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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单辰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朋

在我国食品历史上，酱油的出现极早。据
史料表明，春秋时期《周礼》一书中就有“百
酱八珍”的相关记载。《论语》中，孔子曰

“不得其酱不食”。关于酱油名称的出现，最
早的文字记载是宋朝林洪的《山家清供》。书
中记载，酱油作为一种调味品广泛应用于烹
调。

李时珍所著《本草纲目》记载有“豆油
法”，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古代酱油的制

法。
7月30日11时，记者来到位于寿光市渤海

路中段的全福元超市世纪广场店时，市民王攀
正在调味品货架前选购酱油。“爸妈喜欢吃富
氏酱油，价格合适，炒菜很出味。”王攀一边
说，一边往购物车里放了两瓶富氏“鲜咔”味
极鲜酱油，“当地的牌子当地人都比较放心，
古法酿造的酱油也利于健康。”

“古法酿造酱油的流程复杂，分土灶蒸
料、日晒夜露、高温灭菌等步骤。”富氏食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富氏酱油传承人付国平说，
古法酿造酱油的生产设施仅有席、缸、木耙、
木榨油箱等简单工具，而其酿造关键在于日晒
夜露、木榨出油等步骤。

“酱油酿造始终遵循大自然规律。”付国
平说，春准备、夏造酱、秋翻晒、冬成酱，一
批酱油需要历经1年之久才能酿造完成。原料
是黄豆和面粉，酿造过程共分6步。

“首先选择颗粒饱满的黄豆，洗好之后在
水中常温浸泡。夏天浸泡6小时，冬天浸泡12
小时。”付国平说，然后将泡好的黄豆放入锅
中，隔一层布，与面粉一起大火同蒸约2小
时，直到黄豆微烂但颗粒完好。

“第二步，将蒸好的黄豆和面粉以7:3的
比例，放在席子上拌匀。”付国平说，将两者
混合时，讲究轻、匀，既避免捣烂黄豆，又要
使其混合均匀，让面粉包裹整粒黄豆。

“制曲，是至关重要的一步。”付国平
说，依靠自然界微生物的多种菌种自然制曲，
季节必须选在农历六七月左右。混合料移于室
内，置于席上，待曲料升温。在适当摊晾、通
风降温后，曲料发白，最终变为黄绿色，即为

成曲。“这一步，最重要的是保证适宜的温度
和湿度。”付国平说，每天人工翻动一次，1
至3天曲料即成。

“然后将成曲投入浓度为20%的盐水酱缸
内，料跟盐水的比例控制在1:1 . 3，放在院内晾
晒。”付国平说，酱油要味道醇厚，发酵过程
至少要持续半年以上。天气好就晒太阳，用木
耙经常翻动；阴雨天就盖上盖子，防止雨水进
入影响发酵质量。

日晒夜露的过程，大大促成了微生物酶的
分解活力，为多菌种发酵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待发酵好，将酱料加热水稀释后，装麻
袋封口，放置于榨油箱。”富氏食品执行总裁
林琦说，“在木头上绑上石头，利用杠杆原理
不断槌敲酱包，酱油便从榨油箱底部沥出。再
根据一等酱油和二等酱油的不同要求，调配盐
度、色度和质量。”

最后一步，将用槌敲出来的酱油上锅蒸煮
灭菌，煮沸后入缸冷却沉淀。

“古法酿造是一种纯天然的酿造方式，从
选料到成品，每个步骤全部依靠经验，耗费大
量的人力和心血。”林琦说。

谈及富氏酱油的由来，付国平介绍，1000
年前，贾思勰回到故乡经营农牧业，亲自参加
农业生产劳动和放牧活动，精心述写自己的经
验技艺，汇总为《齐民要术》。寿光富氏人家
每日帮忙劳作，并向其学习酱油酿造技术。

“贾思勰教富氏人家建窖，取井水，试制
曲，开设工坊，开创了寿光酿造的历史。”付
国平说，后来，富氏人家在此基础上，依据常
年经验积累和工艺的不断完善，逐渐改良配
方，代代相传。

富氏酱油：古法酿造大有来头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单辰
本报通讯员 杨晓洁

铜镜在我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透
光铜镜最早见于西汉中晚期，因在阳光照射
下其背后的花纹图案、铭文字符能映到墙上
而得名。正因为有这种特殊效果，民间曾将透
光铜镜称为“魔镜”，童叟皆喜、风靡一时。

