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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奉化老饕的眼中，世间只有两种面：奉化牛肉干面和其他面条。
这座东海之滨的小城，枕山面海、拥江揽湖，城市之美不仅定格在背景框中，

亦在碗底沉淀。在高手如云的美食江湖中，奉化牛肉干面一骑绝尘，头把交椅地
位稳固。晨曦微露，街头巷尾的众多牛肉干面店在蒸腾的雾气与香气氤氲间暗
自展开较量；夜深人静，当其他店铺歇业休整时，牛肉干面店依旧人声鼎沸、门庭
若市，而这恰是奉城生活最鲜活的横切面。

一碗牛肉干面，半城烟火江湖

本报讯（记者 王巧丽 王
层裕 通讯员 戴晨筠）3 月 2
日，区青少年宫组织开展“青春领
航 追‘锋’前行”红领巾奖章争章
活动。少先队员化身“小雷锋”，
在区青少年宫及三味书店开展志
愿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
神，让奉献与担当的种子在青春
岁月中蓬勃生长。

本次活动以“红领巾奖章·志
愿章”争章为载体，分别在区青
少年宫和三味书店开展志愿服
务实践。活动中涌现出许多暖

心画面——当发现楼梯上有家
长与孩子并行导致拥挤时，队员
立刻上前，用清脆的声音礼貌劝
阻：“叔叔阿姨，请您稍等一下，让
小朋友们先走，这样才安全！”在
队员的引导下，人群有序分流，原
本喧闹的楼梯间恢复了秩序。

活动结束后，区青少年宫辅
导员为参与活动的少先队员颁发
了“红领巾奖章·志愿章”，并组织
集体宣誓。队员们高举右拳，齐
声承诺：“以雷锋为榜样，争做文
明先锋，让奉献精神点亮青春！”

区青少年宫开展学雷锋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巧丽 王
层裕 通讯员 王柳 汪晴 周
王晶）3月 2日，在第 62个学雷锋
纪念日到来之际，区供电公司小
草电力志愿服务队组织小草志愿
服务广场联盟，开展志愿服务集
市下乡活动。

当天上午，在萧王庙街道青
云村，志愿服务集市现场热闹非
凡。志愿者为村民提供了磨刀、
量血压、理发、拍照、电力咨询等
12项民生服务，每一项服务都贴
近村民实际需求，赢得了村民的
广泛赞誉。

“这样的服务真是太好了，我
们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磨刀、理
发等各种服务，村里人人都说
好。”青云村妇联主席孙春萍说。

在志愿服务集市上，各个区
域挤满了前来寻求帮助的村民。
在时光馆，志愿者为村民拍摄笑
脸照片，并打印、装裱后送到村民
手中，为他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在电力馆，志愿者耐心地向村民
讲解用电知识，提高他们的安全

用电意识。在理发馆，村民更是
排起了长队，等着理发。

值得一提的是，实验小学小
石榴志愿服务队也来到了活动现
场，他们将自己亲手制作的扭扭
棒花束送给在场的志愿者，表达
对他们的敬意和感谢。

活动当天，志愿者共服务村
民 200余人次。此外，小草电力
志愿服务队主动上门为 94岁的
抗美援朝老兵陈永根更换 LED
灯具，并检查了老屋的用电线路
使用情况，确保老兵用电安全无
忧。

据悉，小草电力志愿服务队
成立于1990年，多年来一直秉承
学雷锋、做好事的宗旨，为特殊群
体提供志愿服务。2016年，小草
电力志愿服务队发出倡议，集结
23家社会志愿服务组织和 63家
文明单位志愿队伍，成立了奉化
小草志愿服务广场联盟，截至目
前，已开展广场服务 78次，大篷
车下乡 63次，受益群众达 42950
人次。

“小草”大爱卅五载 志愿服务润千乡

开栏的话
奉化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具特色的地

方美食，同时，在这片土地上也生活着许多平凡却闪耀着光辉的普通人。街头巷
尾的烟火气，往往隐藏着最动人的故事，蕴含着最真挚的情感，流淌着平凡生活
中的多滋多味和充实丰盈。即日起，本报推出“奉城拾光”栏目，将“镜头”对

