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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悦

一次要做一年的酒曲

每个夏天，刘芳美都会和
现年七十岁的婆婆一起去农村
挑选新麦，用于娘酒的酿制。

“娘酒源于秦家，酿造技艺只在
母女、婆媳之间传承，即女性酿
酒，手传口授，酿制全凭经验，
纯手工操作。”刘芳美说。

秦家娘酒的酿制只能在夏
冬两季进行，夏日酿曲，冬天酿
酒。娘酒的原料包括黍米、麦
曲、水，每年农历的七八月间，
采摘当年的新麦，用石碾破花，
甜井水浸润，麻叶包裹，放到专
门制作的模子里压制成砖块一
样的形状，放至室内，在适宜的
温度、湿度、通风条件下，经过
数月，娘酒的酒曲就做好了。刘
芳美说，一次做曲要把全年的
曲做好，过了这个季节，就不再
适宜做曲，只能等待来年。

到了初冬就正式开始酿制
娘酒了，这一过程十分复杂，要
经过淘米、泡米、煮米、醒曲、拌
曲、发酵、分酒、煎酒、储存等近
十道工序。“选择当年优质黍
谷，石碾去壳，淘洗掉谷壳，纯
净井水浸泡2天左右，泡好的黍
米适当加水煮成糊状，晾凉，加
入麦曲拌匀，保温发酵，充分发
酵后用棉布将酒液滤出来，即
可饮用，也可热煎后装坛储
存。”刘芳美说，酿制娘酒所用
器具均需清洗干净，酿制过程
严禁沾油和生水。

少刷一遍锅也做不成酒

刘芳美的婆婆做酒时十分
讲究，例如麻叶要晴天正午去
采摘，做酒用的刷子必须是专
用的刷子，器具用清水洗三遍
后必须再用开水烫三遍，做曲
必须用当年出的颗粒饱满的新
麦，黍米淘洗必须不留一点谷
壳，煮米搅拌时勺子必须刮到
锅底的每个角落等等。“婆婆说
做酒要用心，心不在酒不成。做

酒时要专注，一丝不苟，每道工
序细节务求完美，不允许一点
的偏差。就拿淘米这道工序来
说，需要淘洗十几遍，如果淘洗
不干净，留下的米壳会‘偷
酒’。”刘芳美说。

刚开始学这门家族手艺
时，刘芳美跟着婆婆做了几次
娘酒，起初还感觉挺简单的，以
为早早可以“出徒”独自做酒
了，回到家里就开始自己做酒，
结果不是做不成，就是做出的
酒忽好忽坏，甚至还能做出醋
来。“那个酸呐，内心特别疑惑，
回去和婆婆说起来，婆婆就让我
独自做一次，她在旁边观察，婆
婆说了一句：锅少刷了一遍，不
干净。按照指点，我又做了一次
酒，果然就做成了。”刘芳美说。

有过这次的经历，刘芳美
再也不敢轻视娘酒这门技艺，
同时也意识到，老手艺能够传
承几百年不走样，靠的就是一
代代传承人的认真和追求完
美，这也许就是现在大家说的
工匠精神吧。从此她开始静下
心来，慢慢去感悟每个做酒的
细节和婆婆教的每句话，用心
做酒，数年努力，反复实验，终
于做出了让婆婆满意的娘酒，
学成了这门手艺。

邻里慕名“借娘酒一杯”

刘芳美说，秦家世代耕读，
家教甚严，而且家族成员长年
饮用自酿酒，饮食中添加自酿
酒和中药，所以数代家族成员
无恶性病史。“自律，崇文，养
生”的家风给这个家族的历史
留下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娘酒最早从什么时候出现
的，已经无法考证，能够确定的
传承人已有四代。“我是第四代
传人，自从成为秦家的媳妇，就
开始跟着婆婆学做娘酒，已将
近二十年的时间。”刘芳美说，

“老一辈人讲，当年秦家有位祖
奶奶酿造娘酒手艺极佳，在当
地非常有名，常有邻里慕名而
来求酒，祖奶奶慷慨赠送，不收
分文，这种酒就被四乡八里称

为娘酒。”时至今日，有需要娘
酒用作药引者常常去秦家借一
杯，若不巧没酒，就请秦家主妇
为自己专做一次娘酒，这一家
风也传承至今。

娘酒即酿即饮，喝起来味
道小甜微酸。刘芳美说，因为娘
酒口感不像酒，很容易喝过头，
但“后劲”大，一次不能多饮，适
宜多次少饮。多年的传承和积
累，娘酒形成了独特的饮用方
法，和日常饮食紧密结合在一
起，帮助家族成员“祛邪扶正防
百病”。以娘酒为基酒，秦家人
加入家传中药方炮制，也可以
加水、糖、中药等进行配伍、勾
兑，降低酒精含量，供各年龄段
的人当茶水饮用。

未来娘酒或将推向市场

每当朋友聚会的时候，刘
芳美带上自己酿制的娘酒，特
别受欢迎。看到身边越来越多
的人接受娘酒，刘芳美仿佛看
到了当年祖奶奶接待乡邻的情
景，也明白了为什么乡邻称自
家的酒为“娘酒”，因为这是带
着温暖的酒，包含了太多的情
感在里边。

“因为娘酒，我突然发现自
己忙碌了好多，跟我学做酒的
人来了，跟我要酒的人来了，我
逐渐产生了把娘酒推向市场，
让更多人从中受益的想法。”刘
芳美在朋友的指引下，将娘酒
申报了济南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申遗成功之后，她又发现在
南方有种客家娘酒，又萌生了
去交流学习的念头。

