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
2023年11月8日 星期三 责编/华健 美编/杰清 校对/凌美

A03
智

慧

海

都

智 慧 海 都
968880

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
气，闽南民间习惯以立冬为冬
季的开始。在这时，泉州的气
候还不算很冷，但注重养生的
泉州人为了养精蓄锐、安度隆
冬，每每在立冬之日增加营
养，以调整身体素质，适应气
候季节性的变化。因此，泉州
人把立冬直接叫“补冬”，意味
着是时候开始进补了。

泉谚有云：“立冬啉水
也有补”、“立冬立冬，刣鸡
刣鸭补嘴空”、“一年补趟
趟，不值补立冬”、“冬季有
食补，春来勇如虎”，说的都
是泉州人冬季进补“养藏”
的习惯。

“补冬”选择在立冬日进
行，也有一种仪式感的意味，
人们希望通过在这种非常时
点举行“仪式”，来祈求增强
自身整个冬季的活动能力。
在过去物资困难的时代里，

“补冬”更是一个丰盛的节
日。那时，平日普遍以地瓜
为主食的泉州人，只有除夕、

“普度”和“补冬”等屈指可数
的几个日子才能享用到肉
食，因此，“补冬”一词也天然
地带上了喜庆的内涵。

立冬时节 泉城市民爱来这里“补冬”

海都讯（记者 田米）
昨天白天泉州市晴空万里，
艳阳高照，高高的蓝天上偶
尔有几朵白云，大地充斥着
温暖和满满的热情。午后全
市最高气温上升到 30℃~
33℃之间，局部乡镇甚至超
过 34℃，清晨的凉意一扫而
光，置身于阳光下的小伙伴
们可以晾晒衣物和外出游
玩！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受

高空槽东移影响，全市温度
有明显下降，届时沿海阵风
将增大至 7~8 级，外出时请
做好防风措施，海上作业及
过往的船只要注意安全。另
外，近期昼夜温差较大，提醒
老人和小孩适时增减衣物，
预防感冒。由于近期降水较
少，空气干燥，提醒大家注意
及时补充水分，同时风干物
燥，各地的森林火险气象等
级总体较高，请注意防范。

秋干气燥 注意补水

泉州电信党委通过党
委“第一议题”、党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形式，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主题教育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制定主题教育专题学
习和专题研讨安排。党委
领导班子组织为期 7天的
读书班，并围绕主题教育
学习开展 2 次集中研讨，
班子成员联系思想、工作

实际，讲认识感悟、讲收获
体会、讲思路举措。党委
书记带头为党支部书记、
党员及员工代表讲授开展
主题为“为用户担当，为企
业担当”专题党课。

泉州电信开展“多样性”、
“实效性”主题教育学习

N海都记者 柳小玲/文
林良标/图

立冬，是冬季开始的信号。
这两日，泉州天气晴好，秋意融
融，一点冬天的感觉都没有，但
在“补冬”面前，泉州人可不会就
此忽略，从鸡鸭鱼鹅到蟹 鱼
虾，山海搭配出丰盛的补冬美食
汇……

这不，古城中山南路上的几
家老字号早早地就亮出了自己的
看家本领，鹅肉、羊肉、牛肉……
一缕缕诱人的肉香环绕于街巷
间，是百年老街繁华烟火中一份
温暖的“冬日仪式感”。

水门巷，有着“补冬巷”
之称，在补冬时节总会迎来
众多慕名而来的食客。

“补冬吃什么好料了……”
这两日，路过水门巷口时，
总能听到厝边头尾亲切的
问候声，尽管大家已在家中
备好了各类丰盛的“进补”
美食，但在立冬这日，习惯
了拐进巷里的老字号打上
一份羊肉煲或鹅肉煲。

57岁的傅宝真在中山
南路 545 号开的羊鹅肉老
字号，有 20 多个年头了。
小小的店铺里，几锅羊、鹅
肉正冒着热腾腾的烟气，诱
人的肉香迎面而来，不时有
路人停下打包一份带走。
立冬时节，傅宝真忙坏了，
她找熟人提前预订了 20头
上好的黑山羊和 30头肉质
鲜嫩饱满的狮头鹅，提前一
晚焖炒，第二日一早再烹
饪，才能赶得上在中午时分
送进客人的“嘴里”。

“我家的配料比较简
单，和别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在，加了自家酿制的葡萄酒
和德化茶油下去焖煮的，高
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
单的烹饪。”傅宝真一边翻
炒着锅里的羊肉，一边乐呵
呵地说道。由于现在的店
小没有空间堂食，她家只接
受打包带走。“要是换成从
前可以堂食，立冬这两天烹
煮三四十头的山羊都不够

卖咧。”
傅宝真现在经营的这

家店，是母亲“阿雪婆”留给
她的。40 年前，母亲在店
门口支起了摊位，经营肉
粽、丸子汤、小肠汤等泉州
特色小吃，撑起了他们一
家子，傅宝真从小就在这
里帮忙，后来随着母亲年
岁渐长，她接过了母亲的
担子，也跟着做起了牛肉、
羊肉，生意一直不错。“我
母亲 3 年前过世，她在世
时，每天都会来这里帮我
的忙，尤其是立冬这天，一
年里最忙的时候，这会儿突
然有点想她了。”傅宝真眼
眶一红说道。

