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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全新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中熙产业园五期全面启动。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惠安县福秀小吃店不慎遗失惠安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8年

12 月 7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350521MA30TBF65R，许可证编

号：JY23505210068085，现声明作废。

福建同壹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铜质圆形的公章一枚，印章

编号：3505830004542，现声明作废。

泉州芮汐机械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50582MAC1NN497X）
不慎遗失圆形橡胶公章一枚，现声

明作废。

丰泽区峰之味餐饮店不慎遗失泉

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505030045493，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晋江市安海镇赤店村赤店老年

协 会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350582MJC270108T）不慎遗失

圆形、橡胶质公章一枚，现声明该

公章作废。

上午9时许，一走进李
溪村，映入眼帘的是，层层
叠叠的千亩梯田和苍翠竹
海，车辆愈临近玉林堂祖
厝，鞭炮声、唢呐声便愈发
响亮。此时，李溪村的村
民们都聚集在祖厝前，为

“牛”举行一场特别的祭祀
典礼，迎神、颂文、上贡、敬
牛等环节逐一上演，现场
锣鼓喧天，热闹非凡。

祭祀一结束，神轿、
彩旗、锣鼓、舞龙、舞狮等

队伍，沿着李溪村的千亩
梯田进行游田，祈祷风调
雨顺、丰收富足。穿蓑衣
戴笠帽的村民们，牵着 13
头戴大红花的耕牛紧跟
其后。游田约 3 公里后，
队伍抵达一座古厝前，
陆续停下休憩片刻。主
祭人开始为每头耕牛点
红，寓意耕牛体魄健壮，
紧接着，给牛喂酸菜水、
麻叶、糍粑、鸡蛋、生猪油
等食物。

73 岁的村民陈金龙
说，这是给牛补充营养，犒
劳牛过去一年来的辛苦劳
作。“我们用最隆重的形式
给牛过生日，表示对牛的
敬重，给牛吃酸菜，那是牛
的洋参，补好身体，整个春
天劳作就不会生病。”陈金
龙家中养了 20多头牛，这
次专程带了一对会耕地的
母子牛来沾喜气，特别是
母牛已养了 8 年，十分健
壮，重达900斤。

此次涂岭猪脚烹饪比
赛，主办方精心策划，共甄
选 23家餐饮代表参加“传
统技艺”“自选创意”两项
比拼。

27 日一早，23 位猪脚
烹饪高手，早早备好料，来
到泉港红星生态园体育馆
安营扎寨，准备 PK 煮猪
脚。大家支起了火炉，各
显神通，展示自己最拿手
的厨技。

经 过 近 2 个 小 时 烹
制，桌上就摆好了煮好的

“猪脚宴”，一道道色香味
俱全，让游客们垂涎欲

滴。平日里，以瘦身为己
任的淑女们也难挡“猪
脚”诱惑，结伴“扫荡”，这
家吃一块，那家吃一块，
尽情品尝不同口味的“猪
脚大餐”。

而在另一边的主席台
上，通过专业评委品评、大
众评委投票，评出“金牌”1
名、“银牌”2 名、“铜牌”3
名、“创意奖”6 名、“人气
奖”3名。

来自涂岭镇下炉村的
黄山，摘得“金牌”和“创意
奖”。

“之前参加了两届，有

一次拿了铜奖，这次能够
拿到冠军，也是对我的肯
定，很开心。”45岁的黄山
说道。

“我的做法其实没有
什么特别之处，都是普通
人家里做猪脚的方式，唯
一的特色，就是坚持原汁
原味的烹饪。”黄山说，在
烹饪时，猪肉要选得比较
精，八角、香叶、桂皮等佐
料要放得少，盐和味精等
调料也放得很少。“这些东
西加多了，虽然味道可能
变得鲜美，却破坏了猪脚
原有的味道。”

