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拉进社区与居民之间的距离，同时让辖区特殊老人感受

到节日的温暖与祝福，2023年12月18日下午，合肥市庐

阳区双岗街道五河路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联合五河路

社区关工委、妇联、工会开展“浓浓饺子香暖暖冬至情”

节日主题活动。活动当天，工作人员早早地为大家准备

好食材及工具。下午，大家齐聚一堂，切菜、剁肉、调馅

儿、边包边聊……居民们分工合作，配合默契。作为中

国传统的手艺，包饺子不仅是一项技巧，更是一种团结

合作的象征。大家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快乐地包着饺

子，其乐融融。人多力量大，一排排胖胖的饺子很快便

包好了，一个个皮薄馅大的饺子摆满了桌子，大家边聊

家常边欣赏，不时分享包饺子的技巧和心得，交流生活

趣事，场面温馨而祥和，充满着“家”的味道和温暖。

活动最后，工作人员将饺子分别送到社区独居、退

休老人及行动不便残疾居民家中，为他们送上冬日的

祝福与关怀。肢体四级残疾的李大爷激动地说道：“感

谢你们的关心，被你们惦记，心里暖暖的！” 齐春燕

浓浓饺子香 暖暖冬至情

12月12日，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办的“2023中国文

旅名城餐饮烹饪大赛”在上海榕港万怡酒店举行。砀

山烹饪协会会长宋远华和徐卫利、王新、赵平房等4

名厨师参赛。在激烈角逐中，赵平房、徐卫利分别获

得个人赛两个金奖，砀山团队获得团体赛银奖。

比赛中，宋远华团队以砀山酥梨为主要原材料，精

心制作出酥梨虾球、梨丝卷等多个特色菜品，并组成“砀

山酥梨宴”。酥梨宴最鲜明的特色是几乎每道菜肴都

以不同分量的酥梨和酥梨制品为原料，选料考究、烹制

精美；不仅注重清淡可口，而且营养搭配比较合理。

“新徽菜”讲究将传承经典与创新特色相融合。

“此次我们参赛的10多道作品都是在砀山菜品的基

础上，将酥梨文化和黄河故道文化叠加在一起，对食材

搭配、烹饪方法、味道层次、菜品名称等进行大胆创新，

充分展示酥梨宴在饮食文化方面更高的追求。”砀山烹

饪协会会长宋远华说。

砀山团队在全国餐饮烹饪大赛中“摘金夺银”，他

们的精湛烹饪技艺和独特的菜品创意，不仅为砀山县

餐饮业增添了新的活力，也进一步弘扬了砀山酥梨文

化，提升了徽厨技能的知名度。 李艳龙

“砀山酥梨宴”全国大赛“摘金夺银”

星报讯（张欣欣 记者 禹志强） 近年来，宿州埇

桥区西二铺镇顺势而为，聚焦于打造草莓特色产业，

大力调整优化种植结构，持续深化拓展发展模式，让

村民通过种植草莓，实现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日前，记者来到西二铺镇二铺村草莓采摘园，整齐排

列的草莓大棚内正孕育着无限“莓”好生机。室外寒气逼

人，棚内温暖如春，精心种植的草莓正处于开花期，小部分

已结果。

草莓采摘园负责人汪海庭告诉记者：“由于土壤肥

沃，光照充足，草莓口感非常好，能吸引周边群众前来

观光采摘。”为了保证草莓的口感，汪海庭不仅选择优

良的草莓品种，在管理上也下足了功夫，采用蜜蜂自然

授粉的方式，种出的草莓不仅营养丰富，而且粒大饱

满、酸甜可口。

随着草莓产业不断发展，汪海庭的草莓种植规模

从最初的几个棚发展到如今的23个棚。“棚内的草莓

主要是章姬、红颜、淡雪三个品种，这些草莓是今年8

月份种的，现在陆续开始上市。”草莓采摘园负责人汪

海庭指着草莓向记者说道，“我们这里草莓实现了一

年两产，尤其是夏季草莓供不应求。”

“目前，我承包有26亩地，草莓大棚23座，我们草

莓主要销往宿州周边城市，年销售额能达到50万元左

右。”草莓采摘园负责人汪海庭告诉记者，这几座大棚

一年能够提供10多个稳定就业岗位。未来，他将扩大

草莓种植规模，打造不同类型的草莓种植大棚、草莓采

摘园，延长产业链，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增收致富。

宿州埇桥区：草莓熟了 果农开启“莓”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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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彭红玲 记者 赵汗青 文/图） 12月 16日，

《小说选刊》“包公故里杯·优秀小说奖”颁奖仪式在安

徽肥东隆重举行，同时拉开了“全国文学名家肥东行”

