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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老济南“舌尖上的年味”足

饺饺子子就就酥酥锅锅，，过过了了年年初初一一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尹明亮) 记者了解
到，省科技馆将于2月8日至14日举办“游戏中的
科学——— 2014新年亲子运动汇”活动。结合马年
春节，以“游戏中的科学”为主题，开展各种青少
年科技体验活动。

此次活动将在山东省科技馆临时展厅举
办，共分为互动体验和现场展示两大区域，免费
向公众开放。互动体验区主要包括爱动亲子活
动区、乐高机器人制作体验区等项目；现场展示
区包括青少年科普图书和益智玩具，孩子们可
以现场选择喜爱的图书作品，近距离接触感受
机器人，学习游戏中玩具所蕴含的科学知识与
创新精神。同时，家长们可以参与现场竞技项
目，在运动中实现亲子互动。

省科技馆将举办
“亲子运动汇”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王光营 通讯员
崔燕丽) 6日，记者从济南市民俗艺术馆获悉，

“2014中国·济南第四届民俗文化艺术节”春节
期间举办。

本届民俗文化艺术节评选出了2013年度济
南市十大民俗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分
别为我省著名面塑艺术大师刘玉超，我省著名
烙画艺术大师李亚宁，我省著名民俗摄影艺术
家沈永岭，我省著名书法艺术家张国庆，我省著
名皮影戏表演艺术家李娟，我省著名剪纸艺术
家郭金平，我省著名糖画艺术家杨春桂，我省著
名陶艺艺术家王学芳，我省著名微雕艺术家张
军，我省著名黑陶艺术家王银环。

民俗遗产保护
杰出人物评出

大年三十，年夜饭餐桌上摆着
的各类饭食烘托着年味，生活在济
南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市民，春
节期间在饭食方面有着自己的特
色。“酥锅、藕盒，还有因为蒸太多
吃不完而长醭的馒头，擦吧擦吧接
着吃。”居住在王府池子北侧年逾
六旬的老济南人张迺恭说。

年前蒸下的馒头

能吃很多天

“小年过后就开始准备过年期间
的吃食，但考虑到保存期限，一般腊月
二十七之后开始做炸货，以前北园盛
产莲藕，就地取材，炸藕盒就成了济南
人炸货的首选。”祖辈都生活在济南的
王女士介绍，先将藕切成连着的两片，
在两片藕中间放入肉、韭菜等材料做
成的馅，然后放油锅里炸。而今年三十
才放假，各种年货准备时间特别紧张。

除了藕盒，炸货的花样繁多，王府
池子北侧的张家大院被称为老济南的
活化石，张家先祖从明朝时便定居于
济南，张家后人、年逾六旬的张迺恭老
先生介绍，炸货中的炸鸡、炸鱼是必不
可少的，还有炸藕合、炸萝卜丸子、炸
麻花、炸松肉、炸豆腐等。

“说起烘托年味的，济南人就不能
不提起酥锅，在一个大锅中，在锅底放
一层白菜一层香料，一层藕一层香料，

然后再放一层肉一层香料，上面再放
一层鱼一层香料，一到两只鸡一层香
料，按照这样的摆放顺序，煮出来的菜
滋味比较好，而且也有熟的先后顺
序。”王女士介绍，每年过年必不可少
的就是酥锅，煮的时间比较长，一般是
煮一晚上，自己吃着可口，招待客人也
是美味佳肴。

除了各种菜，还有主食。“馒头是
必不可少的，年前几天父母便开始蒸
馒头，要蒸好几锅，正月十五还吃不
完。”张迺恭说，馒头放时间太长便会
长醭，小时候生活条件不好，有馒头吃
就不错了，用手擦一擦接着吃。“但是
现在平常自己蒸馒头的都很少了，都
是买着吃，便宜还方便。”

初一早上吃素饺子

寓意素素净净

以前置办年货，济南市民都是去
赶集，“老东门那就有个很大的集，一
般是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去赶集，

但有时图个便宜，也会下乡赶集。”张
迺恭说，因为年货的置办一般是大量
的，要买十几斤的肉、鱼，还有大量的
青菜，而乡下集上的货物一般比较便
宜，所以去乡下赶集会剩下不少钱，而
自己的父母多次去郭店赶年集。

“初一早上这顿饺子必须吃素
的，寓意是素素净净。”张迺恭说，而
年初一在济南风俗中是不允许动火
的，所以年三十晚上包的水饺就是
主食，“酥锅就着饺子，这就是年初
一的吃食”。

到了年初二，炸货、肉菜就上了
桌。以前市民的生活水平普遍不高，
高热量的食物对普通市民来说较为
奢侈，所以这些食物也是济南市民
的最爱。“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肉类食物成了家常便饭，
过年时餐桌上的高热量食物反而不
受待见了。尤其是近些年来，总是想
在餐桌上找点青菜吃，但挺难找，可
能是年前的青菜有些甚至比肉都
贵。”王女士说。

见习记者 李师胜

老济南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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