准市井烟火、平凡人生，深入生活，细描寻常，讲述小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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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 通讯员 林盛吉 单吉）在
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
一场跨越千里的温情传递在奉化
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之间。昨天，我区爱心人士意外
收到了来自甘洛县学生的节日问
候短视频，这份特殊的礼物不仅
温暖了两地人民的心田，更成为
我区爱心人士践行雷锋精神、推
动东西部协作社会帮扶的生动写
照。

视频中，甘洛县的孩子们脸
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稚嫩的声
音诉说着爱心人士的帮助照亮了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他们的命
运。“我会珍惜这次机会，努力考
上理想的高中、大学，走向更广阔
的世界……”孩子们的话语中充
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自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奉
化与甘洛紧密合作，共同推动教
育、文化、产业等多方面的深度交
流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越来
越多的爱心人士“挺身而出”，为
两地的帮扶事业贡献力量。

爱心人士汪倩琪就是其中之
一，她每月省下与朋友聚餐的钱，
资助了2名因病致困的学生。“虽
然我们相隔千里，但通过视频，感
受到了浓浓的暖意。”汪倩琪动情
地说，“未来，我不仅要做资助者，

更要以‘宁波大朋友’的身份，陪伴
他们成长，助力他们实现梦想。”

爱心企业家胡建玉则多次亲
赴甘洛实地考察，与这片土地结
下了不解之缘。“看到孩子们因我
们的帮助而有所改变，非常高兴，
我将继续发动更多爱心企业家加
入到东西部协作社会帮扶的行列
中来。”胡建玉表示，她将给甘洛
县沙岱乡捐款 3万元、新茶乡捐
款2万元，助力乡村振兴。

为了让这份爱心更加有序、
高效地传递，今年，区融媒体中心
与甘洛县红十字会携手合作，搭
建了“奉甘 e家”线上公益平台项
目。该平台依托“奉化丨家门口”
微信小程序，设置了“结对助学”

“爱心助残”“博爱助医”“奉·甘
饴”等多个应用场景，为奉化和甘
洛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爱心桥
梁。截至目前，已有29名奉化爱
心人士通过该平台成功结对 60
名甘洛学生，共捐款91400元。

“待‘奉甘 e家’线上公益项
目正式升级后，我们将通过线上
线下齐发力，进一步加大东西部
协作社会帮扶事业的宣传力度，
发动更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
与进来，促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让奉化的爱心资源源源不断地涌
入甘洛。”“奉甘 e家”运营负责人
方明告诉记者。

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

我区爱心人士收到千里之外的我区爱心人士收到千里之外的““礼物礼物””

“老板，我点的是干面，怎么
上的汤面？”

奉化牛肉干面店里，时常响
起这样的疑问句。这时，店老板
或是同桌用餐的本地人总会热情
解释，奉化人所说的“干面”，实际
上是番薯粉丝，虽然名字和“热干
面”“潮汕干面”雷同，实则大相径
庭。

奉化人爱吃番薯粉丝，多少
与奉化“山海之城”的地理特征有
关。在这里，山地资源丰富，番薯
则是山区重要农作物，在过去一
直是主要粮食之一。除了鲜食，
奉化人还将番薯加工成更耐保存
的番薯粉丝。

一碗奉化牛肉干面，番薯粉
丝与牛肉汤是一对不可拆分的

“CP”。提前泡发的番薯粉丝，与
汤底一同烫煮，几个沉浮间即可
盛起上桌。相比面条，番薯粉丝
更有筋骨，浸泡于热汤里依旧形
神不散，晶莹剔透却早已入味三
分。

牛肉干面源于市井，风靡一
方，经久不衰直到现在，全靠食客
们用脚投票。

在奉化，牛肉干面店大多并
不起眼，简朴的门头，几把塑料桌
椅，就是“全部家当”。一口标志
性的大锅里，浓郁的牛肉汤汁昼
夜不息地翻滚，从锅盖缝隙溢出

袅袅热气；半开放式的全透明厨
房里，摆着牛肉、牛腩、牛筋、牛
舌、牛百叶等，羞羞答答地盖着一
方毛巾保湿，静待食客“掀起盖
头”；师傅们或用熟练的刀工处理
着牛肉的各个部位和内脏等，或
在灶前挥舞着锅铲，与炉火
共舞。在这里，一切都
是热气腾腾、大大方
方的，一如奉化人
的真性情。

