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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福兴虾籽面因登上5月2日《舌尖上的中国》之后“走红”，芜湖小笼包被央视《一城
一味》报道后更加“受宠”，那么，在满足大家味觉享受的同时，食品安全问题能否让大家放
心呢？5月26、27日，全省小餐饮食品安全整治规范工作现场会在芜湖举行，星报记者探
访了舌尖上的美味是如何“炼”成的。

孙斌园 记者 赵莉

在巢湖西岸，肥西县严店乡西葛
大郢，77岁的葛懋琦老人在自己家祖
上的古屋里，拿着照相机记录下一砖
一瓦，在她看来，9岁离开直到变成耄
耋老人回来，故乡对于她这个游子来
说，还是如此的亲切……但现在这里
的千年古村、百年古屋也面临着岁月
的侵蚀，露出破败的一幕，而老人下定
决心，要将千年的文化、祖辈的文明创
造传承下去。

记者 祁琳/文 程兆/图

官方声音

虾籽面“走红”每天排“长龙”

“自从节目播出之后，又恰逢五

一小长假，前来品尝虾籽面的游客排

起了长长的队。”高述红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平时大约每天能卖

出1000碗，而节假日销量能翻倍，由

于《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耿福兴的

门店经常是排起“长龙”，有的外地顾

客因为要赶路时间来不及，只能遗憾

离开。

“虽然我们以前也经常去吃，但

是现在虾籽面出名后，我们要吃上一

碗也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吃到。”芜湖

当地的一位市民王先生告诉记者。

高述红介绍，虾籽面至今拥有近

百年历史，凡到店的人，都要以亲口

品尝为快。“虾籽面有三大特点：独特

的虾籽味道鲜美、特制的面劲道有嚼

劲、不含添加剂的筒子骨熬汤，北方

的面与南方的水完美融合，再配以葱

花、酱油等作料，看似做法简单，其入

口鲜美无比，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

应是这种独特工艺制作，鲜香无

比的口感使虾籽面得以代代传承，时

至今日，广大顾客仍能品尝到鲜美的

虾籽面。而这样一碗虾籽面，售价仅

为每碗８元。

虾籽量不够 将立即停售

虾籽面走红，慕名而来者络绎不

绝，虾籽量是否能跟上销量供应呢？

高述红坦言：很可能不够！那么如果

不够，会否用鱼籽、蟹籽等来代替

呢？其质量如何保证呢？

“绝对不会，如果虾籽量跟不上，

为保证虾籽面质量，我们将立即停

售，等虾籽再次上市时，再告知顾客

前来品尝。”高述红介绍说，一碗地道

的虾籽面，只能选用长江流域的青虾

作籽为材料。耿福兴每年都要派专

人去长江流域的几个固定区域收购

虾籽，收购价每斤至少要500元。一

般情况下，10月份是虾籽量最大的时

节，此时耿福兴将收购来的虾籽，利

用独创的工艺进行加工，以作备用。

此外，虾籽面在央视播出后，在

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很多人认为

虾籽面的价格可能要上调，到底会否

调价呢？“在虾籽原材料上涨的情况

下，耿福兴将坚持原价格不变。”高述

红肯定地说。

巢湖岸千年古村百年古宅面临拆迁？
77岁的退休女教授回到家乡想把祖辈文化保护起来

葛懋琦老人仰望古宅

虾籽面会用鱼籽或蟹籽等替代吗？

耿福兴掌门人高述红：
绝对不会，如果虾籽不够就停售

老人的家乡是一座千年古村

葛懋琦老人是武汉科技大学退休教

授，在一次翻阅葛氏家谱的过程中，发现她

的故乡是一个千年古村，儿时的记忆涌上

心头，思乡的情绪越来越浓，2009年，她便

开始编写家史。

在《葛氏家谱》中有记载，900多年来，

我们的祖先一直住在这里。为了说明村庄

历史悠久，葛懋琦调查了葛大郢几个村现

在的部分住户，请他们至少提供两代人的

姓名，然后翻阅家谱，从古至今，查历代祖

先的姓名，于是发现很多亲缘关系。

“从始迁祖葛升将军，公元12世纪初叶

南宋绍兴年间由江西迁入现在的肥西，近千

年以来，他的二儿子葛富后裔原居住在永乐

港北一带。”葛懋琦介绍，目前葛大郢也就位

于永乐港之北，葛大郢有五个自然村，上葛、

东葛和西葛，西葛含西葛大郢、墩子及小郢，

而西葛大郢则是葛懋琦的故乡。

曾经辉煌的古屋古井已逐渐破败

在葛氏家族人的记忆中，在上世纪四

十年代，西葛大郢整整齐齐一排房子，约有

一百多米长，十三个大门，每个大门里有三

至六进房子，住着同祖的几家人。

现在随着岁月的流逝，古屋或拆或倒

塌，现在只剩下葛世桢的五进故居，葛世桢

是葛懋琦的曾祖父，葛世桢是晚清举人，他

