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晨阳

采访人：徐宏，36岁，私营业主
对于很多离乡背井的人来说，家乡的一道

菜，就能勾起人们的思乡之情。“每次吃到从老家
带回来的酸菜，都会想念遥远的家乡，想念家里
的妈妈。”对于远离故土、在我市打拼的东北人徐
宏而言，酸菜就是那深藏在味蕾中的乡愁。

徐宏告诉记者，她的老家在沈阳。大学毕业
后，她跟随老公来到我市，并在这里成家立业。
这么多年，虽然我市也有东北菜馆，也有用酸菜
做的美食，但徐宏感觉它们总不及家乡的酸菜。
确切地说，徐宏认为，与妈妈腌的酸菜相比，其
他的酸菜味道总差了点儿感觉。

“每年入冬，我妈都会买十几斤大白菜。用近
一天的时间把白菜洗干净，再把它们放在一张大
大的条几上，很壮观。用两三天的时间沥干水
分，然后就开始腌了。”徐宏回忆道，“等过二十
几天，酸菜就腌好了。妈妈会用它们包饺子、炖
粉条、炖猪肉、炖血肠……做好多好多的菜，能
吃一个冬天。”

“说实话，小时候，我觉得家里的‘菜单’很
单调，一个冬天，煎炸烹炒都有酸菜，吃够了。
可现在，我总会时不时地想吃酸菜，而且只要想
改善生活，就想吃酸菜，想吃妈妈用酸菜做的各
种各样的美食。”徐宏告诉记者，酸菜在她心中，
意味着家乡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这些年，徐宏工作、生活在漯河，每年回家
的次数屈指可数。虽说心
安之处即是家，可父母不
在身边，随着年龄的增
长，酸菜的味道夹杂着各
种想念，常常在徐宏的心
里翻腾。

酸菜
藏在味蕾中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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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茶，您知道多少？看
完这几个问题，您就是白茶的知
音了。

什么是白茶新茶？什么是白
茶陈茶？

白茶新茶就是指当年生产的
白茶。白茶陈茶就是指经过多年
自然存放的白茶。

介绍一下白茶的起源和发展
历史。白茶是中国六大茶类之一
（绿茶、青茶、白茶、黄茶、黑
茶、红茶），原产于福建福鼎、

政和、松溪等地。
陆羽 《茶经》 云：“茶之为

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早
在 4700 多年前的神农时代，就
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
得茶而解之。”有研究表明：中
国茶叶生产史上最早出现的是白
茶，我国利用茶叶已有四千多年
的历史，最初作药用，由于茶树
萌发新芽有季节性，为了随时都
能喝到茶叶，便将采集的幼嫩茶
叶晒干收藏起来，这便是最早的

白茶，也是茶叶加工的开端。
唐代陆羽 《茶经》 中记载

到：“ 《永嘉图经》永嘉县东三
百里有白茶山。”我国近代高等
茶学教育事业创始人、著名茶
学家、茶业教育家、制茶专家
陈 椽 先 生 在 《茶 业 通 史》 指
出：永嘉东三百里是海，是南
三百里之误。南三百里是福建
的福鼎 （唐为长溪县辖区），系
白茶原产地。

禹艳涛

关于白茶 您知道多少

本报讯 近日，在漯河
凯悦酒店举行的“漯河市
酒业协会 2016 年工作暨新
春联谊会”上，中国银行
漯河分行与市酒业协会签
署协议书，正式成为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据了解，
此次战略合作签约，创我
市银协合作之先河，将探
索一条合作、共谋发展的
双赢模式，为地方经济发
展助力。

在当晚的活动中，省
酒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蒋辉出席并致辞，他对漯
河酒协在 2016 年的工作大
加赞赏。2016年，漯河酒协新一
届理事会创新工作，秉持着“责
任、自律、维权、发展”的服务
宗旨，借助协会平台，积极推进

建设酒类溯源备案体系，推崇
“商 家 良 心 经 营 ， 百 姓 放 心 消
费”——公开承诺要坚持诚信经
商、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

