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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婕 何奕欣
通 讯 员 薛竣涛

历史悠久为“老”，技艺传承见
“字”，享誉天下有“号”。对很多人来
说，老字号就是记忆力的一家铺子，一
种味道，一抹乡愁。

为进一步推动江苏老字号传承保
护与创新发展，近日，省商务厅、文化
和旅游厅等5部门发布第三批江苏老
字号名录，常州市中意食品有限公司
成为常州经开区首家“江苏老字号”。
此外常州经开区还拥有市级老字号一
家，另有多家后备培育企业。

常州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靖
飚表示，老字号既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文
化积淀，也是一个经济课题。如何做到
经得住数十载的风雨，又经得起市场洗
礼？如何守旧谋新，与时代同频？回顾
老字号们的发展史，一次次的扭转乾
坤，都离不开对工艺的细致追求和对消
费群体需求的深刻洞悉。唯有如此，才
能踩准时代节奏，在市场翻涌的大潮中
乘风破浪、屹立不倒。

守住经典 传承记忆

说起老字号，很多人第一反应总与
“百年传承”“匠心独运”等词语密不可
分。历史的沉淀和岁月的考验，让老字
号在传承中多了一份韵味和情怀。

常州中意食品有限公司以“横
山肉松”为主要产品，几十年来品质
不改，松酥鲜香，入口即化。如今的
当家人钱俊是第三代传承者，他时
不时回横山桥老街看看横山肉松的诞
生地——老街饭店。虽说店招已经模
糊，但他时刻提醒自己要把横山肉松
的品牌、品质好好传承下去。

横山桥老街饭店，创办人是钱俊之
父钱宗义。爷爷钱叙生希望儿子学门
手艺，将钱宗义送到肉松车间，向他传

授加工技法。1977年，钱宗义回到芙蓉，
在横山桥镇东老街饭店工作，制起了肉
松，与卤菜一起进行售卖，很快一炮打
响。1981年，横山食品厂成立后，加速了

“横山肉松”的品牌影响力，上世纪90年
代，横山食品厂改制为常州市中意食品有
限公司，“横山肉松”迎来全新发展期。

2008年，学习酒店管理的钱俊经过
几年工作历练，回到成立不久的常州中
意食品有限公司。28岁的他传承了父
辈的学徒精神，在一线岗位锻炼，熟悉每
一道工序，持续多年学有所成，当上了生
产部经理。“横山肉松的制作技艺百年来
一脉相承，其中最重要的是煮制肉蓉时
掌握好火候。”钱俊表示，沸水蒸煮几个
小时，肉块逐渐变得软而酥松，选准时机
捞出，搓好的肉蓉细而不柴，炒制肉松才
能保持香酥口感。

守住旧情怀细节的还有“常州老字

号”沙裕昌变蛋坊。在戚墅堰牌楼巷，沙
裕昌变蛋坊的一颗“黄金皮蛋”享誉天下，
从材料到制作工艺，传承人沙骁始终坚持
绿色理念。为选用75克以上的新鲜鸭
蛋，他寻到了国家水禽基因库主任王健那
里，挑选到优良品种。“虽然化学方法操作
简便，成品率更高，但我们还是坚持绿色
健康的古法制作。”沙骁介绍，清洗干净后
下到灰浆里裹满浆水，然后加食盐、碱少
许，再拌以砻糠，敷在蛋壳上，送进恒温室
里等待2个月，美味就此诞生。

“现在变蛋的配方是改良后的第4
版，也是我最满意的一版，两年前才完全
确定下来。”沙骁介绍，变蛋制作过程中
每一样材料都要经过精细化称重，一个
个数字配比的背后是一次次不断尝试。
最初一版配方是沙骁在去上海走访学习
时找到的，但尝试时发现口感并不满意，
经过多次调整，终于在保证成功率的基

础上将碱的用量降到最低。
“入口绵密，唇齿留香数分钟”，或许

变蛋不是一眼爱上的食物，但不少客户都
是尝过之后的回头客。这些年沙骁一直
走在文化传承的路上，他将《清稗类钞》
《兴化县志》《武进工业调查录》等书籍上
有关沙氏变蛋的内容收集记录，在青果巷
历史文化街区“沙裕昌传承馆”里还特意
设立了历史及科普展示墙与游客分享。

