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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晨晨

俗话说：“小雪腌菜，大雪腌
肉。”腊味对于中国人而言，仿佛
是独特的味觉“密码”。近日，走
进充满烟火气息的头蓬菜市场，
肉食摊位前围满了前来购买猪
肉的市民，他们大多是为了灌香
肠，现场十分热闹。

新鲜猪肉切块、搅碎，加入
适量盐、糖、味精、酒等调味品，
灌入洗干净的肠衣中，扎些小孔
透气，用棉绳打结，挂起，经过太
阳晒两三天，再在阴凉的地方风
干两至三周不等，香肠就可以食
用了。

一位卖鲜肉的老板娘介绍
道：“上个月小雪过后，我们就开
始提供灌香肠的服务了，最近来
灌香肠的人也挺多的。我们家
灌香肠的价格是20元一斤，这
里面包含了猪肉加工费和调料
的费用，顾客能够自主选择猪肉
以及口味。目前店里提供辣味、
原味和五香这三种口味，其中原
味的香肠还是做得最多的。就
在这两天，有位顾客一下子做了
50斤的香肠。”她还表示：“店里
也有已经做好的香肠，可以直接
卖给顾客，这样顾客买回去就能
直接吃上了。”

在不少居民的家门口，也都
挂起了一串串新做的香肠。67
岁的庞阿姨是一位在灌香肠方
面颇有经验的人，她向记者分
享道：“我灌香肠的时候，像酒、
盐、味精、八角、桂皮这些调料和
香料我都是自己带过去的，新鲜
猪肉每斤14元，小肠和加工费
老板算我3块一斤，这次我一共
做了16斤左右，自己数了一下
成品有40多段呢。我打算送一
些给亲戚朋友，估计过年前还要

再做一次。”庞阿姨还传授经验
说：“猪的前腿肉鲜嫩一些，后腿
肉紧实一些，把两者相结合做出
来的香肠口感是最好的。”

这几天，河庄街道的万众生
态园里呈现出了一幅独特而诱
人的景象，一排排的香肠、酱鸭、
鱼干、酱排骨、腌火腿等腊味被
高高挂起，微风拂过，空气中散
发出诱人的酱香气味。这是今
年生态园制作的第一批腊味，全
都由老板娘亲手制作，而今年已
经是她做腊味的第十年了。

“腌火腿我都是选用猪后腿
来制作，需腌制45天左右才能
晾晒。香肠则是用后腿肉和夹
心肉，制作时按照烧酒和盐的
一定配比来操作。像酱仔排、
腊肉、酱鸭这些的制作方法则
是用酱油，再放一些家里烧肉
常用的香料，不过酱油一定要
烧开，晾凉之后才能放下去。
所有腌制和酱制的肉类，一定
要挑选五花肉才行。园里目前
所晒的鱼干有一部分是取自自
己农庄河塘里的鱼。”老板娘介
绍说，生态园腊味的消费群体
主要是一些老客户以及周边的
一些企业单位，也有一部分人
在园里游玩后进行品尝，觉得
满意后再买回去的。

在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腊味
始终占据着过年餐桌上“顶流”
的位置。天气渐冷，那一串串
挂起的香肠、一只只色泽诱人
的酱鸭、一块块散发着醇厚香
气的腌肉，开始在大街小巷、各
家各户中散发出独特的酱香。
这股香味，仿佛是一种无声的
宣告：年味越来越浓了，与家人
团聚在一起的温馨日子，也正
迈着轻快的脚步，一天天地朝
我们走来。

过年餐桌上的“顶流” 你家开始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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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今年11--1010月月，，钱塘区院前心肺钱塘区院前心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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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故事 企业楼下“方便”“救近”民众安心

幸福路径 从卫生服务站“小处方”迈向社会“大处方”

■记者 雷秋红

“打工人”的午休如何更

具性价比？在河庄街道智慧

谷 产 业 园 区 上 班 的 楼 先 生

说：“去公司楼下的卫生服务

站 做 一 套 中 医 理 疗 吧 ，‘ 躺

睡’的同时还能舒经活络，解

压放松。”

