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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鲜儿时味道

走在柳家湾华侨社区，问起“赛姐侨
味园”，无人不知。在满目绿意的露天小
院里，围着小矮桌，嚼着清爽甜辣的生春
卷，再配上一口鲜美温热的三鲜汤——来
过“赛姐侨味园”的食客，都忍不住赞叹
这里的惬意与美味。

见到“赛姐”时，她刚招呼完一桌客
人。年过花甲的她，围着围裙，操着一口
广东口音，精气神十足。“‘赛姐’是我
的小名啦，我父亲是广东人，我生在越
南。”原来，“赛姐”本名冼锦玉。1978
年，20岁的她跟着父母一起从越南来到宾
川生活。几年后，她在这里结识了自己的
丈夫，一名印尼归侨。

“过去，我们主要靠种地为生。”冼锦玉
掰着指头算了算，眼前的这家“赛姐侨味园”
开了6年。老两口开这家餐厅的初衷很简
单：无论是越南菜，还是印尼菜，夫妻二人从
小就吃，也都会做，酸酸辣辣的口味恰好符
合宾川本地人的喜好。冼锦玉与老伴一合
计，日子好过了，不如把自家的院落好好拾
掇一番，开家“侨乡菜”餐厅！

一打听，在柳家湾华侨社区，“赛姐
侨味园”还不算最早的“侨乡菜”餐厅。
在社区与县城相接的主干道旁，一家名为

“小越楠”的餐厅开业已近 10年。老板邓
丽群是一名“85后”侨眷。

“听母亲说，外婆回国前，在越南就
是凭着做米凉粉和糖水的手艺，拉扯大 6
个孩子。我父亲是越南人，也有一手好厨
艺，生春卷、小卷粉都是我的儿时味
道。”邓丽群对记者笑称，自己是一名

“吃货”，爱吃，也爱琢磨美食。“我们华
侨社区住了8个国家的归侨，好吃的食物
太多了，为什么不在饮食上体现我们侨乡

的特色？”2011年，21岁的邓丽群怀揣家
人传授的厨艺，决定试一把。

最初的“小越楠”是一家只有一间门
面、仅能容纳四五张桌子的小馆子。但邓
丽群做得格外用心。从采购，到备菜，到掌
厨，她几乎一人全包。“我觉得食物是有特
殊意义的，一定要把最好的‘侨味’留住。”

为了让顾客品尝到口感最佳的食物，
邓丽群趁 2018 年店面扩建期间，停业大
半年，几乎跑遍了所有东南亚国家，学习
制作各国美食。越南的草帽锅、泰国的冬
阴功汤、新加坡的咖喱虾……尝到好吃
的，她就钻研做法，再结合宾川人的口
味，进行改良。渐渐的，邓丽群发现，

“侨乡菜”不仅在华侨社区火了起来，还
成为越来越多宾川人聚会的首选。

留存往昔记忆

在扩建后的“小越楠”餐厅内，邓丽
群专门设计了一面照片墙。墙上，一张张
泛黄的老相片，无声地记录着邓丽群一家
搬来宾川初期的生活点滴：父母在宾川街
头开设的第一家越南小吃门店，街坊邻居
忙着张罗酒席的忙碌场景，亲朋好友围着
餐桌大快朵颐的喧闹画面……

在邓丽群的印象中，旧日时光，长辈
们对于饮食总是十分用心，哪怕是最寻常
的一餐饭，也充满了仪式感与幸福感。她
想用这面照片墙留存属于一个归侨家庭的
烟火气，也想向更多人讲述属于一座华侨
社区的独家故事。

在“小越楠”餐厅上上下下走一圈，
不难发现，三层高的小楼里还摆放着许多
充满侨味的老物件。卡座隔板上挂着的一
顶顶斗笠，是邓丽群的越南亲友们遮阳挡
雨的必备配饰；二楼转角处立着的一只绿
色旧木柜，是40多年前当地政府迎接侨胞

归国时，送给每家每户的“见面礼”；木柜
周围整齐摆放的皮箱、竹篮、留声机、缝
纫机、木制甜品模具，是邓丽群从华侨社
区的叔叔阿姨家中搜罗来的，都是过去寻
常日子里离不开的“家伙什儿”。这些老物
件宛如一座时空隧道，牵引着来客走近独
具风情的侨乡故事。

“包间里的木窗是我请老木匠纯手工
制作，用的是传统的榫卯结构。墙上那几
幅农民春耕图是我专门从越南买来的。竹
编的窗帘、茅草铺顶的吊脚楼、推窗可见
的芭蕉树和椰子树，都是我的长辈们在越
南生活时最熟悉的环境。”邓丽群说，重
新装修餐厅时，即便增加成本，她仍尽可
能地将侨胞在海外时的生活场景“照搬”
过来。于她而言，传承“侨乡菜”，既要
留住舌尖上的地道滋味，也要护好脑海中
的温馨记忆。