顺应市场 创新破圈

近几年，老字号的守艺者不断破圈突
围，贴近年轻人的消费习惯，用新思路、新
玩法“破圈突围”，迈上发展的新台阶。

“中意食品根据不同消费者需求，逐
步开发高钙肉松、无糖肉松、奶香肉松等
新品，并推出礼盒包装。”钱俊表示，除了
在新品研发、包装设计上下功夫，中意食

品积极拓展消费场景，农民丰收节、年货
节、老字号活动及线下大型商超都能看
见它的身影。公司还组建了营销队伍，
深入老年旅游集散地、养老院、老年公寓
等地销售高钙无糖肉松，增加经济收益。

2018年起，中意和沙裕昌不约而同
触网发展，开设淘宝店，又贴合年轻人需
求，入驻抖音等网络平台，收获源源不断
的好评。沙骁告诉记者，他这几天下单
了专业设备，准备用短视频的形式介绍
沙裕昌变蛋的历史沿革、制作技艺、传承
故事，第一期内容将于本月上线。“如果
仅仅直播带货、销售单品，那意义不大。
我更想做内容电商，跟大家分享变蛋的
文化底蕴。”网上知名度也转为线下合
作，沙裕昌变蛋跟万豪、香格里拉、九州
喜来登、坊上人等大型连锁酒店展开合
作，产品远销山西、西安、江西等地，固定
供销占总销量比重高达50%。

两家老字号还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
展。“我们与附近的农村大型养猪场合
作，定期收购。既带动附近的农户增收，
也保证原料新鲜优质。猪肉鲜嫩多汁，
制成的肉松才能色泽鲜艳、味道鲜美。”
钱俊介绍。

4月11日，沙骁受邀赶赴高邮，参
加2024中国蛋鸭产业链创新大会，“这
次主要是想看看能不能在变蛋的产业
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上进一步延
伸。”沙骁表示，接下来可能会尝试生产
皮蛋酥等衍生产品。

一品一策 协同发展

常州经开区多措并举盘活存量资
源，不断助力老字号实现企业焕新、产业
焕新。“在申报江苏老字号的过程中，区
投资促进局提供了很大帮助。”钱俊告诉
记者，此次申报更新了流程和标准，让企
业有些措手不及。常州经开区投资促进
局帮忙对接各档案馆，收集整理市志、镇
志有关材料。“区里在我们车间设备更新
升级时，提出了有效建议。积极帮助企
业对接全国各地的展销会，扩展了横山
肉松的知名度。”钱俊说。

常州经开区投资促进局商贸服务科
工作人员薛竣涛说：“下一步，我们将重
点扶持一批如‘蒋凤记’‘玉螺泉’等老字
号品牌，着力将老字号打造成促消费的
重要引擎。”蒋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单丽萍表示，去年企业股改时，区里多
个部门工作人员联合走访调研，提供了
很多建议，在企业开拓电商经营模式过
程中也给予了资金补助。目前，根据前
期走访调研，常州经开区从历史文化、质
效规模、创新发展能力、品牌培育建设等
方面进行评价，明确各个企业存在的问
题，规划发展目标、任务举措，切实提升
企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发展一家带动一批。下一步常州经
开区投促局将助推老字号企业的示范引
领作用，树立一批诚信经营、规范发展、
创新驱动的标杆典范，带动其他企业在
保留自身特色和工艺传承的基础上不断
开拓创新，推动本区内老字号企业品种、
品质、品牌全面转型升级。

“倚老卖新”闯市场
老字号迸发新活力

开在青果巷的沙裕昌变蛋坊传承店是文商旅融合的尝试

制作肉松

变蛋老街饭店

□本报记者 李垚 何奕欣 高岷
通 讯 员 赵玉涵

“虽然最近备耕忙，但是动物防疫
也不能忽视，春天是动物流感高发季
节，一定要注意，有啥情况手机联系
我。”4月11日下午，春日暖阳把蒋国俊
的脸晒得通红，作为横林镇畜牧兽医站
的兽医，他顾不上休息，为卫星村村民
老孙的500只家禽打好禽流感疫苗后，
他脱下防护服，驱车前往下一个点位。

53岁的蒋国俊是兽医，也是常州
经开区农技员队伍里的一员，他们中
的大多数人和蒋国俊一样，受过专业
教育、拥有一技之长，但甘愿留在农
村，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田间地头挥
洒着汗水，却乐此不疲。他们言传身
教，成为农民朋友的好帮手，更让一项
项农业科技真正落地”，惠及农民。
春耕季里，这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构成
了农技推广事业的最美群像图。