7月31日9点，73岁的寿光市民杨明先正
在自家的工作室内，认真打磨一个透光铜镜
的半成品。在这个由客厅改装成的工作室
里，摆满了近百种透光铜镜专制工具。一把
老旧的长条木板凳，是杨明先的专用加工
台。

“老技工最不缺的，一是情怀，二是工
具。”见到记者到来，杨明先笑着起身和我
握手，其手心的老茧让记者大吃一惊。“我
这手掌，一半是肉，一半是茧。”因常年做
活，杨明先与各种金属器物频繁接触摩擦，
掌心年久生茧、越积越厚，“拿刀划一道，
连肉都碰不着，更甭说出血了。”

1961年，19岁的杨明先高小毕业后，刚
好赶上羊口镇渔船修造厂招工。经公社推
荐，他进入修造厂当了学徒，每天在船上打
铁，一年后转行做木工。

“在船上拉大锯和扛木料，一干就是16
年。”杨明先说，闲暇时间，他开始学着做
细木工活，“一有空就跟着老师傅们学木器
雕花，当时就想多赚点钱。”

1977年，羊口镇渔船修造厂成立铸造车
间，杨明先被选为车间主任，一直干到退
休，“当时我负责采购铸造模具，在跑到青
州等地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透光铜镜，一下
子就被这神奇的物件吸引了。”

退休后，杨明先有了真正的闲暇时间，
他便经常和一些懂技术的老工友凑群，研究
透光铜镜的制作方法。“市面上所有有关透
光铜镜的资料，我全都买了下来。”杨明先
说，购置好铜和打磨工具、准备好焦炭和火
炉后，他开始了近两年的研究试验。

“两年后，做出第一个镜子成品的时
候，我激动得两天没睡觉。”杨明先说。

“有兴趣，就不觉得累。”杨明先说，
自打做铜镜以来，手被火炉烫伤、利器刺伤
便是“家常便饭”了，“手艺人都得有双糙
手，去换一手细活儿。”

杨明先介绍，制作透光铜镜要经过制
图、化铜、做坯、磨光等步骤。

第一步是构思图案。制成一件待铸铜镜
的模型，然后用泥翻成范，即模具。制作的
模具要正面光滑，花纹及铭文清晰，两片模
具能对合才算合格。

第二步是化铜。炉内点燃焦炭，上置坩
埚。将铜、硼砂等材料按比例配好放入坩
埚，大概半小时以后化成液体。

铸造过程中有两个重要技术。“一是配
料，共需要铜、镍、铬、银、金等9种金属。
配料不对，透光就不好、不亮。”杨明先
说，铜汁的熔炼还需要以锡、铝等为原料，
加锡是为了降低熔点、增加其硬度和光泽
度，使铜镜表面匀称整齐，同时可减少溶液
中气泡的产生。二是配料的熔点不同，放入
的先后顺序也不一样，熔点高的先放、低的
后放。

第三步是做坯。将化好的铜液倒进模具
里，做成铜镜毛坯。

第四步是磨光。铜镜透不透光，除了与
化铜好坏有关以外，与之后研磨和抛光也有

着密切关系。
“铸造最后用研磨砂、研磨膏和研磨水

抛光即可。”杨明先说，在打磨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力度，稍有不慎，铜镜就不透光
了。因此，制作好的透光铜镜只能用手工，
任何机械都不能替代。

羊口透光铜镜的铸造技术精巧，成品造
型多样，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圆形和方形的制
式，带手柄镜、圆角方形镜和仿古钟形铜镜
等，更具时代风格。成品装饰华美，从神话

传说到写实图案，构思巧妙、包罗万象。羊
口透光铜镜形制规范、纹饰线条细腻流畅，
镜背面的铭文主要以花鸟、传奇及民间故事
为题材，是中国古文化艺术的缩影，具有较
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铜镜原本就是人们使用的照面饰容的
生活用品，有人还把它作为辟邪的用具，或
作为装饰品挂于胸前。”杨明先说，透光铜
镜可作为礼品、宗教法器和收藏品，因此从
它产生之日起就富有文化内涵。

透光铜镜的铸造复杂，对技艺要求高，
制作出一等的透光铜镜极其难得。因此，一
块铸造精良、形态美观、图纹华丽、铭文丰
富的透光铜镜，价值不菲。

“我满手的铜锈味儿，这辈子都够呛能
洗得掉了。”杨明先说，“我希望有更多不
介意铜锈味儿的年轻人能传承这门手艺。只
要想学，一律免费。”

2008年7月，羊口透光铜镜被列为寿光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兵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9日早6点，寿光市洛城街道

