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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食客绕道赶集
特意来尝丸子汤

处暑已到，但热浪滚滚威力
不减。恰逢周末的常路大集，一
过早饭点儿就人来人往。

穿过树林里的服装区往西，
是一排敞开式的遮阳棚“门店”。
在这里，各色食材香气融合在一
起。刚从鏊子上揭下的煎饼，还散
发热气的锅饼和豆腐，以及角落
里调料摊位上扬起浓烈香气的花
椒、大料……烟火气在这里更接
地气。

当天凌晨四点多，丸子汤店
主陈红伟早早备好豆腐皮、豆
芽、猪头肉等食材。最要紧的丸
子，头天下午已经炸好，有的散
装在一起，有的论斤称重分装
好。迎着晨曦，他和妻子以及父
亲，把遮阳棚里闲置的桌子和板
凳摆好、擦净，再支起两个火炭
炉灶，一个用来烧丸子，一个用
来炒菜。

第一拨食客零零散散却总是
迫不及待，他们大多没吃早饭，赶
到这里就为来上一碗丸子汤。陈
红伟一边安慰他们稍等片刻，一
边加快手上动作。直径一米多的
大铁锅，把水烧热总需要点时间。
再迫不及待的食客，看到水才冒
热气，也只能落座耐心等候。

日头越爬越高，陈红伟脚步
越来越快，人多的时候，几乎是一
溜小跑从冰柜往外拿食材。来喝
丸子汤的人大多也会点菜，豆腐
皮、豆芽、猪头肉，陈红伟预备的
样数不多，量却不小。只需三两分
钟，一盘菜即可出锅上桌。

虽然忙得脚不沾地，但多年
经验让陈红伟和家人配合默契。

他返身备菜的工夫，如果有客人
点菜，他的父亲就擦把手上灶掌
勺。反之，父亲备菜时，就轮到陈
红伟掌勺。

集上走来三名衣着光鲜的
年轻小伙，他们先是围着店面打
量一番，确认没找错地儿，才学
着其他人的模样要丸子、点菜。

“早就听说常路丸子很火，今天
正好出差到附近。”这三人是同
事，来自新泰市，出差途中想起
当天是常路大集，决定绕道蒙阴
尝尝听闻许久的丸子汤。

当地人心中的“高大上”
有人二十多年逢集必到

食客中显眼的不只有外地

人，还有从河北赶来的两位美食
博主。他们通过网友辗转联系上
陈红伟，约好时间，一大早就到
集上围着店铺拍来拍去。“上集
还有个从江苏过来的，是粉丝好
几百万的‘大号’。”这样的预约，
陈红伟已经习以为常。

网络上，风格迥异的视频
里，陈红伟总是忙碌，网友点评
中大多对丸子汤充满期待。但也
有网友表示，常路丸子汤其实滋
味并不出奇。

对于这样的评论，蒙阴当地博
主王哲表示认同。他介绍，丸子汤
的食材和做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
萝卜丁和豇豆粉炸制后再烫煮。

“在味道之外，丸子汤对蒙
阴人其实有其他含义，特别是大

集上的丸子汤，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是一种情感寄托。”王哲介绍，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种用简单
食材制作的食物，因炸制后像肉
丸，尤其是裹在面里的萝卜丁
过油后确实有肥肉的感觉，遇
有红白事或家中来重要客人，
一碗丸子汤是门面。就是这样
一碗价格低廉的丸子汤，普通
人家大多也只在逢年过节或赶
集卖了货挣到钱，才舍得来上
一碗解馋。因此，即便现在都
过上了好日子，蒙阴居民存款
平均值位于临沂全市前列，手里
有钱的当地人对丸子汤依然是

“高大上”的印象，不来上一碗丸
子汤就没有满足感。

“以前偶尔才来上一碗，现

在到大集上来喝，不光丸子汤，
还得来个炒菜。”家住常路镇的
刘文祥保持着二十多年逢集必
到的“纪录”，在他眼里，一碗丸
子汤下肚，是犒劳也是歇息，比
起大鱼大肉更有满足感。

撑起全家的生计
带来骄傲和满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红打卡
地，名声在外的常路丸子汤，是
陈红伟一家的生计和骄傲，陈红
伟自豪地把两块牌子挂在最显
眼处。

不同需求的食客会聚到陈
红伟店铺，结果就是平均每集要
消耗掉750双一次性竹筷。即便
按照每人消费10元计算，这一集
就能给陈红伟带来七千多元的
收入。靠着这份收入，他不仅供
养着两个孩子上学，还为父母和
全家人买了商业健康保险。老人
的医疗、孩子的教育等这两件家
庭大事无忧，所以一天面对七百
多食客的忙碌，陈红伟即便脚步
再匆忙，脸上始终挂着知足常乐
的笑意。而他的妻子专职记账、
收款，在忙碌间总能找到与过路
熟人聊天的悠闲。

“他们一家人在忙碌中发自
心底展现出来的从容和知足，是
常路丸子汤火起来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王哲说，接地气的农
村大集、极富感染力的乐观店
主、富有深刻涵义的美食，这
三种元素加在一起，具备了形
成热点的传播题材，再加上蒙
阴县旅游资源丰富、生态环境
好，常路镇位于全县中部，专
门为这碗丸子汤而来的人，能
欣赏一路美景；为美景而来的游
客，在这碗丸子汤里深度体会到
当地特色，多种元素叠加，让常
路丸子汤的名气越来越大。

滋味并不出奇，却是无数人的“情感寄托”

