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烧腐竹
本报记者 朱亚平

腐竹是最平价的补钙王，一口腐竹下肚，让氨基
酸、植物蛋白质在体内“爆表”。软糯爽口有韧劲，关
键是它入味快，5分钟就能做出一道家常菜。

腐竹属于大豆制品，是豆浆煮沸后经一段时间保
温，待表面形成一层薄膜，挑出后下垂成枝条状，再经
干燥而成，营养丰富又可以为人体提供均衡能量的优
质豆制品。

老一辈人都喜欢自己动手制作的美食，我还年幼
时，爷爷便经常会自己做豆浆、豆腐、腐竹。

爷爷会拉着我们搭架子、架炉子、生火堆，只为能
尝到一口美味。

腐竹制作需要经过浸泡、磨浆、揭皮、烘干等工
序。黄豆经过浸泡后，打成豆浆，熬煮好的豆浆面上
会出现一层薄薄的豆皮，用一根竹签手工揭皮，进行
自然晾干。

干腐竹色泽黄白，油光透亮，用清水浸泡3至5小
时后，既可炒，也可拌，还是涮火锅的好食材，跟肉类
和蔬菜都可搭配，营养又美味，深受人们喜爱。

头层腐竹即第一锅黄豆浆起的腐竹，其质量、口
感、营养都是最好的，口感醇香，煮之爽滑而不容易
烂，健康美味。经过长达8小时的柴火慢熬，便能炼制
出一块精品腐竹。

腐竹由原豆精华提炼，营养丰富，滋阴润肺、补气
补血，煲汤时放入几小片让汤味更加香浓甘醇。新鲜
熬制好的腐竹晾晒至半干的状态，送给亲朋好友，开
袋下锅便能吃到美味了。

腐竹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每100克腐竹中含有约16.9毫克的钙，干腐竹的蛋白
质含量可高达54.2g/100g，即便泡发后，腐竹的蛋白
质含量依然可以达到15%以上。

腐竹的烧制过程也非常简单。腐竹先泡水，泡好
的腐竹加上鸡蛋液，搅拌均匀。加入生抽、蚝油、白
糖和少许淀粉，放适量清水搅拌均匀。锅里放油后
放腐竹翻炒一下，捞出备用。再起油锅，放蒜末、
豆瓣酱，炒出香味和红油，加入辣椒黑木耳再放入
腐竹翻炒。放入调好的料汁，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腐竹口感独特，豆香四溢。整个厨房白雾弥漫，
满满的一盘童年回忆，满满的一盘热辣美食。

吃在咸宁

为丰富节假日期间优质旅
游产品供给，文化和旅游部近日
遴选推出85条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咸宁“人间有味 自在乡村”精
品线路入选国家级乡村旅游精
品线路。

咸宁地方美食风味各有特
色，让人难分高下。“人间有味 自
在乡村”精品线路包括咸安区、嘉
鱼县、崇阳县、通山县、通城县、赤
壁市等地美食。

行程路线从咸安区鸡汤小镇
——萝卜公社——嘉鱼田野乡村
公园——嘉鱼县光年城堡——崇
阳县——通城县药姑山·古瑶村
——通山县九宫山旅游度假区
——赤壁羊楼洞。

该线路被网友们热评为“最
有烟火气息”的线路。当中推荐
的贺胜鸡汤，以当地农户散养的
土鸡，配以适量的红苕粉条，采
用当地无污染的优质地下泉水和
其他佐料，用适当的火候精心炖
制而成。鸡汤清而鲜，味道醇
厚，鸡肉鲜嫩饱满，粉条顺滑，爽
口弹牙。鸡汤色黄、味醇、汤鲜、肉
嫩，肥而不腻，烂而不散，营养价值
极高。

萝卜宴出产于咸安区。咸宁
山环水绕，土壤肥沃，是萝卜的种
植宝地，白水萝卜还曾是宫廷贡
品，有着“仙萝”的美誉。炖汤、红
烧、清炒或者刨成细丝，裹上面糊
下锅油炸，酥脆外皮下的萝卜丝清
甜甘润，油香不腻，开胃可口。

野藕煨龙骨吊锅是用土猪的
龙骨和本地湖区的九孔野藕煨制
而成，野藕甜糯可口，龙骨肉烂味
香，藕汤鲜香甜美浓厚，营养丰
富，令人回味无穷。

腊肉炖雷竹笋产自素有“中
华雷竹之乡”美称的崇阳。腊肉

是湘、鄂、赣三地传统美食，是农
家餐桌必备佳肴，腊肉色泽鲜艳、
黄里透红、味道醇香、肥不腻口、
瘦不塞牙，不仅风味独特，而且有
开胃、去寒、消食等功能。

在这条香气扑鼻线路的旁
边，还有很多好玩的去处。

萝卜小镇共分四个示范区：
乡村综合体示范区、研学示范区、
种植示范区、美丽村湾示范区。
其中，核心功能区“萝卜公社”，集
合田园民宿、乡村文创、乡建学
院、鄂菜研发、民俗工艺坊、农产
品电商、亲子研学等多种业态。