农历四月初八 给牛过生日
德化县雷峰镇举办一年一度的“李溪耕牛节”，祈愿耕牛体魄健壮，祈福今年五谷丰登

新一届“猪脚王”诞生
泉港举办第七届涂岭猪脚美食文化节，八方

游客赶赴“猪脚盛宴”，大快朵颐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田米 文/图

俗语说“人歇五月节，牛歇四月
八”，每年四月初八是给牛补补身体的
好日子。5月26日，一年一度的“李溪
耕牛节”在泉州市德化县雷峰镇举办，
传承李溪村的祭拜耕牛传统，也展现
中华民族的农耕信仰。 N海都记者 柳小玲

实习生 吴湘湘 文/图

猪脚煲仔汤、红烧猪
蹄、冰糖卤猪蹄、泡椒猪
蹄……5 月 27 日，泉州泉
港区举办2023年“桃岭之
上 福寿绵长”文旅嘉年
华暨第七届涂岭猪脚美食
文化节，活动现场，各类猪
蹄美食，一经端出，立马被
众吃货风卷残云般横扫一
空，不亦乐乎。

随后进行的耕田比赛
中，李溪村共精挑细选出3
头耕牛下地开耕，一场有
趣的“耕田”比赛，逗乐了
村民、游客。73 岁的村民
陈昌敦，有 55年的耕地经
验，这次他和老伴带来参
赛的大黄牛养了有4年，十
分乖巧听话，牛和主人配合
默契地耕了四个回合，最终
拔得头筹，被封“牛王”。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
靠牛耕作，没有牛我们也
生活不了，所以我们平时

对牛很尊重，把牛当朋友，
耕牛节是祖祖辈辈流传下
来的传统。”陈昌敦说道。

据悉，李溪村的“耕牛
节”历史由来已久。相传，
李溪村先民于明朝时期来
到李溪村。据《雷峰镇志》
记载，明隆庆年间，李溪村
的族人开始每逢四月初
八，把自家的耕牛集中在
玉林堂前，为牛过生日，酬
谢耕牛对人所做出的贡
献，祈愿耕牛体魄健壮，祈
福当年五谷丰登。

上世纪 80 年代后，这
样的集体活动逐渐消失，但
常年从事农耕劳作的农民
仍坚持在这一天给自家耕
牛过节。近年来，李溪村
不仅举行隆重的耕牛节，
还充分挖掘保护了一条数
百年的耕牛石道。同时，
李溪村还利用梯田景观建
设“一粒米”观景平台，整
合“中国李溪耕牛节”的传
说，建设了“耕牛文化馆”、
农耕文化小屋等，传播李溪
耕牛节和农耕文化。

耕牛节可追溯至明朝，祈愿耕牛体魄健壮

犒劳牛：点红，喂糍粑、鸡蛋、生猪油等

老字号“涂岭猪脚”，自古以来最受追捧

23位猪脚烹饪高手PK，展示最拿手厨技

据《泉港名产志》记
载，宋元时期，涂岭就成为
贯通福厦的交通要道中转
点，催生了不少沿道驿站，
为过路人提供住宿餐食，
其中老字号“涂岭猪脚”最
受追捧与青睐。“因涂岭所
产的土猪长期在外放养，
腿部肉质格外紧实，不少
当地的厨师便相中这种食
材，烹饪出一道道美味的

‘卤猪脚餐’，涂岭猪脚也

随这些旅客的推崇走红南
北。”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
绍道。

不仅如此，在闽南地
区，吃猪脚被赋予了“否极
泰来、延年益寿、福禄双
全”的寓意。泉港的卤猪
脚，不仅是一道驿站美食，
也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
招待亲友必备的菜肴。在
涂岭镇，几乎家家户户都
会做猪脚，手艺也是一代

传一代。
2016 年，泉州小吃制

作技艺（涂岭卤猪脚）入选
泉州市第五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近年来，当地政府已
连续多次举办涂岭猪脚美
食文化节。当日，现场还
采取“线上直播+主播游
园”形式，推介泉港农特产
品、涂岭猪脚美食、精品旅
游线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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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田”比赛，将决出今年的“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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