北马家村就聚集了很多人。今年68岁的陈德昌老人
告诉记者，从2011年开始，自己就参加了市里的
“免费查体”项目。他听说今天街道卫生院的医生
会来村里为村民查体，不用花一分钱。如果自己去
医院查体的话，要花费300元钱。今天虽然下着
雨，但65岁以上的老人都来了。

从2011年开始，寿光市财政单独划拨资金，为
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查体。65岁以上老年人查体作
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主要内容之一，计划到9月
底前，寿光对所有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免费查体，
届时覆盖率达到100%。

洛城街道卫生院副院长崔巍告诉记者，今年洛
城医院组成了20人的查体小组，从5月份开始到村
里为65岁以上老人进行健康查体。一般是前一天到
村里下通知，第二天6点左右开始查体。到目前，
洛城街道卫生院已经为90个村6500名65岁以上老年
人进行了健康查体。

同一天，在田柳镇西埠头村，田柳镇卫生院的
工作人员一早就来到村里为老年人进行查体服务。
田柳镇卫生院自4月份开始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专
业设备，对全镇68个行政村的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
入村查体。截至目前，已为5700名65岁以上的老年
人进行了免费查体服务。

寿光65岁以上老年人查体每年开展一次。体检
结束后，医务人员将检查的结果进行档案等级管理
并录入电子档案；对检查中发现的高危人群和慢性
病患者，及时纳入重病管理，记入重点人群标识颜
色老年人健康档案，并及时将检查结果报告单及健
康评估结果反馈给被检查人及家属；对重点人群、
特殊人群进行跟踪随访观察治疗，宣传卫生防病治
病知识，并对健康不良患者进行分类干预。

寿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党委委员、主任科员
朱圣英介绍，为确保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查体这一
政策落实到位，寿光市卫计局及时召开了调度会，
进行了安排部署。今年的查体任务，一是查体的项
目比较齐全，包括血常规、尿常规、空腹血糖、血
脂、肝功、肾功能、心电图等。二是查体的流程比
较合理，各个体检机构发放了明白纸，让老年人了
解查体中的一些注意事项。医务人员携带一些必要
的设备到各个村、社区进行现场查体，方便了老年
人。三是注重查体的时效，查体结束后根据每个老
年人的情况，进行用药指导和健康教育。

截至目前，寿光已经为全市71300位65岁以上
老人进行了健康查体，完成今年任务的96%。

9月底前完成

65岁以上老年人查体

□记者 单辰 通讯员 王景坤 报道
本报寿光讯 随着8月3日至4日全市平均降雨

29毫米，旱情基本解除，寿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
定自8月4日12时起，解除抗旱Ⅲ级应急响应。

自今年6月25日11时寿光启动抗旱Ⅲ级应急响
应以来，全市上下围绕旱情采取了全方位的抗旱工
作，拨付抗旱专项资金、加强水源调度管理、积极
开展节水工作等，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干旱带来的损
失。

今年1至7月份，寿光全市降水总量为191毫
米，比历年同期减少近120毫米。由于降雨偏少，
部分镇街区出现了严重旱情。从统计情况分析，寿
光旱情主要分布在中北部，包括田柳、上口、台
头、侯镇、营里、羊口和双王城，在田作物受旱面
积57万亩，其中轻旱19万亩，重旱38万亩，主要集
中在中北部地区，以玉米和棉花为主。全市3890多
眼机井出水不足，1620眼机井吊空。

针对旱情，寿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启动
抗旱Ⅲ级应急响应。各镇街区按照要求，密切监视
旱情发展，科学分析预测旱情趋势，强化应急抗旱
措施。水利部门加强水源调度管理，在弥河等河道
干涸断流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南水北调长江水和引
黄济青水指标，利用引黄济青输水干渠和弥河、张
僧河、丹河等河道，为寿光北部镇区抗旱灌溉。调
引小清河水500万立方米，为寿北地区抗旱提供水
源，为附近群众提水灌溉。

寿光市财政拨付200万元抗旱专项资金，扶持
寿北镇（区）维修、新打机井、购买灌溉设备，开
展农田灌溉。羊口镇通过新打17眼应急抗旱深水
井、为村里配备抽水设备从小清河引水灌溉、修地
上渠调处理后的污水进行抗旱等举措，紧急为11 . 5
万亩农田送水抗旱。广大群众也全面投入抗旱，中
北部地区充分利用现有6000余眼机井，挖掘有限的
水资源，用机井灌溉抗旱，及时缓解了旱情，确保
了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生长。

