒸碗糕、煎包、炸油
条样样拿手，最厉害的是烙润饼皮。他烙
的润饼皮薄得能透光，却不会破裂，韧劲适
中、口感筋道。”徐茂通说，“徐记润饼皮”的
金字招牌就是父亲打响的。

18岁的徐茂通从养正中学毕业后，父
亲打算将做润饼皮的技艺传给他。烙盘烫
手、揉面枯燥，这些都让年轻的徐茂通打心
底抗拒，“父亲硬是拉着我的手，一点一点
地教学。”徐茂通对那段时光记忆犹新。

父亲徐公泽过世后，留下了4个烙盘，
徐茂通与弟弟每人分得 2个。如今，唯有
徐茂通手中的2个烙盘仍兢兢业业地发挥
作用，“你看，这个烙盘边角已经破损了，我
不舍得换新的，因为这是父亲留给我的。”

与记者谈话间，不少顾客前来购买润
饼皮。“好呷，好呷！每年清明期间，我们都

要来这里买润饼皮。”其中一名顾客点赞。

火炉边的岁月
坚守半世纪的匠人
制作润饼皮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玄

机。“面团是关键，高精面粉、水、盐按一定的
比例混合，经过大约半小时反复搅拌，增强
面团的黏性和韧性。”徐茂通坚持用手搅拌
面团而非工具，如此才能更好地掌握面团。

“做润饼皮时，要时不时地往旧面团里
加点新面团揉一揉，保证面团的筋道。偶
尔需要往面团表面喷点水，防止面团太
干。”即使是反复揉面团这种小细节，徐茂
通也从不会疏漏，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在徐茂通看来，做润饼皮难不在技术，
而在于能否坚持和吃苦。“年轻时，一年
365天，几乎没有休息。”每天凌晨 5点，徐
茂通就得起来准备支摊子，风雨无阻。旺
季的时候，一天可卖出 1000多张润饼皮，
现做现卖的润饼皮常常供不应求。特别是
清明的时候，顾客若没有提前预订，很难买
到润饼皮，“我连续熬过两个通宵。我觉得
这是大家对‘徐记润饼皮’的认可，我不舍
得拒绝他们。”

常年不息的火炉淡化了四季的界限。
“夏天时加倍辛苦。开放式的场所不好开
空调，开风扇又担心影响火势，导致烙盘受
热不均。”因为这一行的艰辛，安海古街上

几家做润饼皮的摊子都转了行，只剩徐茂
通一人，也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学做润饼皮。

夫唱妇随，徐茂通烙着润饼皮，妻子姚
冬香就在一旁卷润饼。靠着这个小摊，夫
妻俩将三个女儿养大成人，一个当了翻译，
一个当了会计，还有一个当了教师。周边
的邻居都十分羡慕这一家。

传承金字招牌
第五代传承人的使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茂通的年纪越来越

大，“徐记润饼皮”这个百年招牌该传给谁？
此时，二女儿徐彩云站了出来。“我读

初中的时候，母亲就让我跟着父亲学做润
饼皮。她觉得，不管以后是否从事这一行，
有一技之长傍身是‘饿’不死的。”彼时，徐
彩云也没想到，将来有一天她会接手祖辈
留下的烙盘，“姐姐和妹妹都在厦门，她们
都不愿接手。”

“以前总觉得父亲还年轻，我要做我喜
欢做的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父亲的
耳朵开始听不清，背也挺不直，父亲真的老
了。”徐彩云开始逐步接手父亲的工作，“现在
还是以父亲为主力，我做辅助。等将来他做
不动了，或者不想做了，我就全面接手。”

有了二女儿的帮衬，徐茂通也能休“年
假”了。每年，女儿们出钱，老两口在国内
四处游玩。

当然，让徐茂通最欣慰的是，家传手艺
后继有人。“这门手艺在我们家传承了百
年，断了多可惜。”徐彩云说，这是她答应接
手的原因。

“我的技术还有待磨炼，争取把润饼皮
做得像爷爷、父亲那样好。”徐彩云给自己
制定了目标。在她看来，百年传承的从来
不是一块招牌，而是那份沉淀在味道里的
匠心。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 清明假
期，晋江市英林中学扩建项目三期现
场，2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干劲满
满。目前，该项目室外脚手架已全部落
架，预计6月移交校方，力争9月如期交
付投用。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主体建筑外
墙的脚手架已全部落架，闽南红、简约
白搭配的外观十分时尚。该项目总投
资1.6亿元，其中，福建柒牌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洪肇设通过泉州市洪肇设教
育发展基金会向学校捐赠 7000万元，
为学校扩建项目注入强大动力。项目
由 1栋 5层教学楼，2栋 5层、6层宿舍
楼，1栋 3层综合楼，1栋变配电室及一
层整体半地下室组成，总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
半地下室建筑面积为8240平方米。

“项目正进行管道、围挡和室外工

程同步施工，预计6月移交业主。”项目
现场施工负责人黄清福介绍，施工方将
紧盯时序进度，有力有序推进，力保 9
月能够正常投入使用。

据悉，英林中学扩建项目三期于
2024年 3月 5日动工建设。项目全面
竣工后，将新增 36间教室、1980个学
位、2200 个餐位、206 间学生宿舍及
1602个床位。同时，该校扩建项目四
期于今年3月15日正式开工，新增用地
面积 2745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5080平
方米，总投资概算2379万元，为洪肇设
教育发展基金会捐建。