的序幕，为肥东县加速创建“中国文学之乡”注入强大

的文学力量。

本次大奖获奖作品为2022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

《小说选刊》杂志公开出版和发表的小说作品，经遴选，

共有9部作品确定为获奖作品，其中肖勤的《海边的向日

葵》、杨遥的《理想国》、翔虹的《过节》3部作品获优秀中

篇小说奖，南飞雁的《景区》、丁真的《长岐西路》、张戈的

《问薛师傅的走掉》3部作品获优秀短篇小说奖，梦野的

《老家老哥》、徐向林的《领作》、吴远道的《归去来兮》3部

作品获优秀微小说奖。

颁奖仪式上，肥东县还安排了原创黄梅戏《七仙女四

赞》、庐剧《包拯审蛋》、原创诗朗诵《我把诗读给你听》等

节目，彰显了肥东优美的自然景色、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强

劲的发展势头。当天下午，获奖作家及评委还实地考察

包公故里文化园、桥头集镇爱情隧道、撮镇镇先锋社区村

作协和撮街，深入了解肥东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品牌打造

及文学创作情况等。

此次活动还吸引了来自全国的获奖作家和数十位作

家、评论家、影视导演以及文化界人士齐聚肥东，共赴文

学盛宴。近年来，肥东县委、县政府深入实施“文化强

县”发展战略，将文化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将文化发展纳

入提升县域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一环，连续多年举办“中华

经典诵读”“全民文化月”“戏曲进校园”等品牌文化惠民

活动。

《小说选刊》“包公故里杯·
优秀小说奖”颁奖仪式在肥东举行

星报讯（记者 张亚琴 实习生 程东昕然) 祁红创

制于1875年，祁门红茶为世界三大高香茶之首，中国传

统十大名茶中唯一的红茶珍品。2022年，祁门红茶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人类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

录，进一步厚植祁红发展根基。近年来，安徽黄山市以文

化赋魂、产业赋能、科技赋力，统筹做好“三茶”文章，讲

好“祁红故事”，让老品牌焕发新生。

“茶主题+”业态多元化

谈起祁红，世人惊叹于天赐好物：其外形条索紧细，峰

苗秀丽，金毫显露，色泽乌润，香气浓郁奇妙，馥郁持久，似

花、似果又似蜜，被国内外茶叶界誉称“祁门香”，是唯一

以地域名命名香气类型的茶叶。祁门红茶有“王子茶”“茶

中英豪”“群芳最”等誉称,一代伟人邓小平曾赞誉“你们祁

红世界有名”。2017年，时任外交部长王毅在安徽全球推

介会上赞誉 其为“镶着金边的女王”。

祁门红茶产业近年来发展情况怎样?记者在黄山采

访时看到，以往印象中的老旧茶厂已难寻踪迹，美丽的徽

派建筑、光电影像的科技展馆、5G化智能生产线，仿佛让

人走进了一个科技世界。

在安徽省祁门红茶发展有限公司(中国祁红科技博览

园)，记者看到，在徽派经典元素的厂房内，标准化生产区拥

有国内先进的工夫红茶智能化加工生产线、智能色选、智能分

选装配系统和自动包装生产线，具有年产3000吨祁门红茶加

工能力;配有标准化祁红茶仓，可为客户提供仓储、配送服务。

祁红博物馆内精彩纷呈：六大展示空间以创新科技

为核心，通过实物展现结合全息投影、幻影成像、情境营

造等技术手段，为游客营造美妙绝伦的视觉体验，领略魅

力中华茶文化之祁红非遗的时代芳华。

此外，茶文化交流中心内设学术报告厅、研学教室、贵

宾接待室等，研发中心建有品质检测室、实验室、研修工作

室和信息文献室，拥有省部级认定的研究平台3个。徽韵

茶香特色街区涵盖名茶品鉴、非遗工坊、非遗传承、大师工

作室、休闲体验、特色购物等诸多“茶主题”业态。

公司负责人王昶告诉记者，在长期的生产经营中，公

司以绿色生态为生产标准，拥有核心产区优质茶叶生产

基地3.6万余亩，其中通过欧盟、美国双标有机认证茶园

基地逾5000亩。公司为安徽省非遗传习基地及科技创

新企业，模范践行传统继承和创新发展的互促并进，且以

非遗大师茶为品质标准，研建了我国首条工夫红茶清洁

智能化加工生产线，实现红茶加工技术重大突破，有效促

进祁红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世界听见祁红的声音”

在黄山市祁门县“祁红故里”平里镇的安徽省祁门红

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祁门红茶集团)，一条洁净的全

自动化生产线引起了记者的关注。公司董事长姜红告诉

记者，这条生产线实现从鲜叶到成品茶的全流程不间断

作业，它代表了祁门红茶清洁化、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迈

入 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也是继承了一百多年前“安徽

省模范茶场”成立的初衷，即通过改良和创新生产技术让

祁门红茶屹立在世界之巅。

成立于2022年6月的祁门红茶集团，其主营业务已

不仅仅是茶叶生产，涵盖茶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科

研、茶生态旅游开发和茶文化传播等。

2023年2月14日，由祁门红茶集团自主研发的祁门

红茶初、精制一体化、5G智能化生产线首台套设备进场

安装调试，3月下旬初制生产线联调试机，精制生产线进

场安装调试，4月上旬生产首批春茶，4月中旬初、精制一

体化、5G 智能化生产线完成联调试机并启动加工生产。

据了解，祁门红茶集团将从种好茶-有机茶基地建设，

制好茶-严守产品质量关，说好茶-祁门红茶品牌打造和祁

门红茶区域公共品牌宣传，卖好茶-线下、线上同步发力做

好市场推广，喝好茶-在黄山、合肥、北京、上海等城市开设

品饮店，后期与外企合作在海外开设品饮点，前端密切联

系茶农，中端联手茶企，后端服务客户，用打组合拳的形式

发力，助力祁红产业高质量发展，让世界听见祁红的声音。

百年祁门红茶：老品牌的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