推广技术 做好后勤

“挖个坑，刨个土，数个一二三四
五。”在遥观镇采菱小菜园外，年轻农
技员戴心怡头戴草帽，笑着用口诀向
菜农介绍生菜、苋菜、白梗菜等蔬菜的
种植方式。临近中午，遥观农技员小
队跑了4家菜园，仍未收工，队员们扛
着设备、顶着太阳，来到一个个菜园
内，现场指导种植户春耕事项。

“看到他们来我就安心，有问题在
现场就能问个清楚。”在勤新村小菜园
内，“85后”种植户杨兴旺正驾驶中型
拖拉机平整田地，为播种蔬菜做准备，
见农技员们来，杨兴旺老远停下车，挥
手冲队员们招呼。在农技站的指导
下，这位安徽小伙从门外汉成为种菜
能手，“我一个人可以承包下这40亩
的菜园，一年也能有十多万呢。”

在杨兴旺承包的小菜园内，农技
员帮忙安装的信息素诱捕灯成为绿色
农业的得力助手，这套装置通过人工
合成性信息素引诱，对蛾虫进行大量

诱捕，大大减去了种植户除虫的困扰。
“这套新技术从安利到安装，都是李站和
小戴一点点教会我的，有问题就手机上
问他们，不怕学不会。”杨兴旺说，去年自
己第一年种玉米，因为对天气把握不准，
结果导致一万多斤玉米滞销，多亏了农
技员帮忙，很快就找到了销售渠道。

除了技术安利外，遥观农技员们还
承担着农药残留检测、菜品安检等工作，
有了技术的支撑，加上后期的保障，遥观
镇的农技员小队让“杨兴旺们”放心扎根
田园，静待丰收。

把“麦”问诊 现场指导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在横林
镇，3500余亩冬小麦逐渐步入抽穗扬花
期，也是小麦赤霉病的高发期。

“麦田里要是未来出现了一部分的弱
苗、病苗，有什么补救措施吗？”4月7日下
午，天空中飘着细雨，田埂边上，当地种植
大户不停地向常州经开区农工局农业服
务科工作人员韩洋琳咨询各类问题。

“每株麦苗分几个蘖，是旺苗还是壮
苗，都要了解清楚，这样才能因地制宜、
分类管理。”今年开春以来，韩洋琳带领
着农技小队在常州经开区走村入户，对
麦田进行“把脉问诊”。

此次来到横林田间，他们还邀请了农
业专家、市农业综合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金
军现场指导。麦田里，专家们蹲下身子，拔
起一棵麦苗仔细端详，拔出几棵仔细对比，
又将小麦赤霉病的防治药品、时间以及防
治方式等相关技术给现场的种植户们一一
指导，对农户的问题现场一对一解答。

“专家问题看得准，解决问题的方法
更是好，我们基层农技员在现场边听边
学，收获也不少。”在韩洋琳的手机里，存
着不少当地种植大户的电话号码，也存
不少农业专家的联系方式。春耕春管期
间，韩洋琳经常把拍的一些麦田照片和
视频向专家请教，及时指导农户科学种
植，确保小麦生产丰收，保障粮食安全。

“专家们来现场指导，让我也学了不
少。”韩洋琳说，在农田一线多跑跑，跟着

专家学的时间长了，她也渐渐成了种田
的“老把式”。

下村入户 已成常态

“横林全镇有各类家禽两万多只，加
上羊、狗等家畜，共有两万三千只。”“春
防”期间，横林镇畜牧兽医站兽医农技员
蒋国俊和同事在各村各户的大棚内外连
轴转，脸晒得通红。

“春防”指的是春季动物防疫行动。
在4月到5月期间，蒋国俊和同事要穿
上厚厚的防护服，为辖区家禽、家畜打各
类疫苗，。整日与鸡鸭鹅等家畜为伴，旁
人眼中又脏又累的工作，两位兽医苦在
其中，也乐在其中。

“动物一旦出现重大疫病，比如高致
病性禽流感、非洲猪瘟等，都是无法治愈
的，只能集中扑杀。如果控制不住，就会
给畜禽养殖产业造成巨大损失。”蒋国俊
说，兽医站目前主要工作职责，就是做好
动物疫病的预防控制。为做好这项工
作，蒋国俊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
春秋两季为所有畜禽打疫苗，进行集中
免疫，夏季还有定点开展的夏防工作。
常见家畜的流行病有十几种是人畜共患
的，他们工作时还要“全副武装”，穿上厚
厚的防护服。