在冼锦玉的“赛姐侨味园”，从菜品
到院落，同样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侨
味”。庭院正中有一株桂圆树，是一家人
刚搬来宾川时种下的，经历 40 多年的生
长，如今已亭亭如盖，绿意盎然。忙碌一
天之后，冼锦玉会张罗一大家子围坐在树
下的圆桌旁，吃着酸辣可口的食物，聊着
家长里短，说说笑笑，一如过去。

见证侨乡变迁

而今，宾川的“侨乡菜”名气越来越
大，不仅当地人爱吃，就连大理其他县，
甚至远在昆明的食客，也慕名前来。

在“赛姐侨味园”的小院里，时常飘
荡着各式各样的口音。“县里的、外地的
顾客都有，还常有人来包席，一口气把院
里 20多桌都包了。”听冼锦玉说，除了儿
子、女儿两家帮她料理餐厅之外，她还雇
了几名隔壁的大姐来帮忙。“生意越来越

好，光靠我们一家人忙不过来啦，不能让
客人等久了嘛。”

说起“侨乡菜”为何能够走红宾川，并且
吸引络绎不绝的外地食客，邓丽群与冼锦玉
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原因——路通了。

“近六七年，在我们华侨社区，不仅
主干道的路修得又宽又平，而且一条条水
泥路直通家家户户的院门口。就是因为有
了路，我们才更有信心把餐厅开好。不
然，菜煮得再好吃，人家也进不来嘛。”
冼锦玉感叹，能有眼下衣食无忧的好生
活，还要感谢国家的好政策。

邓丽群觉得，另一条路同样功不可
没。2018年，大永高速公路大理宾川段通
车，宾川的对外通达能力大大提升。

“过去，从大理市区到宾川，需要两
个多小时车程。现在走高速，差不多 30
分钟就能到，从大理市区来我们这里吃个
饭方便多了。”邓丽群笑言，高速公路建
成之后，餐厅的外地“铁粉”越来越多。

“这两年，每到周末，哪怕下雨，一位大
理市区的顾客都会带着家人好友过来吃
饭。他说，就好这口‘侨味’。”

现在，装饰一新的“小越楠”总是人声
鼎沸。屋内，侨乡风情原汁原味；屋外，城
市街道平坦宽敞。路两旁，郁郁葱葱的枇
杷树，每天迎来送往源源不断的食客。

“这些年，宾川的变化太大了，老百姓
的生活都好起来，消费能力明显提高，当地
的‘侨乡菜’餐馆也跟着多了起来！”做“侨
乡菜”近 10 年，邓丽群见证了侨乡宾川的
发展，也从这里找到了更多发展机遇。最
近，她又开始酝酿一个“大动作”：“我打算
在其他城市开连锁餐厅，让更多人品尝我
们的‘侨乡菜’。目前，两个商标都已注册
成功，已经有人来打听加盟的事啦！”

上图：邓丽群 （左） 在参加一档电视
节目录制时，介绍小卷粉的制作工艺。

（受访者供图）

融合东南亚多国美食 “侨乡菜”成为新名片

去宾川，品尝舌尖上的“侨味”
本报记者 严 瑜

融合东南亚多国美食 “侨乡菜”成为新名片

去宾川，品尝舌尖上的“侨味”
本报记者 严 瑜

咬一口外酥里嫩的炸春卷，夹一块鲜嫩劲道的
白斩鸡，喝一碗酸辣香甜的冬阴功汤……在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宾川县，融合了东南亚多国美食的

“侨乡菜”是当地人再熟悉不过的舌尖美味。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来自印度尼西亚、

印度、缅甸、越南等8个国家的归侨被陆续安置在
宾川县的多个华侨农场。随着时光变迁，当初的华
侨农场相继改革成为如今的华侨社区，归侨及其后
代在融入当地生活的同时，为这个侨乡增添了更多

“侨味”。
“侨乡菜”便是其中最诱人的一抹味道。近日，

记者来到宾川县金牛镇柳家湾华侨社区，听这里的
归侨侨眷讲述“侨乡菜”的传承与侨乡的变迁。

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

“甬舟侨务一体化”协议签署

浙江省宁波市侨联近日对外发布消息称，宁波、
舟山两市侨联签署了 《“甬舟侨务一体化”合作发展
战略协议》，两地将携手引进资金及海外人才，共谋一
体化发展，发挥“1+1>2”优势。

2020 年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启动实施甬
舟一体化行动，加快推进城市群同城化。“甬舟侨务一
体化”合作发展正是打通区域壁垒、共享人才资源的
一次尝试。

据悉，《“甬舟侨务一体化”合作发展战略协议》制定
了相关保障机制，旨在建立两地侨联优势品牌协作融
合，着力把宁波市侨联“凤来燕归”工程和舟山市侨联

“海外侨商走近自贸区”两个品牌融入对方的优势内容，
为两地引资引智做出贡献。《“甬舟侨务一体化”合作发
展战略协议》提出的第一个合作要素是聚焦中心工作，
重点推动经贸项目交流、侨界人才引进、新侨创业创新
三个方面交流。

“百侨同心送百福”书法笔会举行

由致公党福建省委会主办的“百侨同心送百福”
书法笔会近日在福州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
位闽籍侨领参加活动。

