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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速览文旅速览

通城有什么好吃的，必须有甑蒸
糕。甑蒸糕，绵软粘甜，浓香扑鼻，真是
百吃不厌。

说起通城甑蒸糕，那可是当地独具特
色的风味小吃，主要以粘米、糯米、红糖、芝
麻为原料，经过蒸煮等多道工序制作而成，
味道松软、绵糯，香甜可口，十分有嚼劲。

甑蒸糕采用传统的手工方法制作。
在通城街边售卖的小商贩李女士说：“以
10斤米为例，取粘米7斤，糯米3斤混合
浸泡10小时后，磨成米浆，包好压干，再

用手搓成粉粒，上笼蒸熟。”
蒸笼采用小竹筒或圆木筒穿孔，高

约10公分，直径4公分，内套活塞。上蒸
锅时，先将壶水烧开，再将小甑置于壶
口，壶口以湿布密封，然后将粉粒、红糖、
芝麻投入甑内蒸，约1分钟即可完工。

手艺人制作工序的繁杂，食客自然
是看不见的。

售卖甑蒸糕的摊位一般很小，一张
长条桌，几个长条凳，两只轮番上阵、热
气腾腾的锅，就能带给你一个美味香甜

的早晨——我往跟前一坐，就像回到排
排坐，吃果果的年代，因为条凳上一定已
经有其他“馋猫”在排队等待。

“这两个你先吃着，蘸红糖还是白糖
自己选。别急，你的马上就好。”商贩大
姐经常是一个人同时接待六七位食客，
口中说着客套话，手脚麻利地给食客们
递糖递甑蒸糕。

好不容易等到一个，色泽鲜艳、绵软
滑润、粘甜醇香的甑蒸糕，入口香甜，忍
不住又打包了几个，回家慢慢吃。

吃在咸宁 甑 蒸 糕
本报记者 朱亚平

崇阳县西冲村

文艺汇演惠民生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储璐瑶报道：7月 9日，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在崇阳县青山镇西冲村村委会广
场，以“燃情夏季，筑梦乡村”为主题的西冲村群众文化艺术
节暨云上崇阳线下推广活动激情上演。忙碌了一天的村民
们换上了节日的盛装，纷纷走出家门，共赴一场精彩的文化
盛会。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鼓点，活动正式拉开帷幕。西庄
村村民带来的鼓舞《红歌串烧》、舞蹈《中国范儿》《茉莉花》《千
古一醉》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既有传统民族艺术，也有现代
流行元素，不仅展现了村民们的艺术才华，更体现了他们对生
活的热爱和对文化的传承。

“今天文化艺术节活动很热闹，节目很精彩。刚刚扫码下
载、关注崇阳县融媒体中心各新媒体平台，又得到了奖品，很
开心，以后可以随时随地在手机上关注家乡的新闻了。”西冲
村村民程俊说道。

活动现场，崇阳县融媒体中心开展了“扫码关注有礼”的
幸运抽奖活动，发动群众积极下载“云上崇阳”APP，扫码关注
崇阳县融媒体中心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平台，向观
看演出的村民展示云上崇阳APP功能版块，详细介绍各栏目
的特色和主要功能，引导村民关注本地资讯，享受优质、便捷
的掌上服务等，让村民感受智能服务带来的便捷与贴心。当
晚，还同步开展了防溺水、防诈骗、交通安全知识宣传，增强群
众防范意识，提升群众安全知识水平。

市图书馆

开展暑期志愿者培训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通讯员王紫颜报道：7月8日，市图

书馆迎来了40多位朝气蓬勃的文化志愿者。为使志愿者们
更快、更好地适应图书馆的志愿活动，规范志愿者队伍建设，
强化业务技能，进一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该馆在三楼创
客中心举办了文化志愿者岗前培训活动。

本次培训由馆员周紫燕为大家介绍场馆概况和数字资源
的推广，由馆员周含为大家介绍阅读推广活动，使大家对图书
馆的工作有了初步的认知。

培训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通过岗前培训，自己对文化
志愿服务的认知层次明显提升，志愿服务刚刚开始就已经收
获颇丰。他们将利用业余时间，全身心地投入到图书馆文化
志愿服务工作中，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服务，推动暑假活动顺利
进行。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文化志愿者服务工作是图书馆延伸
社会服务，倡导“服务社会，传播文化，提升自我”志愿服务理
念，有效发挥图书馆阅读推广主阵地和社会教育职能的一项
重要工作。为推动市图书馆暑假活动的开展，培育社会志愿
服务精神，该馆面向社会公开招募文化志愿者，广大志愿者纷
纷踊跃报名。