近期，3 家嵌入式产业园

区卫生服务站（以 下 简 称“ 卫

生 服 务 站 ”）的投入使用，让

钱塘“打工人”的“职场养生

局”有了更多选择。医疗服务

就近的同时，钱塘也逐步构建

城乡、企业和学校的全民急救

体系，并传递预防胜于治疗的

健康理念，以流感疫苗接种为

老年人健康加“免”。

下午1点半左右，刚做完肩颈部推拿的
楼先生说：“感觉后脖颈‘活过来了’！”自11
月服务站成立以来，他就是这儿的常客，“以
前晚上下班了还要再开车去几公里外的诊所
理疗，现在就在公司楼下，很方便。”

“方便”是嵌入式产业园区卫生服务站的
代名词之一，仅188平方米的卫生服务站“五
脏俱全”，内设全科、药房、输液室等，还配备
了经验丰富的医护团队及医疗设备，可为园
区内110余家企业、2500余名办公人员及周
边社区居民提供常见病与多发病诊治、慢性
病管理和便捷转诊等服务。“我们还把河庄社
卫中心的中医特色搬到了卫生服务站里，针
对职场人群提供针灸、拔罐等中医理疗，可有
效改善他们颈腰椎等职业病和亚健康状况。”
智慧谷服务站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智慧健康小屋”配套的是“24小时智
慧药房”，两者搭配可为员工提供自助健康检

测、远程问诊、自助取药等“线上”+“线下”24
小时不间断医疗服务，方便广大员工利用休
息时间“错峰医疗”。

把卫生服务站搬到社区里、企业楼下、工
厂门口，便是把健康守护者送到员工身边，也
让健康与医疗“救”在身边。近期，新湾社卫
中心的刘畅医生，在距离他工作的钱塘江石
材市场卫生服务站300米远的地方，通过心
肺复苏及自动体外除颤器成功救回一名倒地
休克男子。

“救近”是卫生服务站设立的初衷之一，与
此同时，这场生死救援也彰显了刘畅医生的急
救能力和医者担当，更是钱塘急救培训成效的
缩影。区卫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直以来，
区卫健局高度重视急救技能培训，不仅要求区
内所有医务人员必须参加急救证考试，同时‘救
在身边，钱塘行动’这项针对无医疗专业背景群
众的急救培训活动，也在持续推进中。”

记者 姚新宇 摄

■记者 徐渝 通讯员 金欢军

本报讯“看这沉甸甸的稻
穗，稻株都快直不起腰了，亩产量
突破650千克肯定没问题！”近
日，前进街道垦种“飞地”的晚稻
迎来验收测产，华杰蔬果专业合
作社的种田大户老倪一改平时谦
虚谨慎的做事风格，在测产之前
就拍着胸脯立下“军令状”。

“677千克！”经过收割脱粒、
称重、除杂除水分计算，高级农
艺师孙关兴宣布最终测产结
果。老倪种了几十年水稻，达到
这么高的亩产还是头一次。他
感慨道：“多亏了区、街道两级农
技员的指导和合作社的创新种
养模式。”

今年，华杰蔬果专业合作社

大胆尝试“稻鳖鸭共生”综合种
养模式，在稻田里养殖中华鳖和
麻鸭，实现了水稻与水产养殖的
双丰收。“甲鱼和鸭子以昆虫和
草叶为食，减轻了虫害和杂草争
肥的问题，它们的排泄物还为稻
田提供了优质的有机肥，减少了
超过 40%的化肥和农药使用
量。”合作社理事长缪永华介绍。

这一种养模式不仅环保，还
显著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在
稻田里养殖的甲鱼和鸭子运动
量更大，肉质更加鲜美，市场价
格因此高出常规养殖场20%左
右。下周，合作社还将进行甲鱼
测产，缪永华预计亩产甲鱼将达
到50千克，总体亩均产值有望
突破6000元，每亩同比增收超
2500元。

前进街道综合种养模式助力晚稻产量创新高

初冬之际，东沙湖畔的水杉林披上了一袭绚烂的金黄。
阳光透过挺拔的树梢，洒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宛如一幅精心创
作的油画。这样一幅美丽画卷，体现了钱塘坚持生态优先，推
动产城人深度融合的发展理念，成为钱塘深入推进“全域美
丽”的生动诠释。