不走仕途之路，终生以教师为职业，由于教

书有名，授五品大夫衔，1895年，日本侵略

者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他在北京

同举人们一同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是“公

车上书”者之一。

在古屋里，岁月已经给它们留下了深

深的痕迹，但丝毫不减当年的辉煌。

在这里，葛懋琦度过了9年的快乐童年

时光，而门前的一口古井，也是她回忆的源

泉，此时的古井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风貌，但

是深刻的井痕也能看出当年的功效，“即便

是干旱之年，井水依旧上涌，附近村庄的都

来此打水，井水清甜，微带碱性，妈妈煮粥

用井水，非常好吃。”

老人想保护千年历史沉淀下来的文化

回到故乡之后，葛懋琦老人看到家乡

千年的文化正在沉寂，有了想盖一座具有

乡村特点的民俗博物馆的想法，而眼下流

传一个说法，因为环巢湖大道的建设，周围

的房屋面临着拆迁，而这些古屋距离巢湖

也就一两公里的路程。

“很多地方的度假村，缺乏地方文化，

没有农村特点，我就想，依靠古屋古村，用

真正的文化教育后人。”葛懋琦目前还在通

过走访家乡老人，采集民歌民谣。

但目前要拆掉古屋的说法不胫而走，

让葛懋琦老人非常担心。昨日下午，记者

也联系上肥西县文物管理所席所长，他告

诉记者，之前他去过西葛大郢，看过古屋古

井，是文物可以确定，要保留下来，但可惜

的是房子档次不高，破坏严重，房屋结构也

有变化。不过他也表示，如果要拆迁，他们

会与乡里先通气，是异地重建还是现场维

护可以再协商。

探点一：芜湖三山区小微餐饮示范街

曾经的“脏乱差”全部过了85分

土菜馆、风味小吃、特色火锅、水煮鱼

……5月26日下午，记者跟随现场会观摩

团一起来到了全长1000余米的芜湖三山

区小微餐饮示范街采访，看到这些美味的

小吃。这些美味小吃的安全如何保障呢？

芜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2013年，该区决定通过三年时间

分批次对小微餐饮实施“353”后厨改造和

“122”管理提升规范达标整治，努力打造舌

尖上的食品安全。

据介绍，整改之前，三山区绝大多数小

微餐饮达不到60分，评分只能达到 III 级，

整治后全部达到85分以上，I级标准。

探点二：张家山芜湖小吃一条街

50余种小吃零门槛进驻“大管家”把控

“投诉事由：xx麻辣烫、赤豆酒酿内有

异物，要求赔偿并退款。”“处理结果：退还

赤豆酒酿，并赔偿15元。”在张家山芜湖小

吃一条街内的公示栏处，记者看到这样一

则投诉处理登记表，这也是该条街整改之

后的一个创新点所在。

据了解，小吃街50多家小餐饮经营户

全部是零门槛入驻，不收任何房租，相关部

门对他们实行“五统一”，即：统一合理布

局、统一设备要求、统一食品安全管理、统

一食用油等主要原料、统一餐具清洗消毒。

星报记者探访舌尖上的美味是如何“炼”成的

虾籽面小笼包 小吃美味“有文章”

芜湖市食药监局副局长郭力：

3200余家小餐饮“达标”

郭力介绍说，芜湖市现有各类登记在

册的餐饮服务单位 8000 余户，经过整改，

95%以上的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和培

训合格证明，3200 余户小微餐饮取得整规

达标证书，创建了小微餐饮整顿规范管理

示范街13条。

省食药监局食品消费监管处处长凌以文：
今年底每个市至少整规一条小餐饮街
凌以文介绍说，到今年底，我省要求每

个市、县（区）至少要整治规范一条小餐饮

街，成为小餐饮食品安全示范街。每个县

（区）要达到 100 家以上小餐饮示范店。省

局将把各地小餐饮食品安全整治规范工作

纳入年底年度目标绩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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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

古宅门前的老井

安徽著名小吃——耿福兴虾籽面在5月2日《舌尖上的中国》第三集《时节》中首
播后，其知名度、关注度可谓是爆棚，不少游客纷纷前往芜湖品味虾籽面，但同时也引
来一些质疑：这么多人去吃虾籽面，虾籽供应量能保证吗？会不会用鱼籽或蟹籽等物
品替代呢？价格会否上调？昨日，记者采访了耿福兴掌门人高述红。

孙斌园 记者 赵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