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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10月底，当夹克衫穿在身
上还感觉丝丝凉意的时候，就是安
徽省含山县林头镇老街居民方和明
每年最忙碌的开始。

和往年一样，方和明会拨通
“六大锤”领班年富春的电话。接到
电话后，年富春、年燕伟、李三
宝、刘子胜等6人，从安徽省怀远县
来到 200 多公里之外的含山县林头
镇，他们要忙到农历新年到来前才
回家。

早上5点，当花生米炒熟后的香
味从老街飘出来，起早的居民被花
生米的香味唤醒，在捶打声中见证
传统美味的生命延续。

在安徽省巢湖流域的不少农
村，一到年底，人们就要忙着揾糖
果，一种熟悉的香甜味飘散在各个
集镇的大街小巷。而在含山县林头
镇，有着300多年历史、纯手工制作
的花生酥则最为有名。

林头花生酥在明清时期就已盛
行，兵荒马乱的年代，由于花生酥
便于携带，而且热量高，成为部队
的行军干粮。几百年来，传统做法
一直被传承下来，又经过当地的改
良和加工，成为如今的模样。

花生炒熟后和上糖稀，简单碾
压后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这
是花生糖。而花生酥不一样，它要
把用热糖稀搅拌好的花生团放在大
大的、厚厚的木头砧板上，用10公
斤的石锤不断锤打，直至锤打成薄
薄的一层，然后趁热放到案板上，
用刀切割成长条，用三根木条从上
面、左右按压固定塑型，再用快刀

切割，花生酥就这样产生了。
花生酥之所以好吃，首先要原

料好，方和明的妻子郑硕妹负责花
生米的采购和检验，她看上的花生
米必须粒粒饱满、大小均匀、光泽
度好。糖稀要好，以前都是自家熬
制糖稀，非常辛苦，现在有成品的
糖稀提供，但必须是方和明、郑硕
妹信得过的供应商才行。

今年56岁的方和明，18岁那年
进入林头食品厂上班，跟着父亲方
春胜做花生酥，如今已是县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方氏花生酥的第二
代传承人。他的主要任务是熬糖
稀，糖稀里面有一些水分，方和明
一个人用木柴烧锅，火旺后，他把
一瓢糖稀倒入锅中，用铲子不断搅
拌，等糖稀越来越稠，方和明用铲
子捞起糖稀，挂起成条状，一吹即
断，证明水分熬干了，糖稀就熬好
了。加入适量的熟花生米，在锅里
反复搅拌，这时候一定要掌握好火
候，火旺了花生米容易焦糊，火候
不够会粘牙。

方和明迅速把拌好后的花生团

扔到木头砧板上，到了“六大锤”
精彩表演的时候了。领班年富春第
一个上场，第一锤最讲究技巧，要
轻轻地从边上开始锤起，10公斤的
石锤砸在花生的身上，尽管有糖稀
包裹，花生的碎末也是四下飞溅，
所以不能重砸，靠的全是巧劲儿。
年富春砸完50下，年燕伟、李三宝
等 5 人先后上场，每人一次性砸 50
下，用力越砸越重，花生团越砸越
薄，等“六大锤”300下砸完，花生
已经碎得异常均匀，作坊里到处飘
荡着快乐的香味。捶好后，用刀切
成厚薄均匀的块状，待其冷却，入
口又酥又脆，甜中带香，花生酥就
制成了。

最后一个环节是装筒。这是方
和明的嫂子潘克爱的专属“战场”。
她一个人不紧不慢地操作着，正常情
况下，每层要放 4 条花生酥，每条 12
块，一筒要码放5层，放到电子秤上一
称，正好2公斤，上下不差丝毫。

上午10点，备好的花生米和糖
稀全部用完，今天的忙碌告一段
落。“六大锤”靠在老街的墙根处晒

着太阳，年富春翻看着抖音，无意
中看到自己正在抡锤干活，他呵
呵地憨笑着，并把抖音转给远方的
家人。

在作坊间，方和明一个人趁热
把锅洗干净，用小扫帚把砧板上、
案板上的碎末扫净，为明天的工作
做着准备。妻子则在仓库里把今天
的成品装箱，再过一会儿，今天的
劳动成果将从她的手上进入市场，
销往周边城市。