文/记者 徐渝 摄/通讯员 方佳丽

鉴于江流并非海豚的自然栖息地，这只
海豚第一次搁浅时，专家判断，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被潮水带入江域并冲上滩涂，另一种
可能是，海豚的导航功能出现问题，导致误入
钱塘江，“这也说明海豚存在健康问题。”

因此，在三次救援中，热心群众、相关部
门、公益救援中心、海洋公园等各方力量纷
纷参与进来。比如在昨天的救援中，杭州上
城区民安公益救援中心、杭州临平区蓝天公
益救援中心、长乔极地海洋公园救援队、杭
州市农业综合执法队、钱塘区农业农村局等
多支救援力量赶往现场，观察着海豚的动
态，准备寻找合适的机会展开救援。

“现在海豚大部分时间还在江中心位
置，体力下降明显，体力消耗比较大。接下
来还要考虑制定方案。”昨天中午12点半，

刚刚返回江边的一位救援专家说道。
为保护海豚，专家充分考虑方案的可行

性。比如有现场群众提议给海豚打麻醉的
方案，专家表示，不可行，对海洋动物打麻醉
风险很大。

钱塘区农业农村局林业渔业科负责人
陈海齐告诉记者，近几日，相关部门和救援
队一直在关注钱塘江江域的情况，在江边有
巡防喊潮员时刻监测江面，“如果遇到这只
海豚再次搁浅，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救援。”

蓝天救援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海豚活
跃度较好，加上救援难度大，不宜进行干
预，搜救工作暂告一段落，后续将持续跟踪
海豚状态，同时也呼吁市民朋友，如果观测
到海豚，请第一时间报警联系相关部门开
展专业救援。

各方力量持续关注海豚情况

海豚5天3次现身钱塘江

杭州多地紧急出动救援
■记者 陈晓 郁佳炜

12 月 9 日 上 午，一位热

心市民报警称在九堡大桥西

侧 300 米左右的钱塘江里发

现了一只海豚。

就 在 5 天 前 ，一 只 约 2

米 长 的 海 豚 搁 浅 在 钱 塘 区

二十工段。经市民救助，海

豚跟着江水游走，谁知两天

后 又 有 人 在 钱 塘 江 下 沙 段

看到了它。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

河流，遇到海豚搁浅，还是头

一次。

5 天 3 次现身钱塘江，这

是 同 一 只 海 豚 吗 ？ 它 的 安

危，被无数杭州市民惦记。

昨天中午12点半，记者赶到发现海豚
地点的钱塘江杨公渔码头处。当时，海豚在
九堡大桥附近徘徊，江面上有几艘救援船，
救援队员正在持续观察海豚动态。

“海豚离船最近的时候，大概就两米左
右，估计最少有300斤……当时能听见海豚
呼吸的声音，就跟轮胎放气的声音一样……”
上午9点40分，九堡大桥附近居民陈先生在
九堡大桥5号坝附近，发现了海豚踪迹。

随后，救援力量纷纷抵达现场。经钱塘
区绿色生态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郑建江辨
认，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前两天的那只海豚。
此后，海豚一直在九堡大桥附近的区域游
动，救援人员对其健康状况进行监测。

这不是它第一次现身钱塘江。12月4
日，市民就曾在钱塘区二十工段发现一只约
2米长的海豚搁浅。经过救助后，海豚回到

水中。谁知两天后，也就是12月6日上午
10点30分，市民吴先生钓鱼时，在下沙钱塘
江江段850盘头江面上，又一次发现了海豚
的身影，“刚开始看到的时候，感觉海豚还是
很活跃的，一直在游来游去。最近的时候，
大概离岸边只有10米。”

海豚情况怎么样？它有没有受伤？
“目前，海豚还比较活跃，不宜干预，救援

难度也比较大。”杭州临平区蓝天公益救援中
心队长东麟，也是本次救援行动的总指挥。

“相比前两天，这只海豚的活力在下降，
仅凭它自己的努力很难再游回海里。由于海
豚的活动范围比较大，对救援也造成了一定难
度。”长乔极地海洋公园救援队常队长介绍道。

下午3点左右，第二拨救援人员返回岸
上，东麟介绍：“海豚比较活跃，尾巴有一些
伤。”大家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海豚较为活跃，不过活力在下降”

记者 韩佳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