英林中学党总支书记王海墘表示，
通过三期、四期改扩建，英林中学将进
一步提升校园整体安全水平，优化校园
周边交通环境，为师生创造更加安全、
便捷的学习生活环境，助推英林高水平
教育强镇建设。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近日，晋江紫帽镇塘头村
“党建+”邻里中心联合镇中心小学举办“防范于心 反
诈于行”防诈骗公益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介绍了当前电信诈骗对青少年群
体的潜在威胁，同时通过PPT展示、视频播放及案例分
析等多样化的讲解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了电信诈骗
的常见类型、特点和防范技巧。

据介绍，此次活动，不仅让辖区青少年对电信网络
诈骗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还提高了他们的自我保护能
力。下一步，塘头村“党建+”邻里中心将继续关注青
少年的安全问题，举办更多类似的公益活动，为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近日，晋江西滨镇联合陈
埭环保中队，对辖区内沙场、鞋材等部分企业开展全面
细致的巡查。

行动中，检查人员深入企业工厂生产车间、加工场
地及物料堆放区域等关键场所，着重查看材料生产工
序中粉尘收集与处理装置的运行状况，确保粉尘排放
达标、烟囱污染排放达标。现场，检查人员还对原材料
及废弃物管理情况进行核查，查看是否存在乱堆乱放、
未按规定处置等问题，督促企业做好分类存放、及时清
运等工作。对于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环保设施老化、
操作不规范等各类问题，检查人员当场详细记录，并向
相关企业提出针对性的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期限，要求
企业务必按时完成整改，切实履行好生态环保责任。

西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巡查，西滨镇进一步
掌握了辖区企业生产工厂的环保现状，及时发现并解
决了一些环境问题。下一步，西滨镇将建立健全环保
巡查长效机制，加大对企业的巡查频次和监管力度，持
续巩固环保整治成果。

本报讯（记者 蔡培仁）近日，晋江西滨镇安办联
合镇消防队、海滨社区等开展厂房电气安全专题培训，
进一步增强辖区企业及居民的电气安全意识，预防电
气火灾事故发生。

培训会上，来自西滨镇消防队的专业人士结合典
型案例，深入剖析了厂房电气线路老化、违规用电、设
备过载等常见隐患的危害，并详细讲解了电气火灾预
防、漏电保护装置使用、应急断电处置等实用知识。同
时，现场演示了灭火器、消防栓的正确操作方法，并指
导参训人员进行模拟演练。

此外，培训还设置了互动环节，针对企业提出的
“如何规范厂房电路布局”“高温天气用电注意事项”等
问题，西滨镇安办现场逐一解答。培训还发放了《电气
安全自查手册》，要求各企业开展隐患自查自纠，严格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西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培训有效提升了参
训人员的风险防范能力。下一步，西滨镇将常态化推
进安全教育培训，筑牢辖区安全生产“防火墙”。

一张润饼皮 五代“守”艺人

假期不停工 项目建设忙
英林中学三期建筑主体外墙全部落架

紫帽开展
防诈骗公益宣传

西滨开展
生态环保巡查行动

西滨开展
厂房电气安全培训

本报讯（记者 王昆火）昨日，记者了解到，晋江
西园街道将举办“西园乡韵·旖旎风光”摄影展。即日
起至 30日，西园街道党工委、办事处面向各摄影协会
会员、摄影爱好者等征集摄影作品。本次摄影征稿拟
评选出入围摄影作品100幅（组），其中，老旧影像50幅
（组）、新拍摄作品 50幅（组），入选作品将获得证书和
一定的稿酬。

据悉，老照片为2020年10月1日以前有关于西园
街道的生活、生产、文化、教育、活动、街道及社区风貌
等珍贵老旧影像；新作品为围绕西园街道的城市风貌、
人文景观、教育事业、民俗文化、产业发展、交通区位等
方面进行创作的作品。本次作品只接受相机摄影作品
的电子版，作品可传至指定邮箱421384780@qq.com。

西园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园乡韵·旖旎风光”
摄影作品展，将通过镜头捕捉西园街道的发展活力与
山水乡韵，用光影描绘西园街道的旖旎风光，进一步提
升西园街道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居民的文化自信
和归属感。

“西园乡韵·旖旎风光”
摄影展启动作品征集

清明节当天，凌晨两
三点，天还黑沉沉，晋江
安海状元巷已飘起淡淡
的面香。68 岁的徐茂通
坐在灶台前，手腕一抖，
手心里的面团在烙盘上
轻巧一转，眨眼间化作一
张薄如蝉翼的润饼皮。
蒸腾的热气中，他的食指
在饼皮边缘轻轻一挑，手
腕翻飞间，一张圆若满
月、透似轻纱的润饼皮便
完美揭起。这双布满老
茧却依然灵巧的手，已守
护这项技艺半个世纪。

本报记者 苏明明 陈巧玲

我们的节日·

徐茂通妻子姚冬香在一旁卷润饼。徐茂通在制作润饼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