本次书画笔会是庆祝中国致公党成立 95周年暨致
公党福建省委会成立 40 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期
间，与会嘉宾及侨领手执“福”字合影，共同为全世
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祈福祝愿。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致公党福建省委会主委薛卫
民在笔会中指出，40年来，致公党福建省委会立足福
建侨乡优势，与闽籍侨领亲密互动，以中国传统文化
为桥梁纽带，不断增进侨台同胞的文化认同、民族认
同和国家认同，创建多个中国传统文化研习基地，切
实增强了海外华侨和华裔青少年的文化认同、心灵契
合。举办此次“百侨同心送百福”书法笔会，以写

“福”送“福”，旨在为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
同胞和各国民众祈福呈祥。

广东汕头海湾隧道全线贯通

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广东省重点工程项目汕头海湾
隧道西线近日顺利贯通，这标志着汕头海湾隧道成功
实现全线贯通。

项目施工方介绍，该项目是目前中国内地最大直
径盾构越海隧道，也是首条兼具城市道路与一级公路
功能的水下盾构隧道。西线隧道采用了首台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国产超大直径泥水盾构机。

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汕头市区南北两岸、实
现汕头内海湾全天候交通联系的重大交通工程，为海
内外潮汕人通行汕头内海湾两岸提供便利。

（来源：中新网）

图为“百侨同心送百福”书法笔会现场。
张金川摄

广东梅州，一座历经千年风雨洗礼却依旧散发着中
原古韵芳香的城市，是客家人魂牵梦绕的心灵家园。这
里“八山一水一分田”，山水相间，犹如串珠般将梅州打
扮成一座山幽水碧的生态大观园，更孕育出别具特色的
客家乡村，桥溪村、侨乡村和松口古镇是其典型代表。

桥溪村位于梅州梅县区阴那山五指峰西麓，四面环
山，与雁南飞景区相距不远，山光神妙，茶香浸漫。源
于五指峰中的山涧溪水，400年来滋养着生活于此的客家
人。村内客家民居依山傍水，错落有致。桥溪不大，常
住人口不多，但海外华侨却多达数千人，是一个典型的
客家华侨乡村，传承了客家人重教兴文的传统，人杰地
灵，英才辈出。村内兴建于明清时期的 16座客家民居保
存完好，质朴却又不失宏伟。

超过百年历史的继善楼是景区内最有特色的客家民
居。继善楼依山傍水而建，坐北向南，共有 70间房、32
个大小厅堂、9个天井。继善楼采用中轴对称的横向方形
布局，为两层夯筑杠子屋楼房，俗称“七杠楼”，其建筑
规模、建筑艺术及其营造的文化氛围均为粤东地区少见。

侨乡村位于梅县区南口镇，被誉为“中国最典型的
客家古村落”，至今有保存完好的传统建筑 116座、保存
良好的围龙屋建筑 38座。秋日是侨乡村最美的时候，多
座客家大围屋依麓湖山脚逶迤而建，静卧在铺到极目远
处的金黄色田野里，倒映在半月形的池塘中，俨然一幅
大自然浑然天成的乡村油画。

侨乡村最具特色的建筑，非南华又庐莫属。南华又
庐建于光绪三十年 （1904年），其主人为印尼华侨。这座
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从海外运来，耗时 18 年方才完工。
18年的光阴，造就了一座精美的宅院，见证了客家人的
辛劳和泪水，也记录了客家人坎坷辉煌的创业史。

梅江穿梭于梅州的崇山峻岭间，拐弯越过古老的梅
城后，一路北上，盘绕西阳、丙村、雁洋等乡镇，再次

划出一条长弓般的弧线。这个弓形箭冲之地的北岸，千
年来屹立着一座古镇，名叫松口。松口是客家先民南迁
时的始居地之一，地处闽粤赣三省交汇处，水陆通达，
曾是广东内河港第二大港口，也是明末以后客家人出南
洋的第一站。松口古镇烙满了客家人下南洋那段峥嵘岁
月的印记，其街道风格中西结合。

日前，梅州启动了“上山下海·广东人游乡村”旅游
季 （梅州分会场） 暨梅州乡村旅游季系列活动，活动持
续两个月，全面推介当地。漫步于松口古镇，街道两边
不时可见异国风情的商业建筑。透过那些斑驳的痕迹，
依稀可以想见古镇昨日的繁华，这时便不难理解，为何
这里曾被冠以“小香港”的称号。 （来源：环球网）

泉州：乡村庭院创意改造泉州：乡村庭院创意改造

近日，由福建省花卉协会和泉州洛江虹山乡
政府联合主办的乡村美院创新创意设计施工竞赛
活动圆满结束，10个试点乡村庭院华丽变身。

此次活动以“家乡情怀 乡村气息”为主
题，在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苏山村设置10个
试点地块，庭院设计围绕乡村自然环境进行，因

地制宜、就地取材，充分考虑实用性等问题，以
最低的成本、最简单的设计方式，达到最好的乡
村美院效果。

图为外地游客在泉州市洛江区虹山乡苏山村
的一处乡村美院拍照留念。

林 升摄 （人民视觉）

图为梅州客家民居继善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