风润茅井荷泛香
本报记者 陈希子

市群艺馆

合唱提升培训班开讲
本报讯 记者章文静、通讯员张端报道：7月10日，由市

文旅局、市文联主办，市群艺馆、市音协承办的咸宁市合唱指
挥排练技巧提升培训班，在市群艺馆顺利开班。培训旨在进
一步提高咸宁市合唱指挥人才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为迎接第
五届湖北艺术节和市第十二届“香城大舞台”合唱比赛做好充
分准备。本次培训为期2天，市香泉合唱团及全市合唱指挥
爱好者近50人参加本次培训班。

本次培训班邀请到中国国际合唱节艺术委员会委员、
武汉音乐家协会合唱艺术委员会合唱指挥与创作指导部主
任、江汉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与合唱指挥副教授周锴担
任主讲。

培训开始前，老师组织学员们先进行了开嗓、发音等课前
训练。培训课主要围绕合唱声乐技术、合唱指挥的排练与表
演实践等方面开展。周锴还通过现场观摩指导的方式让学员
们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在培训过程中，学员们积极参与、认真听讲，纷纷表示受
益匪浅。“老师幽默的教学方式，让我收获颇多，示范性的指导
也让我更清晰了自己的调整方向。相信经过这次培训，我们
的合唱作品能排练得更加完美。”学员黄颖说。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大对合唱艺术的关注度，为更多音
乐爱好者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培养更多的合唱指挥人才，
为咸宁文化艺术事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通山县

推进古民居修缮工作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7月3日，通山县闯王镇宝石

村古民居修缮施工现场，数名施工人员有的忙于房梁支撑加
固，有的忙于外墙环境修缮，有的忙于拌灰和泥，一片如火如
荼的“会战”景象。

宝石村古民居群始建于明洪武五年，拥有36栋保存完
好的古民居建筑，2014年11月被列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2018年12月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然而，随着
时间推移、岁月剥蚀，古民居外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和
老化现象。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珍贵的历史遗产，在县委、
县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去年8月启动了宝石村古民居群保护
修缮工程。

传统村落的保护是基础，活化是目的，近年来，通山县
以全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示范县建设为契机，通过强化领
导、配套资金、引进团队、搭建平台、招商引资等多元保障，抓
实规划编制，强化项目管控，推动传承发展，截至目前，已累计
编制传统村落保护规划（含江源村）13个，完成传统民居保护
修缮85栋。

该县高度重视古建筑、古民居、古村落保护活化利用，在
进一步引入新业态，推进古民居活化利用同时，持续优化服
务，加快推进文旅产业优化升级。

不夸张地说，淦河河畔，一年四季都
是美的。

10日，疾风骤雨过后，暑气明显消
散。明媚阳光下，我顺着公路，到淦河边
吹吹河风，欣赏下景致。

当夕阳的余辉洒下，淦河仿佛是脸
颊抹了胭脂的少女，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卷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淦河两岸的游憩带，一花一草、一桥
一石都是景。沿河赏景，清风拂面，美不
胜收，心旷神怡。那碧波荡漾，是淦河在
笑；花开两岸，是招揽游客的盛情邀请。
最美的，还是游人们脸上的笑，那是幸福
的见证。

听老一辈的人讲，那个年代的孩子
们每天放学后，会结伴在淦河边嬉戏玩

耍。河水清澈见底，水草间游动着小
鱼、小蝌蚪，石头下还有小虾。天气炎
热时，孩童们索性脱掉衣服，跳进河里，
抓鱼、搬螃蟹、打水仗、洗澡，玩得不亦
乐乎。

淦河水也以婉转的柔情，等待绿意
的照拂和夏雨的邂逅。岸边田野整齐、
恬淡、安静，等待着绿叶萌发的欣喜，还
有盛夏晚晴天的悄然降临。

停下脚步，静静站在淦河桥头。脚
下是层层涟漪，这是水静下来的样子，静
默无声，却又散发着灵气。淦河将她所
有的精华汇聚在这水面，滋养了一方水
土，也浸润了咸宁人的心灵。

听，鸟儿啁啁啾啾，叽叽喳喳地唱个
不停。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小麻雀，矮矮

的，胖墩墩的，细长的腿，昂首挺胸，姿态
可爱。它们有的在水面上悠闲掠过，憨
态可掬，有的在树杈间聚精会神筑巢。
还有的张开翅膀，翩翩起舞。这时，游客
们连忙拿起相机，扑捉着一个个精彩的
瞬间，定格如画的风景。

淦河是咸宁境内三大水系之一，从
大幕山南麓出发，河床上横跨桥梁50余
座，其中古代廊桥就有8座。有明代建的
高升桥、白沙桥、刘家桥，有清代建的白
泉桥、万寿桥，有民国建的玉凤桥、朱家
桥，有建国后五六十年代建的石城桥、温
泉一号桥……