“我想让娘酒进入现代人
的生活，让更多的人认识娘酒、
接受娘酒，为现代人的健康助
力。当年我家那位祖奶奶做得
那么好，却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现在时代好了，国家保护这些
老手艺，我也成了非遗传承人，
要好好把这门老手艺传承下
去。我想做秦家能留下名字的

‘祖奶奶’，让我的孩子将来也
向他们的后代讲讲我的故事。”
刘芳美说。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张九龙 通讯员 尹明）
近日，槐荫区美里湖街道

南沙村党支部召开党员大
会，通报了槐荫区纪委对南
沙村党支部一名党员因醉驾
入刑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决
定，并对与会党员进行警示
教育。党员纷纷表示，该事件
发生在自己身边，感触深刻，
教训沉重，作为一名党员，酒
驾醉驾行为不仅与自己的身
份不匹配、不相符，而且损害
党的威信，抹黑党的形象，危
害不可小觑。大家纷纷表态，
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
势下，作为一名党员在思想

上要清醒，认识上要到位，要
带头遵纪守法，自觉规范自
己的行为。

槐荫区美里湖街道纪
工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
则（试行）》要求，通过召开
党员警示大会，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强化了党风廉政
建设，使全体党员深刻体会
到“党纪严于国法”、党纪对
党员的要求比国法对公民
的要求严格，教育党员干部
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
而且要按照更严格的党规
党纪标准要求自己，取得了
良好效果。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马云云) 近日，记者从我

省服务老年人公证开放日活
动获悉，许多公证案例关乎
老年人的切身利益，一些十
分具有代表性，遗产继承类
的最为典型。

老张是老济南人，生前
和老伴李桂花买了一套房改
房，房产证上写的是李桂花
的名字，2001年1月老张不幸
因病去世。如今李桂花想卖
掉房子和儿女一起生活，但
去房管局办理过户时被告
知，需要李桂花夫妻两人一
起去房管局签字，因为房子
不是李桂花一个人的。

李桂花想不通：“为什么
房产证上是我一个人的名
字，我却说了不算？”

齐鲁公证处公证员解释
说，李桂花的房子是她和老
张两人结婚后参加房改购买
的房改房，属于夫妻共同财
产，虽然房产证上只有李桂
花的名字，但房管局的房屋

权属信息登记为老张和李桂
花共同所有，也就是说老张
和李桂花对该房屋各享有一
半所有权，即该房屋的一半
是老张的遗产。

现在老张去世了，李桂
花要想卖房，需要先办理老
张遗产部分的房屋继承公
证。他们的儿子、女儿和李桂
花一起来到齐鲁公证处，兄
妹两人放弃对父亲遗产的继
承权，由母亲李桂花一人继
承老张的全部遗产。拿着公
证书，李桂花顺利在房管局
办理了房屋过户。

齐鲁公证处公证员孙霞
提醒，李桂花的情形在持有房
改房的老人中有一定典型性。
与普通商品房不同，李桂花和
老伴儿买的是房改房，当初这
类房屋的房产证上大多写着
一个人的名字，但房产权属信
息上可能登记为夫妻共同所
有。所以此类房屋仅凭房产证
不行，买卖时必须两人到场。

（文中当事人系化名）

本报10月29日讯（记者
梁越） 29日，济阳县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举行，集
中签约八大项目，合同签约
额达到719亿元。这次集中签
约的项目涉及现代金融、医
疗康养、智能制造、文化旅
游、高端服务业、城市开发等
多个领域。

此次集中签约的八大项
目包括少海汇智慧住居科技
城项目、世茂集团澄波湖综
合开发项目、济阳力高未来
城项目、足球学校项目、爱普
电气济阳项目、山东电力应
急训练中心项目、融创集团
澄波湖度假酒店及综合开发
项目及济阳城区片区产权调
换项目，合同签约额达到719
亿元。

在签约仪式上，济阳县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天这次
集中签约，对济阳来说有着
十分重大且特殊的意义。8个

重大项目、700多亿投资规
模、8000多亩占地面积，集聚
了世茂、少海汇、力高、融创
等一大批全国名企，体现了
资本融合、产城融合、跨界融
合等先进发展理念，展现了
智慧城市、智能制造、智能家
居等新理念新模式，融合了
先进制造、高端商贸、现代旅
游等新兴业态。“本次签约是
助力省城北跨、加快动能转
换的重要举措，回应群众对
济阳发展新期待、满足人民
对美好生活新要求的具体行
动。”

据悉，2017年以来，济阳
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取得
历史性突破。1月-9月份，全
县招商引资新签约各类项目
44个，合同投资额920 . 89亿
元。此外，今年2月份，济阳县
成立了珠三角、海西区（厦
门）、长三角、京津冀、济南高
新区5个外派招商站。

党党纪纪严严于于国国法法，，酒酒驾驾醉醉驾驾无无小小事事
美里湖纪工委开展党员警示教育

房房产产证证上上一一人人名名，，卖卖时时咋咋说说了了不不算算
房改房证与房屋权属信息不一致，后者为准

智慧住居科技城、动漫主题乐园、足球学校……

771199亿亿!!济济阳阳八八大大项项目目集集中中签签约约

““做做酒酒要要用用心心，，心心不不在在酒酒不不成成””
酿酒技艺仅限母女、婆媳之间，秦家娘酒传承四代淳朴家风

协办：济南市历下区文化局

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今年出炉的济南非遗名单
中，也有一项目与酒有关，它不是市面上出售的名酒，却是藏
身民间的、专门由家族女性酿制的娘酒。四代传承的秦家娘酒
酿制过程十分讲究，只能在夏冬两季进行，清甜甘美的娘酒酿
制中尽显家风传承。

娘酒第三代传承人张有兰（右）与第四代传承人刘芳美。 记者 于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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