左图：含山县林头花生酥。
下图：远眺含山，山峦连绵、水

色映天，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汤维洲摄

图片来自含山县人民政府官网

作家与故乡，作品与生活，他们
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
古典文学的版图里，“三言”即冯梦龙
所著的 《喻世名言》《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的合称，是重要的组成
部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读毕《醒世恒言》，我便萌生了去探访
其作者冯梦龙故里的念头。

寻着生命和文学的根，我来到这
个江南典型的水乡村庄——江苏省
苏州市相城区冯梦龙村。这里是明
代杰出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的故
乡。虽时越数百年，但冯梦龙的传奇

故事依然为当地村民津津乐道。
顺着琅琅读书声，我来到冯梦龙

书院，看到小朋友们摇头晃脑，吟诵
着文学经典。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
山水一方俗。冯梦龙这位江南才子
挥毫泼墨，写尽了姑苏城的风土人
情，也写透了自己的处世原则与人生
追求。冯梦龙所著的“三言”是中国
文学史上第一部规模宏大的白话短
篇小说总集。文如其人，他谴责封建
官僚的丑恶，也歌颂友情爱情的美
好。而他不仅是文学家戏曲家，还是
一位为民着想的知县。

入埂上桃源，沐篱下清风。走进
冯梦龙故居，穿越时光的长河，与儿
时的梦龙飞花对令，感受冯氏诗书传
家的氛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
民以恩，待士以礼。”我在纪念馆看到
梦龙为官、为民、为文的故事，敬佩他
这一份立德、立言、立功的自我追
求。坐上水上小舟，在桨声树影中聆
听梦龙“四知拒腐”的廉政传奇，好一

个远近闻名的寿宁知县。
走出广笑府，一抬眼便是一大片

格桑花海，清新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
的香甜。漫步在乡野之间，村舍粉墙
黛瓦，袅袅炊烟，古诗词中描写田园
乡村的意境，这一刻，我在冯梦龙村
终于找到了。“买只牛儿学种田，结
间茅屋向林泉”，冯梦龙在《警世通
言》中的美好期盼，如今早已在这
个江南小村化作现实。五月樱桃、
六月草莓、七月葡萄、八月梨……
村里的老人们，哼起吴侬软语，诉
说着江南水乡的田园月令，夸赞着

乡村这几年的巨变。千亩果园，月
月有果，十里施肥，季季有花。你
细细闻，这冯梦龙村的微风，打着
旋儿总带着些花果香气。

闻着闻着，肚子不自觉地叫了起
来，我来到一处餐馆，名曰“山歌馆”，
点上一碗苏式汤面，配上两三碟苏式
小菜，味蕾在一瞬间被唤醒。面是远
近闻名的“黄埭挂面”，尽管苏州市内
不少超市里都能看到它，但许多人还
是和我一样，愿意为了这一口舌尖上
的美味来这里品尝。

文学是一方水土滋养的故事。
它记述着行至今日的脚印，也潜藏
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它表达的是专
属于这里的气质，是人们对这方水
土难以尽数的认知和归属。而文化
的背后是风骨，梦龙故里，浮生半
日，寻一处田园，识一位大家，山
歌游吟，幸甚至哉。

上图：苏州冯梦龙村风光。
苏州市相城区摄影家协会供图

苏州冯梦龙村：

寻田园 识大家
沈钰幸

安徽含山“千锤百炼”花生酥
田斌锋 赵 琪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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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2017年以来，广西立足独特的农业资源禀赋、优越的农产品品种品质，坚持推行“十

个一”，以高标准、高起点打造广西农业品牌——“广西好嘢”，引领广西农业高质量发

展。通过对标先进、奋起直追，广西走出一条品牌强农之路。

百色芒果丰收百色芒果丰收

天峨县天峨县
龙滩珍珠李龙滩珍珠李

南宁隆安金福公司火龙果南宁隆安金福公司火龙果
基地喷灌系统基地喷灌系统

梧州市苍梧六堡茶梧州市苍梧六堡茶

坚持一个目标

打造中国高品质农产品品牌新标杆

适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广西坚持以绿色
食品为品牌农产品最低准入门槛，积极发展有机农产品，
支持欧盟等地区准入认证，力争将广西打造成为中国高
品质品牌农产品产地，不断满足全国人民对高品质品牌
农产品以及美好生活的需求和向往。