一碗常路丸子汤，装满蒙阴幸福滋味

她用针线作画，修补衣服圆满人心
网上吸粉50多万，旧衣经妙手迎来“新生”

文/片 记者 王诗玥

在济南市槐荫区保利中心
的一个写字楼上，藏着一家有着
20多年历史的衣服修补店，店名
叫作“张师傅”。尽管这里的位置
不太好找，但前来修补衣服的人
络绎不绝。

“张师傅”的店主叫张玉春，
今年43岁，学习手推绣已有27
年。这些年来，不计其数的破旧
衣物在她的手中复旧如新。栩栩
如生的蝴蝶、鲜嫩多汁的桃子、
苍翠挺拔的竹子……张玉春拿
着缝衣针，手指在衣物破损的地
方上下翻飞着，这件衣服也被赋
予了新的生命。

“我们在给衣服绣补时，一
般会选择跟衣服一样颜色的线，
再挑选图案，这样修复完，看起
来就特别自然美观。”为了更加
还原衣服本来的面貌，张玉春极
大地发挥了自己的钻研精神，工
作室内，单是黑色的线就有几十
种。每当发现线的颜色和衣物不
完全相同时，她就会像“强迫症”
一样再买新的，20多年来，工作
室内的线已有将近3000种。“材
质不同、厂家不同，即便是黑色
的线也会有差别，只有保证它们
的颜色尽可能一致，才能把衣服

补得更加天衣无缝。”
“有些顾客把衣服送来修补

是因为面料很好，扔了可惜，还有
些顾客则是因为这些衣物里寄托
了他们的感情。”张玉春说，其实
这个时代，不是没有人补衣服了，
只是补衣服的店越来越少，很多
人衣服破了不知道该去哪儿修。
为了让这门“老手艺”与时俱进，
也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手艺，
张玉春开了网店，还在网上直播
自己的修补过程，目前其中一个
平台的粉丝已经达到了50多万。

知道这家店的人越来越多，
找她修补衣服的人也就多了起
来。因此，张玉春也听到了很多
衣服背后的动人故事。

“有一位女士寄过来一件红

色连衣裙，那件裙子款式老旧、面
料也一般，我建议她不要修补
了。”尽管给出了建议，但那位女
士坚持要修补，后来张玉春才知
道，那件衣服是女士的丈夫在结
婚时送给她的，而她的丈夫现在
已经去世了。很多时候，衣物代表
了我们最柔软的回忆，修补的是
衣服，圆满的却是人心。

如今，慕名而来向张玉春学
习织补技巧的人越来越多。

“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学生明
天要回家了，我要抓紧时间多教
他们一点东西。”张玉春说，作为
手艺人，她只希望更多的人了解
这门手艺，更多的人学习这门手
艺，不仅维护好口碑，更把它长
久地传承下去。

2022中国（烟台）国际黄金论坛暨

招远市第十五届黄金节启幕

本报烟台8月28日讯（记者
钟建军 吕奇 通讯员 丁晓明

李建 王松） 28日上午，由中
国黄金协会主办，招远市黄金协
会、山东中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
招金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的

“2022中国（烟台）国际黄金论坛
暨招远市第十五届黄金节”在“中
国金都”招远启幕。

招远，一座含着金子诞生的
城市，作为中国最大的黄金生产
基地和民族黄金工业发祥地，黄
金生产历史逾千年。目前，招远市
黄金储量、产量分别占全国的1/5
和1/4，构建起涵盖采选、精炼、精
深加工、黄金文旅的完整产业链
条，黄金产量连续46年稳居全国
县级市之首。2002年，招远被中国
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都”。为
提升“中国金都”的品牌效应，促
进旅游与文化的结合，打造“中国
金都”城市文化品牌，2007年起，
招远于每年8月28日举办黄金节。

2021年以来，招远黄金行业
践行安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
念，深入实施关闭、整合、提升“三
个一批”，全市126个黄金矿山压
减到64个，其中生产矿山设计产
能到目前已恢复到95%，预计年
底前全面恢复，矿产资源综合利
用水平达到全国领先，推动黄金
产业实现由“多头办矿”向“统一

矿权”、“散小弱差”向“高大上
强”、“隐患多发”向“本质安全”、

“传统低效”向“智能智慧”的四个
转变。

本届黄金节以“黄金时代”为
主题，策划了智“汇”金都、“饰”尚
金都、畅“享”金都三大板块，包含
黄金论坛、网络黄金节、黄金文旅
等10项主题活动，海内外各界人
士齐聚一堂，共同擘画黄金产业
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

开幕式上，中国黄金协会向
山东工商学院授予“中国（烟台）
黄金行业人才培训基地”称号，这
是全国黄金行业第一个“双师人
才培养基地”，将为烟台量身打造
覆盖黄金行业全产业链的“黄金
智库”。此外，在现场还举行了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签约总额达49
亿元。

眼下，招远市正沿着“做好
金、延伸金、超越金、不唯金”的

“四金”新路径，全面叫响以黄金
全产业链为特征的国内一流中国
金都，为黄金产业创新发展、高质
量发展提供“招远样板”。

在临沂市蒙阴县常路镇，丸子汤是当地一道乡间美食。尽管当地大大小小的饭店都有这道菜，但当
地人更愿意“逢四排九”到农贸大集来上一碗。这碗丸子汤，还吸引着外地食客及美食主播前往尝鲜。

比起其他美食，丸子汤在滋味上其实并不出奇。受追捧背后，是这碗汤里隐藏着生活滋味。

张玉春的店里有近3000种线。

▲就是这碗丸子汤，撑起了陈红伟全家的生计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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