在农户的大棚内，蒋国俊和同事一人
搂住羊头，一人迅速将针头扎进羊的臀
部，两人配合默契。“这是为羊羔打的小反
刍兽疫疫苗，家养羊的常见疾病。”打完针
后，蒋国俊摸了摸羊头，小心翼翼地把羊
羔抱回地上。“羊羔和孩子一样，得哄着
它。”长期工作下来，蒋国俊为各种动物打
针又快又准，每次最累最耗时间的环节是
把鸡鸭鹅等灵活的家禽抓住。

“早前横林还有牛市，兽医站还要负
责检疫屠宰工作，那才是真的从早忙到
晚。”过去忙碌时，蒋国俊一天要接到不
少农民的求助电话，有时在深夜都要出
诊，多年义务上门防疫跑下来，他和很多
农户都成了朋友，闲暇之余，蒋国俊还会
参与狂犬疫苗科普等志愿活动。“守护全
镇的动物健康，很光荣。”

春耕季节，农技员们下乡忙——

广阔“田”地有作为

本报讯（何奕欣 梅嘉慧）4月11
日，记者从遥观镇了解到，我省多部门
联合组织开展第九届省道德模范评选
表彰活动，近期正对表彰人选予以公
示，遥观镇留道社区居民薛巧真入选
见义勇为类。

“快来人啊，有人掉在水塘里
了，有没有人啊……”2022年 7月 7
日上午，正在家中做饭的薛巧真依
稀听见窗外有孩子哭喊声，赶紧跑
出家门。来到附近河岸边，只见水
面上一双小手在慌乱地挥舞，她立
即跳入河塘，用尽力气将落水的孩
子救上岸。

尽管薛巧真身有病痛，但是面
对他人之危从来都是挺身而出、迎
险而上，10年来这已是她第3次救
起落水儿童。“大家面对这样的情
况，肯定都会毫不犹豫。”薛巧真同

时也提醒家长，一定要看顾好自家
小孩，尤其要远离河边、水塘边等比
较危险的地方。

薛巧真近两年还担任了村里的
义务“巡河员”，每周定期巡查村上各
个小河塘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作为志愿网格员，她看到村上有杂物
乱堆放现象，也会在下班后去沟通交
流，提升人居环境。“邻里需要帮助，
她都会来帮忙。”“平时她都很低调，
但有事总是冲在最前面。”在乡亲们
眼中，薛巧真乐于助人、积极向上、充
满正能量。

薛巧真曾荣登“中国好人榜”“江
苏好人榜”，遥观镇以薛巧真的故事为
典型，开展宣传宣讲工作，“好人文化”
蔚然成风。截至目前，全镇有22人获
得中国好人、江苏好人、常州好人荣
誉，位居全区前列。

薛巧真获评省道德模范

本报讯（李垚 徐哲）春节前，消
费者倪先生在横林镇某KTV唱歌时
购买了2箱啤酒，由于没有喝完，有
18瓶暂存在商家处。近日倪先生又
前往该KTV进行消费，想要取出上
次存放的啤酒，遭到商家拒绝。商家
表示因为存放期已经超过1个月，无
法提供。倪先生多次与商家协调均
未果，无奈之下投诉到常州经开区消
费者协会横林分会。

接到投诉后，消协工作人员对
商家销售的该酒类饮品及相关存放
服务进行了检查。商家提供了倪先
生的消费记录，存放啤酒相关情
况。商家表示由于存放的酒类饮品
数目实在太多，无多余空间进行安
置，所以设置的保管期为 1 个月。
商家同时也会提供一个暂存酒类饮
品的卡片，上面标清楚存放酒的类

目及数量，并且卡上也会有保管期
为 1个月的温馨提示。通过协调，
商家愿意在倪先生下次消费时，提
供倪先生当时存放的啤酒并与倪先
生做好解释，倪先生表示理解，接受
该处理方案。

