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油滋滋的肉火烧，是
潍坊人心中的美味情结。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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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周读

因为一种味道，

爱上一座城

现在，说起潍坊的特色美食，很多市

民都会想到城隍庙肉火烧、鸡鸭和乐、朝

天锅，但是对于传统的老潍县菜，也只有

一些从小生于斯长于斯的老潍县人还记

得。

在潍坊吧，曾经有人专门发帖求潍

坊菜的菜名，网民回复也提到了很多，比

如“大头丸子酥肉”、“麻汁杂拌”、“炸五

香肉”、“肉丝辣皮”、“拌冻粉”、“炸藕

合”、“蒸鸡”、“哑巴辣椒”、“山药肘子”

等。

每一道菜色的名字，都包含着一段

记忆，一种情绪。因为一种味道，爱上一

座城市。

“吃了 24 年的炸五香肉”

外地人恋上潍坊美食

“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炸五香

肉。现在因为想减肥，基本上不吃了，以

前，只要是去饭店吃饭，我就会点这道

菜，也会从炸货店买些带回家。”在大虞

街道工作的缪樊告诉记者。

缪樊的老家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

不过她 7 岁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来到了

潍坊。“当时我才上小学一年级，来到这

边，吃饭什么的都很不习惯。但是，唯独

喜欢上了炸五香肉，后来，慢慢地也喜欢

上了其他潍坊菜。比如麻汁杂拌，就跟我

们那边的凉菜很像，也很好吃。”

现在，她每天早上上班，都会买上两

个肉火烧。“在这里生活了 24 年，喜欢这

边的生活，更喜欢这里的美食。炸五香

肉、哑巴辣椒、和乐、肉火烧，都是顶好吃

的。”

“和乐里的回忆永远忘不了”

“吃”出来的儿时情结

“说起潍坊和乐，那是一个味道十

足，香、辣、咸、甜、热、鲜……让人吃着过

瘾，回味无穷。”刚刚毕业一年多，卢岩如

今是工商银行潍坊分行的一名员工。作

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潍坊人，他对鸡鸭和

乐有特殊的感情。

“上学那会，不喜欢在学校食堂吃

饭，经常跟几个同学出去吃和乐。如今长

大了，还是喜欢跟要好的朋友去吃。小时

候的和乐那个味道特别好，现在慢慢长

大，不少老和乐铺都关门了，我都是去潍

洲路一家和乐铺去吃，那里还有过去的

味道，料也足。据说，那家店还上过中央

电视台呢。”卢岩说，“吃和乐，一定要当

场吃，拿回家再吃就走味儿了。以前买过

几次回家，面条被泡囊了就不好吃了。”