光年城堡采用自嘉鱼民间收
集的明代至清末的五十万块老青
砖、数万块青石板，依照湖北长江
码头文化精心设计而成。门前开
阔的草坪上，错落布置有不少园
林小品、恐龙雕塑、小型游乐设施
和供游客休息的小亭。城堡内青
砖古朴，石板小路蜿蜒优雅，假山
怪石意趣无穷。

药姑山·古瑶村内，人文景观
众多，有药姑瑶池、李将军庙、湿
地公园、生态农业观光、瑶望千年
广场、古瑶文化陈列馆、瑶乡古
街、瑶乡药谷、药用植物园、东璧
听溪、六叠泉、一线天瀑布等主要
景点。

羊楼洞明清石板街为省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位于赤壁市羊楼洞镇，为
湘、鄂交界之要冲，古街以明清建
筑为主，主街宽4米，长2200米，
伴有数条丁字小巷，街面全部以
青石铺设。历代运茶的“鸡公车”
将石板碾出寸余深槽。东西松峰
港上多为吊脚木楼，有3座长条石
桥贯通港东。街道随松峰港曲折
逶迤，别具一格。

中国青砖茶博物馆位于赤壁
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馆内藏品
繁多、史料翔实、系列完整，是国
内主题突出、特色鲜明、藏品丰
富、文化底蕴深厚的茶叶专业博
物馆。

记者伴你游咸宁

我市一条旅游线路入选国家级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品生活烟火气 赏金秋诗意景
本报记者 朱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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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去图书馆感受书香是不错
的选择。

“十一”黄金周期间，通城县图书馆
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记者也感受到
了浓浓书香。

通城县图书馆新馆位于银山广场文
化艺术中心东侧，是面向市民免费开放的
主要公共文化场馆之一，新馆总建筑面积
5067 平方米，占地面积1013平方米，藏
书 20多万册，电子图书62 万册，可容纳读
者400余人。

馆内设有少儿图书阅览区、综合阅览
区、科普阅览区、报刊阅览区、视障阅览
区、VR电子体验区、报告厅、展览厅等功
能区，致力打造多重立体阅读空间，为读
者提供全方位的贴心服务。

“图书馆试运行期间对外开放了儿童
阅览区、视障阅览区、科普阅览区等主要
阅览区域，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工
作人员许晶介绍。

当天，不少市民来到图书馆新馆开启
全新的阅读之旅，大家结伴参观、打卡，尽
情享受阅读的乐趣。

“现在新建的图书馆环境好，更现代
化、更智能化了，阅读爱好者们都可来看
书，真的进入了全民阅读的时代。”市民凡
成丽介绍。

馆藏图书涵盖了多个领域。文学类
从古典文学名著到当代畅销小说一应俱
全，读者可以在这里领略到中国文学的博
大精深和世界文学的多元魅力；历史类藏
书犹如一条时间长河，让人们能深入探索

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从古代文明到现代
社会发展历程；社科类图书则涉及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为研究人员
和对社会现象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丰富
的素材。

馆藏总量达到20多万册，其中不乏一
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这些古籍承载着通城
地区乃至更广泛区域的历史文化记忆，经
过精心地保存与修复，为研究地方文
化、历史、民俗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
始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顺应数字化时代的发
展潮流，通城县图书馆积极建设数字资源
库，拥有电子图书62万册，这些数字资源
让读者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
图书馆的网站或者手机应用，随时随地获

取知识信息，无论是学术研究资料的查
询，还是休闲阅读的电子书浏览，都变得
极为方便。

“通城县图书馆新馆建设以扩大图书
馆场地和提升智能化设施设备为主要目
标，进一步提升服务效能，满足广大读者的
需求。图书馆将为读者提供全方位的自助
借还服务，集智能化设备体验、电子图书阅
读、影音观摩、培训、讲座于一体的全民服
务。”通城县图书馆馆长李大甘介绍。

通城县图书馆秉持“读者第一，服务
至上”的理念，致力于为全县人民提供优
质、高效、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断提高
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以热
情、耐心、细心的态度对待每一位读者，努
力营造温馨、和谐的阅读氛围。

通城县图书馆：让阅读更智能
本报记者 陈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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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

举办书画作品展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5周年，大力弘扬劳模精神，更好建设咸安“四
个首善”之区，10月10日，“强国复兴有我”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百幅书画颂咸安”作品展开
幕式在咸安区文体中心文化馆举行，众多民众入场参
观书法美术摄影等作品。

本次书画展围绕咸安特色文化，以画寄情、以书言
志，依托青山秀水、桂竹茶麻、风土人情、美丽乡村等生
态风光，以“中国桂花城”“香城泉都 闲来咸安”“破坚
冰 建首善”等实践理念为蓝本，通过书法绘画的艺术
形式生动展现咸安75年的发展变化。

据悉，该作品展后期将陆续在全区14个乡镇（街
道）场巡回展出，活动方邀请民众和书画爱好者共同见
证这一艺术盛事，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文旅速览文旅速览