从白天到黑
夜，总有食客循香
而来。对于本地老
饕而言，一碗牛肉干
面，一份牛杂拼盘，再

配上两杯半白酒，一顿胡侃，已是满
足。初来乍到的“新手”则带着谨慎
与好奇心，从细细品鉴到风卷残云，
入口那恰好的“滚烫”让方言中的

“落胃”两字转化为具象感受。

名为“干面”，咋还带汤咧？

阿海原在海曙区开店，随着
年岁增大，渐渐萌生了回乡的念
头。约莫半年前，他将“阿海牛肉
干面”搬回奉化城区，大红的招牌
和本人性格一样直爽，不仅很快
积攒起本地“粉丝”，亦有不少吃
惯了这口的宁波老饕奔赴而来。

江夏和吴影两位好友便是从
鄞州专程驱车赶来的食客，牛肉

牛杂各有所爱，但汤头，两人总是
口味相投，吴影如是评价：“汤味
醇厚，浓而不腻，嗦上一口，千滋
百味已在其中。”再远的路程，为
了满足味蕾，总是值得！当牛肉
干面被扫荡一空，汤汁也随之见
底，俩人还不忘打包一份带走。

如同大多数奉化牛肉干面
店，阿海牛肉干面是明档。有客
人来时，阿海便麻利地从汤锅里

舀出一满勺汤汁，拍一瓣
蒜，撒些许盐，加上一
把青菜、番薯粉丝，
将切好的牛肉或牛
杂一起放入颇有些
年头的钢宗镬子里

大火烧开。牛肉干面汤汁黄而不
浊，粉丝清亮，葱花点缀其上，香
气扑鼻，加上一勺不可或缺的辣
椒酱，一碗下肚，从嘴暖到脚，得
劲。

但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技术含
量，美味的秘籍究竟何在？阿海
卖了个关子。

每天傍晚 7时许，阿海迎来
了短暂的闲暇。此时，吃晚餐的
客人刚刚散去，距离夜宵还有两
个小时的空档。收拾完店铺，阿
海驾驶着小货车出发，前往有着
20分钟车程的牛肉加工厂。在
这里，师傅刀法娴熟，庖丁解牛，
阿海穿梭其中，左挑右选。

“其实没什么秘籍，不过‘新鲜’
两字。”终于，阿海吐露了所谓秘方
的真相——牛肉干面的汤底由新鲜
宰杀的牛骨熬制，没有调料包，更没
有“科技与狠活”，只用时间耐心熬
煮，淬炼出牛骨深层次的鲜味。因
此，汤底入口起初觉得淡，却回味绵
长，久久不散。

纵观奉化牛肉干面界，尽管“门
派”林立，滋味或浓或淡、各有千秋，
也各有拥趸，但在选材环节却是出
奇一致的“卷”，从牛肉采购到烹饪，
各个环节严丝合缝，只为让新鲜直
抵餐桌。这场和时间赛跑的味蕾盛
宴让奉化牛肉干面在预制菜横行的
当下，成为一股清流。

秘方？不存在的！

刚过中午11时，斗门牛肉干
面店内食客往来络绎不绝。案板
上“笃笃”的切肉声恰似鼓点，牛
骨汤汁“咕咕”翻涌的声音低沉浑
厚，两台灶火“咻咻”不熄吹响号
角，一碗接着一碗牛肉干面上桌
如弦乐般流畅，食客大快朵颐后
离去，刚来的立刻填补上圆桌的
空白。“掌门人”陈志刚从容不迫，
见缝插针地给客人腾挪空位，在
他的指挥下，这间不过几十平方
米的老店里，一切如乐章般行云
流水。