以前，男女朋友约会也经常去吃和乐，价

格相对便宜，而且象征和和乐乐。

和乐是潍坊的名吃，又叫鸡鸭和乐。面是

面粉与淀粉和成的，用和乐床子直接压

成粗面条放入老田鸡与鸭共煮的汤锅

内，熟后捞出再配上原汤。特点是面条柔

韧有劲、滑溜清爽，肉香汤醇，调料考究，

别有风味。吃到嘴里，香辣盈口，细嚼滑

顺的面条和甜酸适口的甜蒜片，细品鸡

鸭肉丝，咸淡中透出了清香，喝上一口卤

汁，唇齿流香，久久回味。

本报记者 赵磊

坐在环 16 路公交车上，从
车窗向外看到一辆辆汽车、一幢
幢不断拔起的高楼从眼前掠过。

上午 7 点 30 分，市民韩先生坐

在环 16 公交车从东城去西城上

班，这是他每天都要经过两次的

一条路，所不同的是，一次从东

向西，一次自西向东；一次迎着

朝阳，一次披着余晖。

这条路已经走了不下 4 年，

韩先生对这条路上的点滴变化

都记在了心里。上个月还是一个

大坑，下一个月就已经有楼冒出

了头；上半年还是吊车遍布，下

半年就已经看见灯光、窗帘。“每

天在重复一样的事情，似乎没有
什么感觉，但是当时间有了跨

度，这一切都是那么让人惊喜”，

韩先生住在位于东风东街的清

荷园。

还记得 7 年前，当时小区的

对面潍坊学院里还到处都是工

地，学生也很少。不过 4 年前那

里已经一片欣欣向荣。当年，在

城东买一套房子一个平方才两

千多元，虽然当时借了些钱，还

贷了款，但是和爱人一起还贷的

日子，有苦也有甜。现在小两口

的宝宝已经两岁半，每月加起来

五六千元的工资，生活也打理的

秩序井然。

简单的城市、简单的生活，

已经成为打在这个小城身上的

烙印。“本来有机会去济南生活，

但是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留

在潍坊”，韩先生说，因为在这个

城市生活会很简单。不算太高的

工资、不太离谱的房价、不算太

快的生活节奏，都让人享受。

住在潍坊，就是那么简单。

简单的幸福很质朴，也很实在。

一栋房子就是
一段美好的青春

徐勇谈到潍坊，总是有一种

知足的神态，潍坊哪都好，人也
亲，树也绿，最主要的是这里有
自己的青春。

徐勇 2000 年毕业，终于在

今年买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终

于以一把付清的高姿态买到了

一套房子，并在新房里迎娶了自
己的妻子。一栋房子见证了他的

十年奋斗。

徐勇与爱人在大学时就认

识，当时只是互有好感，毕业后

回到潍坊换了不下十份工作，干

什么赚钱他就干什么。开过校对

公司、卖过辅导教材、给老板当

过司机，当熟悉了一份工作，觉
得与自己的理想相去甚远时，徐

勇都选择果断地放弃。

工作三年多，因为太累，徐

勇与在大学时相比瘦了近十斤，

这时离他理想中的有车有房的

生活还有距离。正当他踌躇不前
的时候，他的大学同学，也就是

他现在的妻子出现了。

两人一起开了一个餐厅，这

个餐厅用光了徐勇这三年多时

间的所有积蓄。刚开始起步并不

容易，每天早上 5 点就起来打点

新一天的工作，晚上 11 点之后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小店规

模小，赢利有限，但是两位同学

也在这个时候建立了“伟大的友
谊”。

慢慢的，生意越来越好，小

店也变得有了点名气。在 2010

年，徐勇终于有钱买上自己的房
子，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窝，而

且是一把付清。自己的合伙人、

同学，又添了一个身份，就是徐

勇的爱人。

当徐勇住进自己的房子的

时候，抱着老婆在房子里转了好

多个圈，直到实在转不动了，一

屁股坐在了地板上。徐勇回过头

来看自己，这十年并不漫长，有
付出、有回报，而且回报似乎比

自己预想的要来得早一些。

以前傍晚的时候，看着城

市高楼里亮起的点点灯光，总

在想，什么时候也有这样一点

灯光是属于自己的。一段不算

太长的奋斗史，见证了徐勇从
一无所有，到有了自己的家的

整个过程，而且在这里收获了

爱情。

徐勇说，有同学去了北

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有混得

好的，也有混得不理想的，不能

断定别人的生活不幸福，但漂着

的感觉确实不是那么好受。在潍

坊，似乎有了一种在海上漂了好

久之后登陆的踏实感。

房价的理性，

在这里体现得透彻

生活在北京，每个月如果

没有一万元以上的工资，如果

没有老爸老妈的鼎立支持，不
可能在北京生活的自在淡然。

因为动辄每平方米数万元的房
价，让人处于一种绝望的生存
状态。潍坊的房价也在涨，但

还没有让人绝望。

2010 年“两会”结束时北

京土地停了招、拍、挂，结果

会刚开完一天之内就出现了三

个地王。“ 4 . 17 国十条”随即

出台，并有了“ 9 . 29 ”史上最

严厉的再调控。

在房地产业内摸爬滚打近
十年的刘志成先生说，潍坊的

房价大范围突破“ 2000 元大
关”在 2004 年初。“ 2004 年之

前的房子还基本与成本挂钩，

至 2004 年底就快速走高了”，

2004 年“成本定价失灵，以

‘涨’字收盘”，这也是让众

位跨入房地产行业的“第一次
心跳”。 “‘ 2 时代’仅
持续了不足两年的时间就宣告
结束，刹不住车的楼市在 2005

年底就大踏步‘奔三’了”。

地产营销人隋钢坐在老板椅

上，看着天花板说，潍坊房价

进入 3000 元的区间用了不到两

年的时间，基础并不稳，接下
来 5 年的时间都在“原地踏

步”。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

任秦虹说， 2010 年被称为“调

控年”，中国从 2004 年到 2010

年六年内共进行了三轮调控。

第三轮就是现在，是针对全国

一线城市地王频现，房价飚

升，房价增长过快。

此次调控与前两轮调控不
同，因为前两次都不是针对房
价，而第三轮调控针对性很

强，就是平抑房价过快增长。

潍坊的中心城区的房价在 2010

年底破了四千，和周边城市相
比似乎已经落在了后边。

刘志成虽然一直在房地产
业内混，但他也并没有因此变

得大富大贵，即便是成交量最

旺的 2010 年，他赚了十万。这

十万元让他兴奋了很长时间。

看多了老百姓买房的故事，刘

志成感触颇多。

房价“淡定”，

“居易”的生活最惬意

刘宇乐北京交通大学毕

业，在北京已经找到了一份月

薪 5000 多元的工作，做软件黑

盒测试，但是不能解决户口。

刘宇乐在北京工作了 3 年，每

天都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虽

然在北京可以看画展，可以听

音乐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和女友长达 8 年的马达松式

爱情也开始变得有些淡而无

味。

除了房子，还是房子！

“我们两个人的工资加起

来有一万多，但是除去日常交

通、吃饭、租房的开销之后，

几乎没有剩余”，刘宇乐回忆

说，他不想为了房子而使自己

的生活质量下降，他不想成为

一个背着数百万元债务在偌大
的北京城里“苟活”。

看看北京的房价，再翻翻
自己的口袋，让人绝望。

两年前，张宇乐终于做出

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回到了家

乡潍坊。迅速在一个电子公司

找到了一份轻松的工作，名校

的熏陶让他马上成为单位里的

佼佼者。领导担心留不住他，

不断在他的工资上加码，让别

的同事嫉妒不已。但是在私企

工作，工资不会像北京时那么

高，但是相对于潍坊的生活成

本而言，已经绰绰有余。

张宇乐准备买房了，而且

以他现在的收入，自己贷款买

一套房子不成问题。张宇乐

说，他也不知道他的决定是不

是正确，也许北京那样的生活

不适合他。选择了一个城市、

一个工作，就选择了一种生

活，当选择了一种生活时，就
应该认真去活。张宇乐说，他

现在只知道自己过得很好，不

为生计奔波，不为房子发愁，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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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潍坊，容易，而且惬意。

潍坊，住得起的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