常州经开区消协横林分会提醒，
消费者在KTV保存酒的时候，应当
索要购买凭证、寄存凭证和检查酒
品标签。无论是寄存顾客自带酒水
还是KTV提供的酒水，都应保留购
买凭证（如发票、收据或电子交易记
录）和寄存凭证。这些凭证可以作
为酒水来源的证明，也方便顾客和
KTV进行后续核对；检查酒品标签，
确保酒品上有清晰、完整的标签，包
括酒名、生产商、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确认酒品的真
实性和品质。

KTV寄存酒逾期作废
横林消协细致维权

本报讯（孙婕）“定了！稻米果
蔬生产园落到咱们村，本月初动工。”
4月7日，记者联系到常州经开区横
山桥金丰村党总支书记金文华时，对
方激动的表示。这也是东农现代农
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首个开工
项目。

4月12日，记者在项目所在地于
S232省道两侧、戚月线北侧看到，施
工班组已进场，正在开展清表、填塘、
沟渠基础开挖等工作，整个项目预计
5月末竣工。

“原本这片区域也有种植蔬菜、水
果，但很分散，土地质量也不高，这次

推掉了一些大棚，规划成水芹养殖片
区，分散种植的草莓田统一规划，戚月
线北面是主要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区。”
金丰村工作人员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此次工程将过去地
块零散、产出低下的小田整合成“田成
方、路成网、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
的良田，打造高效节水灌溉区域550
亩。项目建好后将着力提升农田基础
设施和耕地地力，果蔬区域注重田园
风貌和村域环境有机统一，后续还将
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等应用提升稻米
果蔬生产基地的智慧化程度，加快推
进农业现代化。

小田块“大”改变

稻米果蔬生产基地开工建设

本报讯（孙婕 夏晨希）近日，一
场别开生面的婴幼儿亲子活动在潞城
街道东方托育园热闹开展。20余组
萌娃带着好奇和向往，在外籍志愿老
师的带领下唱儿歌、做游戏，开展一场
跨文化交流。

亲子活动新鲜有趣，上门服务温
馨有爱。游戏用具、绘本书……早上
8点多，东城幼儿园托育中心的老师
谭启婷就整理好行李箱，与同事一起
奔赴港龙新港城，为小朋友六六开展

“一对一”上门服务。
东城幼儿园自今年起开设“一对

一入户指导”公益服务体验活动，以儿
童+父母+医育融合3个维度的全科
教育服务理念为宗旨，帮助0—3岁婴
幼儿家庭树立正确育儿观念，掌握科
学育儿方法，提高婴幼儿家庭科学早
教水平。

由于上门服务老师们都带着一个
卡通行李箱，被大家生动地称为“行走
的托育箱”。

六六的父亲是一位货车司机，经
常在外出差，母亲则承担起了大部分
教育工作。“孩子两岁半了，口齿还不
算清楚，我担心他只跟我互动，去幼儿
园需要很长的适应期。”

六六父母便打算为孩子选择托育场
所。“我们幼儿培训中心了解过，但课程
设置上小孩的兴趣不大，所以就近了解
有没有合适的托育园。”六六妈妈说，一

次到东城幼儿园了解托育情况时，谭启
婷主动告知可以一对一上门服务，了解
幼儿情况，通过互动观察幼儿的专注力
等，给出相关育儿意见，并形成成长报告

给予家长参考。
30分钟的互动课程中，谭启婷发现

六六对汽车玩具专注度很高，家长担心
的口齿问题可以通过绘本阅读引导表
达，塑造语言训练环境。“后期还会通过
家庭互动来帮助孩子适应托育中心的生
活。”谭启婷介绍，他们主要从教育+养
育有机结合的角度，为父母补充了父母
角色的知识，情绪管理的方法，家庭规则
体系的建立，以及如何建立亲子关系等。

随后，常州经开区街道卫生服务中
心儿保科丁医生简单向家长询问了幼
儿日常的饮食起居和身体健康情况。
丁医生说，及时了解个体的生长发育情
况，及时发现健康问题并及时干预和指
导，也能为家庭及婴幼儿的照顾者提供
良好的育儿指导服务，增强家庭的科学
养育能力。

“上门送课真细致，老师发现了我们
家长忽略的一些行为和能力，缓解了我
的焦虑。”

六六妈妈说，打算提前半年让孩子
到托育中心适应幼儿环境。

近年来，全区逐步探索推进优质托
育服务，积极倡导“幼有所托，幼有善育”
的理念，全面构筑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
缓解年轻职场父母们的带娃焦虑。

托育点建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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