经历了 20多年风风雨雨的
斗门牛肉干面店，熟客满座，新客
如云。在这里拼桌是常态，排队
亦是平常。得益于十余年宰牛生
涯练出的狠辣眼力，陈志刚对牛
的每个部位了如指掌，烹饪的火
候也由此熟稔于心。“汤底浓郁，
牛肉软糯不塞牙，几十年，我们一
直是这个味道。”面对不断变化的
市场，陈志刚坚持“守旧”，用耐
心，积累起稳定的口碑与客源，也
有了“只卖番薯粉丝不卖面”的底

气。
“老店更需新思维。”对于父

亲的自信，头脑活络的“二代”陈
迪显然持有不同的看法。

陈迪自小在店里长大，耳濡
目染之下，父亲的眼力和技艺学
了个遍，接掌招牌是水到渠成的
事。但他冷眼旁观，奉化各家店
铺虽通用“奉化牛肉面”一个店
名，但始终是家庭小作坊式经营，
出品质量参差不齐，就餐环境和
服务也长期被忽略。奉化牛肉面
虽有名气，但没有品牌，如何与兰
州拉面、柳州螺蛳粉、重庆小面等
来势汹汹的对手一较高下？

其实，早在 2016年，奉化就
尝试过牛肉干面的品牌化道路。
第一家牛肉干面官方旗舰店在金
钟广场开业，为奉化牛肉干面的
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发展探
路。可惜的是，这家官方旗舰店
最终没有杀出一片新“蓝海”。

“得走出去，不然就会永远留
在原地。”陈迪的决定，父母不赞
同，同龄的好友也不理解，他自己

也曾犹豫——用新鲜牛肉牛骨熬
汤，成本较高，消费者是否愿意为
高价买单？新鲜牛肉没有标准
化，采购需要亲力亲为，时间成本
怎么算？牛肉干面品类单一，菜
品创新与口味传承如何平衡，老
戏如何新唱？

“宁波市区的店刚起步时，顾
客进门看到价格，或者一问没有
面条，扭头就走的很多。也犹豫
过要不要降低价格、增加品类。
但既然要把牛肉干面做出去，还
是要走自己的路。”回头看，陈迪
很庆幸自己当时没
有退缩。

现在，斗门在
宁波天一广场等核
心商圈开出了 3家
传统技艺品牌店，
敞亮清新的用餐环
境，时尚化的视觉
设计，一改牛肉干
面街边小店的传统
印象。但陈迪和父
亲一样，依旧有着

对传统的坚守——汤底用新鲜牛
骨熬制而不是价格更便宜的冷冻
货，各式牛肉牛杂依旧是现煮现
切，只卖传统番薯粉丝而没有面
条。

街头美食在经历品牌化和规
模化后，是否会不“正宗”，没有烟
火气？陈迪等人还在思索、尝试。

但无论坚守，还是创新，落户
城市中心，还是市井长巷，奉化牛
肉干面，总是以一口舌尖上的滚烫
抚平生活的烦恼，用一碗烟火气温
暖着食客的心。

留守还是走出去？两代人的选择









 
































































































































 

本报讯（记者 卓博寅）昨天
下午，区融媒体中心“融媒 360”
志愿服务队来到锦屏街道南溪未
来社区老年食堂开展学雷锋志愿
活动，并对老年活动中心有线电
视线路进行检修，以实际行动诠
释雷锋精神。

活动现场，10余名志愿者身
着统一的红色马甲，干劲十足。
在老年食堂，志愿者分工明确，有
的手持抹布，仔细擦拭桌椅、门
窗；有的拿着扫帚，认真清扫地
面，让食堂环境焕然一新。随后，

技术人员在老年活动中心对有线
电视线路展开全面检修，排查故
障隐患，保障老人们能够正常收
看电视节目。

南溪未来社区运营官毛娜娜
说道：“非常感谢融媒体中心的志
愿者，他们不仅为老年食堂带来
了整洁的环境，还保障了老年活
动中心有线电视的正常使用。这
样的志愿服务真正做到了老人们
的心坎上，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
样的活动，为社区老人带来便利
与关怀。”

“融媒360”学雷锋志愿活动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