抗旱的同时，寿光积极开展节水工作。在农业
节水方面，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减少大水漫灌，提
高灌溉水利用率；在工业节水方面，各企业优先使
用地表水，减少地下水开采，不断改进节水工艺，
提高节水效率。同时向社会广泛宣传水源状况、节
水措施等，营造了全民节水的良好氛围。

寿光解除抗旱Ⅲ级

应急响应

羊口透光铜镜：一双糙手出细活

□ 本报记者 单辰 戴玉亮

寿光市纪台镇东方村，有当地著名的东
方朔祠和东方朔墓。东方朔祠坐北朝南、其
型仿古，门额匾文上书“仙桃移根”，寓意
远离世俗铜臭。廊柱之上，“西京谏书无双
士，天下俊逸第一仙”的楹联笔力遒劲、字
迹齐整庄严。

文革期间，东方朔祠和东方朔墓一夜之
间被红卫兵极端分子毁掉。

“1998年，东方村村民自愿集资，重修
东方朔祠和东方朔墓。”寿光市作协会员李
树高说，每年阴历九月二十五，东方朔祠便
有香火盛会。有诸多省内外的香客，也有海
峡对岸的同胞赶来敬香。

东方朔墓位于祠堂东南向，墓前石碑正
面刻有“汉大中大夫东方先生之墓”字样
（第一个“大”通“太”），背面为康熙年
间寿光县令刘有成撰写的《重修墓志》。

东方朔本姓张，字曼倩，西汉平原郡厌
次（今德州市陵县神头镇）人，生于汉文帝
后元三年（公元前154年），卒于汉武帝征和
初年（公元前93年）前后，是西汉著名的辞
赋家，先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给事中等
职。

东方朔幽默风趣、诙谐善辩，常在武帝
面前谈笑取乐。其思想综杂、仁政爱民，
儒、道、法溢于言行，忠言直谏、正义旷
达、针砭时弊。“东方先生放荡不羁，纵情
山水。”李树高说，“东方朔颇具政治天
赋，但汉武帝始终把它当俳优看待，不予重
用。”

东方朔出身贫寒，少失父母，但自幼天
资聪颖、勤奋好学。“年十三学书，三冬文
史足 用 。十五 学 击剑，十六 学 《诗》
《书》，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征
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李树高说，东
方朔22岁时，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
学才力之士”，东方朔上书对策，得以待诏
公车。

据了解，东方朔不仅气宇非凡、饱读诗
书，娴精文韬武略，以“智吓侏儒”得到汉
武帝的赏识，后又以雄辩郭舍人被封为郎
官。

“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他因上
书《谏起上林苑疏》被提拔为太中大夫。”
寿光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东方朔文化研究
者、《东方朔研究新探》编者张嘉庆说，
“不久，东方朔却因酒醉小遗殿上、行为不
检、犯上不敬被贬为平民，后复命为郎

官。”
东方朔在文学造诣上虽不是举世瞩目，

但也有自身特色和风格。“史学家班固曾在
《西都赋》中论及汉武帝的侍从文臣，将东
方朔与著名的辞赋家司马相如相提并论。”
张嘉庆说，特别是东方朔所著《答客难》和
《非有先生论》等作品，迄今仍在中国古代
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东方朔的思想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
‘民为贵、民为本’的可贵精神。”张嘉庆
说。

谈及东方朔和寿光的渊源，张嘉庆介绍
说，东方朔一生生活简朴，反对人死后葬礼
大操大办。“东方朔去世前对子女说，‘带
着我一直往东去，直到走不动了再将我埋葬
在那里。’”张嘉庆说，于是子女们照办，
将其棺木用铁索相连，抬着向东而行，逢山
开路、遇河修桥，数月后来到弥河以东。

“走到现在的纪台镇东方村时，铁链应
声而断，瞬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于是便
有了东方朔的墓。”李树高说，如今祠堂和
墓均已重修。金秋庙会时，游人如织、灯火
辉煌，成为弥河沿岸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2008年7月，东方朔的传说被列为寿光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东方朔的传说：

弥河岸边的风景线

■寿光好味道

富氏酱油员工正在进行翻曲工序。

图为东方朔祠新
貌。

8月11日，寿光晨鸣热电厂的两个封闭煤仓正
在施工。为改善空气质量，提高环保标准，去年10
月份，该企业投资1 . 19亿元建设两个封闭煤仓，预
计今年9月份可投入使用。

今年以来，寿光推进城区空气质量百日集中整
治，取得明显成效。今年1至7月份，寿光空气质量
同比改善率达到11 . 9%。

□付冰川 王兵 报道

寿光空气质量大幅提高


	2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