本报讯 通讯员范惠慧报道：“感谢你们巡察
组，现在空气清新宜人，我们村环境越来越好了！”
近日，通城县油坊村村民金大哥开心地向巡察整
改督导专班工作人员介绍，他们长期被养殖污染
困扰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此前，通城县委第四巡察组在对县生态环境局
开展巡察期间，接到群众反映隽水镇油坊村某养猪
场养殖粪便乱排污染环境的问题，且投诉多次却长
期得不到解决。接到举报后，巡察组第一时间对该
问题进行实地走访、调查核实，并向县生态环境局
下达《立行立改通知书》，要求立即调查处理。目
前，县生态环境局对该养猪场未按规定收集、处置
养殖废弃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并联合县农
业农村局等部门对其违规建设问题要求停业整改。

据了解，通城县将县生态环境局作为先行区
建设专项巡察监督对象，聚焦中央环保督察、生态
文明、环境污染防治、行政执法问题等热点问题，
通过实地走访调研、调阅材料等方式，共发现生态
环境保护领域监管执法不严、农村水源地环境监
管不力等方面突出问题38个，并推动解决沿街商
铺油烟扰民、企业粉尘噪声污染、农村水源地保护
不力等一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实际行动取得
了明显成效，让群众深刻感受到了巡察的“温度”。

“生态环境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

是和人民群众打交道最集中的领域之一，既要及
时推动解决群众身边具体事件，也要高度关注其
背后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现象，深入查找和
纠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县委巡察组
组长表示。

巡察期间，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工作方
针，综合运用信、访、电、网、微“五位一体”信访举
报平台，广泛收集生态环境领域问题线索。对群
众反映强烈且具体、可查性强的问题线索，及时提
请县纪委监委相关室部会商研判、跟进监督，凸显
边巡边查、立竿见影的震慑效果。截至目前，边巡
边移交问题线索3件，查实立案率100%，其中关于
非法利用国有资产为他人提供贷款担保问题线索
已立案19人，留置6人，查处涉案金额200万元。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需要精准施治、
久久为功。”通城县委巡察办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持续用巡察“利剑”为人民群众守护绿水青山，
留住蓝天白云，为实现通城打造中部地区绿色发
展先行区目标贡献力量。

通城：巡察“利剑”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讯 通讯员王寅报道：今年来，
我市始终把衔接资金项目管理作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基
础性工作，通过精心谋划部署、全力引导推
进、加强督办检查等一系列措施，充分发挥
衔接资金项目效益，助推乡村振兴。

精心“谋”项目，建好项目库。根据
《湖北省衔接资金项目管理“一本通”》有
关要求，市农业农村局加强组织领导，提
前谋划项目，千方百计加快推进，于去年
年底前完成了2024年度项目库建设。据
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国网”）显示，2024年
全市入库储备衔接资金项目2800个，项目
预算总投资44.5亿元。其中产业发展项目
1433个，乡村建设行动项目1316个，巩固

“三保障”成果项目24个，就业项目10个，
易地搬迁后扶项目8个，其他项目9个。

全力“引”项目，壮大产业链。我市严
格执行项目备案制度，引导各地在项目审
批上向产业项目倾斜，确保中央衔接资金
用于产业比例不低于65%以上的要求。

截至9月份，全市共收到中央衔接资金
28444 万 元 ，其 中 用 于 产 业 比 例 为
67.7%。中央、省、市、县四级用于产业项
目资金27358万元。引导衔接资金项目
审批向全市“八大产业链”倾斜。全市衔
接资金投入“八大产业链”项目49个，投
入资金3790万元。

坚持“督”项目，确保开工率。市农业
农村局坚持月跟踪、季通报、不定期抽查
制度。每月对衔接资金项目开工情况、资
金拨付情况进行跟踪管理。截至8月底，
全市纳入年度实施计划项目620个，已开
工项目613个，开工率98.9%。中央资金
拨付率64.6%。每季度对各县（市、区）衔
接资金项目管理使用情况、存在问题进行
通报，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今年已印发2
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重点工作通报。同时将衔接资金
项目管理与乡村振兴领域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专项治理、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集中排查等重点工作结合，不定期对衔
接资金项目管理情况进行抽查。

市农业农村局突出三项举措

加强衔接资金项目管理

咸安经发集团

助群众喝上“舒心水”

本报讯 通讯员郑梦媛、黄维龙报道：10
月16日，咸安经发集团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咸安
区双溪桥镇高七村，积极倾听民众声音，着力聚
焦民众困扰，以实际行动解决群众的当务之急。

据悉，双溪桥镇高七村十七组共有86户
村民，长期以来，该组依赖高七山顶一处大型
水塘作为日常饮用水源。由于年代久远，原
有的引水管道严重老化并出现堵塞，导致十
七组村民面临吃水难题。

为解决当地村民用水状况，咸安经发集
团克服山高路险等重重困难，积极组织党员
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及时更换约900米的
引水管道。同时，为确保水流控制稳定，还在
引水处增建了一座拦水坝，从根本上解决了
十七组村民的生活用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