保漯河人民用上放心的
酒类产品做出贡献。

据了解，目前漯河
酒 协 理 事 单 位 达 到 54
家，成员单位不仅涵盖
我市的白酒生产企业，
也包括省外各类白酒的
经销商。在当晚联谊会
上，中国银行漯河分行
与市酒业协会签约成为
战略合作伙伴，前者将
在授信、结算等方面为
酒 协 所 属 54 家 理 事 单
位，提供便捷高效的优
质服务，后者也将在金
融需求方面与银行开展

全方位深度合作，促进我市地方
经济的发展。

本报记者 郝河庆

漯河市酒业协会与中国银行漯河分行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图为签约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本报记者 张晨阳

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年夜饭
作为春节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成
为大家讨论的人们话题，“怎样
吃？在哪吃？”尽管随着物质生活
的改善，各种美味佳肴早已不是
春节的专属品，但年夜饭所包含
的“阖家团圆”的意义始终没有
变过。记者采访发现，商家们已
经热热闹闹的开始预热“预定年
夜饭”了，很多市民喜欢自己在
家做年夜饭，更能吃出团圆的年
味。也有不少市民最近几年喜欢
在饭店吃年夜饭，方便省心。

在家吃才有年味儿

春节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
日，年夜饭让许多人多了不少对
春节的眷恋。1月8日，在辽河路
丹尼斯的超市里，记者随机采访
了几名市民。他们表示，在家里
和家人一起辞旧迎新是自古以来
的传统，不能因为时代变迁而随
意改变。

吃得放心、吃得热闹、吃得
实惠，是市民选择在家吃年夜饭
的主要原因。“在家里吃年夜饭，
饭菜可以按照自己与家人的喜好
选择，自己和家人下厨，吃起来
比较放心。”在我市一家事业单位
上班的马女士说，过年就应该全
家人聚在一起。平时大家工作比
较忙，过年的几天假期应该珍
惜，好好团聚。

在饭店吃方便省事

和在家过年比起来，年轻人
更喜欢在饭店里预定年夜饭。做
生意的李先生告诉记者：“这几年

我们都是在酒店吃年夜饭。以前
条件不好，没有能力去酒店吃，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出来过年
也消费得起。我准备回老家把年
迈的父母接过来，让老两口好好
享受一下，尽尽孝心。而且，我
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过年去谁
家吃饭都不合适，只能把双方的
父母请到一起过。至于在外面吃
饭会不会影响过年的气氛，我觉
得一家人只要在一起开心，过年
的目的就达到了。”

今年各酒店年夜饭预订的情
况如何？记者又走访我市几家大
酒店后了解到，今年不少酒店都
推出的年夜饭套餐，价位与往年
基本持平，各酒店预订最火爆的
是 800 元左右的套餐。不过，各
酒店预订情况各异，有的酒店目
前仅预订了三成多，而有的酒店
即将订满。

哪家年夜饭更好吃？哪家年
夜饭更实惠？哪家年夜饭更有家
的味道？记者将为您提前打探。
如果您有更好的年夜饭的好去
处，欢迎您来电告诉我们。

热线电话：15803955599

年夜饭在哪吃 您想好了吗

编者按
在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中，食物和感情密不可

分，即便是粗茶淡饭，很多时候，也唤起对一些
事的记忆，对一些人的想念与回忆。你的乡愁，
可能是由某种食物唤醒；你的思念，可能由一道
菜想起；你的回忆，可能由一种味道勾起……

“80后”怀念小时候吃过的粘牙糖、酸梅粉、
方便面，这里面或许有着儿时童真与欢乐；你感
怀初恋，记得一起做过的饭，一起吃过的路边
摊，这里面或许有着一起度过的美好青春时光；
想念亲人，也许一道菜能让你回忆起，大家在一
起时的温暖与快乐……

本报即日起将推出“记忆中的味道”系列报
道，欢迎大家将您“记忆中的味道”与我们分
享，也将您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聆听热线：15803955599

味道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