淦河水吟诵着往事，咀嚼着旷古的
忧伤与甜蜜，几缕水波含在阳光闪动的
眸子里。鹅卵石在沙与水的磨合中静静

等待着暮色降临，夏风摇曳着相思，说着
生机勃勃的故事。那只沉默的木船，潺
潺地摇向彼岸，装载着灿烂的歌声、微笑
和阳光，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

如今的淦河，不仅镌刻了时空的记
忆，更发掘和拓展了历史与文化的空
间。沿河两旁，陆续建有亲水小道、嫦
娥广场、绿色小游园、休闲书屋等综合
设施。悠悠淦河，以水为魂，以本土文
化为精髓，深邃、灵动、妩媚，滋养着万
千市民。

与淦河相约
本报记者陈希子

记者伴你游咸宁
赏荷系列③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崇阳县天城镇茅井村，近
百亩荷塘的荷花竞相绽放，盛开的荷花不仅是乡村一道美
丽的景色，更是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致富花”。

5日，走进茅井村荷花基地，还未见荷花，便先闻青莲
香，淡淡的花香夹杂着泥土的芬芳，为炎炎夏日带来了一丝
沁人心脾的清凉。

“我只是来转一下，结果看到这么多荷花，挺漂亮的。”
游客胡女士点赞说。

茅井村东与咸安区“星星竹海”风景区相连，西靠陆水
河，北接赤壁市，崇阳县古“八景”之一的“葛洪炼丹”就位于
该村葛仙山上，形成了“上有葛仙山，下有葛仙泉”的景观。

每年这个时节，茅井村的百亩荷花竞相绽放，朵朵荷花
似娇羞的少女含苞待放，似优雅的舞者亭亭玉立，似雍容的
贵妇人纤尘不染。清风徐来，荷花轻轻摇曳，像是在招手示
意，向游人问好。来自各地的游客或约上好友或携家人同
行，前来茅井赏荷花、摘莲子、嬉古泉。

荷花是我国传统名花之一，不仅花朵淡雅，清香远溢，
凌波翠盖，而且有着极强的适应性。既可广植湖泊，蔚为壮
观，又能盆栽瓶插，别有情趣。

入夏之后的咸宁，赏荷正是当时。早在端午前后，就已
有三两只新荷开放，再看如今的荷塘，早已是绿荷红菡萏，
任意卷舒开合的景象。

“我见过杭州西湖的荷，见过武汉东湖的荷，出差旅游
时，也在途中见过许许多多的荷，但总觉得，都不及老家门前
这片池塘的荷花美！”土生土长的茅井村村民高皇新说。

当地的村民，每天推门便可邂逅满池的美丽，不仅可以
依偎着荷塘，徜徉乡间避暑，还可以泛一叶扁舟，入藕花深
处，摘一捧鲜甜脆嫩的莲蓬，挑几朵娇艳欲滴的莲花，选两
片大小合适的莲叶，满载而归。

村里，年过六旬的高爹爹刚刚卖完一担莲蓬。“每斤市
价是1.5元，如果手脚再麻利些，每天摘上100多斤，收入还
不止150元，比上工地强多了。而且荷花花期长，采摘季挣
2000元钱没有问题，这对像我这样的农村老人来说，可是一
大笔收入。”在茅井村，像高爹爹这样采摘莲蓬的人家有七
八户。

茅井村地处陆水河北岸，是陆水流域的库区村。该村
结合实际情况，确立了“仙山灵泉、康养结合”的规划定位，
在基础设施上补短板，在产业布局上谋发展，特从江西引进
太空莲助力发展乡村旅游。

莲田里，一个个莲蓬漏出了绿色的小脑袋，十分俏皮可
爱。白墙黛瓦、小荷盛开，碧绿的荷叶与朵朵盛开的荷花，
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观感。

“赏花、摘莲蓬，太空莲搅热了茅井村，游人如织，带动
附近村民开起了农家乐和小型家庭农场，还有的做起了‘摄
影模特’，赚钱的路子越来越宽了。”村工作人员介绍，200亩
太空莲年产值40万元，也为当地村民带来了7万余元的务
工收入。

夏季骤雨过后，空气格外清新。在村里赏荷，沉醉在一
片又一片的荷塘美色中，不知归路。游客们赏完荷花后，可
在周边村落散步，爬爬山，呼吸下新鲜空气。

值得一提的是，春天茅井村的山上、山下、小溪边、山谷
中粉红色的、水红色的、乳白色的杜鹃花、樱花竞相绽放，醉
人心扉，尤其是到葛仙山观赏万亩樱花的人流络绎不绝；夏
有千亩荷花争相斗艳，采莲的村民和尝莲的游人构成了一
幅美妙的人间画卷；秋季桂花纷纷落下，香自十里来，这是
每个走进茅井村的游客的真切感受。

待荷花开尽，莲藕熟时，游客们约好，再来茅井村喝上
一碗藕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