水门巷是出了名的补
冬巷，在过去，这里开了七
八家专做羊肉与鹅肉的。

由于位于俗称“南北一
条街”的中山路的核心地
带，地段繁华，交通便利，来
这里吃羊肉的人就越来越
多了。每年到了立冬，补冬
的场面热闹得很，中山路上
黑压压的一片，都是人，大
家都来排队吃肉进补……
这样的场景，傅宝真印象深
刻。“泉州人有补冬的习惯，
即便有些家里经济不是很
宽裕，‘补冬’这天，都得好
好吃上一顿，早期以鸡鸭为
主，后来生活变好了，大家
的口味越来越刁，就开始吃
羊肉、鹅肉。”

对面的胭脂巷，也藏
着一家很火的“补冬”餐
馆，店主叫傅庆冲，大家习
惯称呼他“毛仔”。

我 们 探 访 这 家 店
时，傅庆冲的妻子黄佩
琼 正 在 厨 房 内 烹 煮 羊
肉。大锅里“咕噜”的翻
滚声音此起彼伏，空气
中氤氲着浓浓的勾人的
肉香，这也许就是让泉
州人在冬天里感觉温暖
的味道吧。

这里美食众多，补冬
之宝尽在其中，羊肉、牛
肉、鹅 肉 等 都 很 热 销 。

“补冬食羊肉，冬天不怕
冷，羊肉具有益气补虚、
温中暖下、补肾壮阳的
功效，是店里卖得最好
的补冬食物。”黄佩琼介
绍道。这两天，她起早
贪黑地忙着购买活鹅、
羊肉，烹饪，连饭都顾不
上吃，晚上也只睡了四
个小时。“有的人家里没
时间做菜，或是懒得自
己动手做，就会到我们
店里吃‘补冬’的鹅、羊
肉。”黄佩琼说。

他们家的羊肉火锅
很是红火，尤其到了冬天
夜里，店门口支起的三四
十桌，座无虚席，泉州人
喜欢约上三五好友，来这
里叫上一锅羊肉，三杯两

盏老酒下肚，是件特别幸
福的事了。而有些顾客
来得晚了，没位置坐，只
能打包回家吃。通常情
况下，补冬前后几日夜
里，都要雇请二三十位工
人帮忙，每晚得忙到凌晨
三四点。

黄佩琼夫妻俩的这家
店开了有 40余年，他们最
早是卖牛肉面的，当时还
没开多久，他们就嗅到了
生意气息，发现羊肉、鹅肉
在市场上卖得很火，跟着
也做起了鹅肉和羊肉的生

意。“我家烹煮的配方，都
是两个人自己一遍遍摸索
着加什么会好些，味道是
真的赞！”

“下锅时，要加入春生
堂、老白干、麦芽糖，配料
一定要用好的，前后煮一
锅要忙活 3至 4个小时。”
黄佩琼说道，这里的羊肉
鹅肉生意竞争激烈，各家
有各家的味，大家各凭本
事，烹煮着独属于自家的
味道，至于哪家好吃，那就
只能交给各位吃客来评判
啰！

出了名的“补冬”巷 进补都要排队 各家有各家的味 哪家好吃您来评

补冬习俗的由来

□相关链接

泉州市区天气预报

8日 多云转晴
19℃~27℃

厦门市区天气预报

8日 多云
20℃~28℃

漳州市区天气预报

8日 多云转晴
19℃~29℃

主题教育启动以来，泉州电信党委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统一安排部署，
并立足企业工作实际，找准切入点、发力点，不断丰富学习形式和载体，将
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

坚持在学习中调研，
在调研中学习，明确公司
12 个方面调研内容，其
中由市公司领导牵头调

研课题 6 个，开展调研次
数 44 次，形成调研问题
清单 33条。自 4月以来，
针对典型经验输出案例

226 件，将学习成果转化
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新思想、解决问题的新
办法。

调研贯通学，增强主题教育“实效性”

泉州电信结合工作实
际，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组
织各党支部通过“理论学
习+现场体悟”“请进来+走
出去”等方式，多种形式推
动主题教育载体多样化。
组织专兼职党务工作者开
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线上知识竞赛，进一步巩
固党务工作者理论知识，提
升党性修养。党支部充分
发挥“党建翼联”平台优势，
联合共建单位邀请地方专
家讲授党课开展联学促
学。组织开展红色教育基
地现场体悟学习，党支部组

织党团员前往泉州市机关
党建馆、晋江经验馆等地开
展现场体悟学习活动。至
今，各基层党支部依托“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通过集
中研讨、支部联学等方式组
织党员学习，共开展 57场
次活动。

党委带头学，抓好主题教育“第一课”

多种形式学，增强主题教育“多样性”

让人垂涎欲滴的猪脚

市民们纷纷到这里来“补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