坚持一个品牌“广西好嘢”

“广西好嘢”是广西农业品牌市场化运营的总品牌。
广西委托知名品牌策划专业机构，高水准、高起点为广西
策划、包装和推介农业品牌，打造一批“广西第一、全国有
名、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桂系”农产品品牌，形成集群
效应。

建立一套制度

广西高度重视农业品牌建设工作。近年来，广西先
后研究出台《加快推进广西农业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加快推进广西
现代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广西壮族自治区
农业品牌标识授权使用管理办法》等文件，从2017年开
始，广西各级财政累计投入5亿元支持农业品牌建设。

制订一套标准

入选广西农业品牌目录要求产品通过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持证单位为公益性单位；龙头
企业农产品通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欧盟认
证其中一项或多项；品牌在全区乃至全国有一定
影响力和知名度；公用品牌年产值3亿元以上，农
产品品牌单品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

截至 2020 年底，全区 30 个广西特色农产品
优势区项目县农产品累计通过绿色食品认证面
积135.9万亩，通过认证产品151.27万吨，产值约
92.068 亿 元 ，分 别 占 全 区 的 24.78% 、28.37% 、
28.3%，为广西农产品品质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遴选一批品牌

从2017年起，连续4年在全区征集广西农业
品牌目录，由各地申报、超过4000万人次消费者
网络投票及专家评审，目前共精选出411个品牌，
其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产品76个、农业企业品
牌129个、农产品品牌206个，品牌总产值达1397
亿元，品牌总价值超过3200亿元。

动员“一把手”参与

在培育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起步阶段，坚持

“一把手”亲自抓，找准路子、突出特色，做好品牌建
设的系统谋划与整体设计，清晰定位品牌核心竞争
力。对于已经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的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继续保持并扩大其品牌影响力，从保障优质绿
色供给、挖掘品牌文化内涵、提升品牌营销能力等方
面发力。

组建一个品牌联合体

广西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纽带，以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为载体，按照“一县一产业一品牌一联合
体”发展模式，打造42个品牌联合体，推动种植养殖、
加工、流通等环节的几十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联合
经营，经营规模提升至联合后的6—8亿元，涵盖所在
县所属产业35%以上的种植养殖规模，农产品价格和
品牌价值普遍提升20%以上，品牌溢价效果明显。

建设一批数字化产地仓

通过建设数字化农产品产地仓，运用数字化和
自动化设备设施，高效完成清洗、分选、分级、品控、
包装、贴牌（品牌化）、装箱、保鲜、打单、分运等一系
列流程，建立产业链与供应链的有效衔接，有效解决
农产品销售中标准、品牌、溯源和农产品规模等方面
的不足，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科学指导，为乡村振兴
提供有力支撑。

组建一个品牌宣传推介矩阵

广西累计组织4000万人次参与投票遴选农业品
牌目录品牌；组织在全国媒体开展品牌宣传646次，

“广西好嘢”新媒体矩阵累计发稿5599篇，阅读人次
超1.8亿人次。

形成一系列品牌建设成果

2021年广西农业品牌创建经验入选《中国农业品
牌发展报告（2021）》，农业品牌建设成效显著，“广西
好嘢”桂字号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越来越大。

评选“广西好嘢”农业品牌4批次411个，总价值
3200亿元以上，带动农村就业人口965万次。

品牌打造推动品牌农产品价格提升。2019年，
连续打响多个区域公用品牌，横县茉莉花价格上涨
30%，融安金桔价格几乎翻番；2020年，容县沙田柚产
量增长15%，销量可观；2020年11月，广西六堡茶地
理标志产品登记获公示，2021年，六堡茶品牌大龙头
企业产品价格上涨２倍；2021年永福罗汉果单果最
高达到1.9元/个。随着广西农业品牌全国影响力迅
速提升，2020—2021 年广西农产品销售额及销售量
双双实现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