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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林宝珍）
1月 14日下午，福建医科
大学孟超肝胆医院金山
院区北楼一楼大厅里，歌
声悠扬、温情四溢，福建
省交响乐协会实验合唱
团为奋战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以及患者、家属，带
来了一场暖心演出。蛇
年新春将至，这场高水平
的演出让医院提前充满
了年味。

演出伊始，混声合唱
《我爱你中国》以磅礴气
势震撼开场，瞬间抓住观
众的心，紧接着《牧歌》的
悠扬旋律，又将听众带入
宁静草原风光。女声独
唱、男声合唱、混声无伴
奏合唱精彩节目依次上
演，赢得阵阵喝彩。临近
尾声，《我的祖国》《我和

我的祖国》，激昂歌声回
荡大厅，温馨气氛与对医
护人员的敬意相互交融。

现场的医护人员和
患者及家属都沉浸在音
乐中，掌声和欢呼声此起
彼伏。孟超肝胆医院肝
病内科副主任医师孔金
峰说道：“平时工作连轴
转，压力比较大，这场高
水平的音乐会，让我们一
直紧绷的身心一下子就得
到了放松。”林先生是孟超
肝胆医院的“老病号”，最
近肝腹水的情况比较严
重，正在住院治疗。他表
示，音乐有着“疗愈”的神
奇功效，“这场音乐会如同
冬日暖阳，让大家感受到
了别样的温暖与希望。”他
特别感谢乐团和医院的暖
心安排。

海都讯（记者 吴诗榕
通讯员 冯天宇） “太感
谢你们了，不然我都不
知道该怎么办了。”13
日，汪先生将一面写有

“人民警察为人民 热
情服务暖人心”的锦旗
送至福州市公安局茶亭
派出所，对办案民警认
真负责、积极作为寻回
其走失的父亲表达感
谢。

这 是 怎 么 一 回 事
呢？11 日晚，汪先生来
到茶亭派出所报警称，
其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
父亲不慎走失。老人出
门时穿衣不多，天气寒
冷，事不宜迟，接警后值
班民警温炙民迅速响
应，依托“e体+”智慧赋

能机制，调取沿途监控
耐心细致地逐一查看，
终于在五一广场附近发
现老人的身影。

民警立刻到达五一
广场搜寻，但现场并未
发现老人踪迹。寒冷的
冬夜里，老人在外多待
一分钟，就多一分未知
的风险。民警一边宽慰
焦急的汪先生，一边进一
步扩大监控调取范围，对
老人行动轨迹再次进行
排查。从晚上十点到凌
晨两点，经过多次对比筛
查，民警终于在岳峰公交
车站附近发现老人踪迹，
并到场成功找到走失老
人。看到老人安然无
恙，汪先生激动不已，连
声向民警表示感谢。

海都讯（记者 吴诗榕
毛朝青 文/图） 春运已拉
开序幕。春运第一周，全
国大部降水稀少，晴朗天
气居多，总体利于春运出
行。不过一股较强冷空
气已“发货”，15 日开始，
福州将进入“降温模式”，
16 日，气温会降至低点，

市区低温只有 5℃，高海
拔山区的气温会在冰点
附近，市民出行要注意防
寒保暖。17 日前后再度
升温，并将在大幅偏暖中
进入“四九”天。

而福建在 2025 春运
的第一周有阳光作伴，预
计未来一周，全省以晴到

多云天气为主。虽有阳
光陪伴，但冷空气活动仍
十分频繁，全省气温偏
低，16—18 日早晨，全省
大部城区最低气温（除中
南部沿海县市外）在 4℃
以下（有霜或霜冻），西
部、北部城区达 -4~0℃
（有结冰）。

音乐“疗愈”
如冬日暖阳

交响乐团走进医院暖心演出

老人冬夜走失
民警暖心守护

冷空气仍频繁 但有阳光作伴

盖洋乡平均海拔700多
米，天然山泉水以及本土高
产的优质糯稻，都为酿造青
红酒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汽车在山路间盘旋而
上，空气变得愈发清新，冬
季的盖洋乡气温尤为寒冷，
时常下雪，即便到了早上 9
点，寒意仍旧挥之不去。在
盖洋乡前湖村的一座古厝
内酒香弥漫，这是郑爱珠的
酒坊，走近就看到大大小小
的酒缸错落整齐地摆放着。

“你们来啦，我正在后
院洗酒坛呢！”听到声音，正
在忙碌的“酿酒红人”郑爱
珠迎了出来，热情地招呼

道，她戴着手套穿着雨靴，
身高只有一米五多的她，正
洗着有她小腿高的酒坛。
酿酒已进入压榨工序，为什
么还在洗酒坛子呢？“酿酒
的整个过程都要保持干净，
所有的器具也必须清洗干
净，以免杂菌杂味侵入，影
响酒的品质和味道。”只有
周末回到酿酒坊酿酒的她，
一回来就“全副武装”开始
洗洗涮涮。

一方水土酿一方酒，盖
洋红的酿造需要顺应自然，一
冬一酿，经过选料、浸米、蒸
煮、摊凉、落缸、搅拌（前发
酵）、沉缸（后发酵）、压榨、装

坛、包坛口（封泥头）、煴酒、陈
贮等一系列工序酿造而成。

1973年，郑爱珠出生在
永泰盖洋乡盖洋村，她的人
生，本与酿酒之路并无交
集，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在
2006年悄然转动。

那时，单位领导交给她
一个艰巨的任务——“盘
活”3000个酒坛。为了完成
任务，郑爱珠开始收购村民
酿造的青红酒。但初涉此
道的她，因缺乏经验，短短
半年，便遭遇了沉重的打
击。酒味变酸、保存不当等
问题接踵而至，让她的事业
陷入了困境。

招牌不能砸！面对困
境，郑爱珠没有选择退缩。
在一筹莫展之时，她想起了
公公精湛的酿酒手艺。原
来，郑爱珠公公的祖上迁居
至永泰盖洋乡后，便利用当
地高山地形产出的独特原
材料酿造红曲酒，经过数百
年的传承与沉淀，自成一
派。盖洋红曲酒的酿造技
艺，已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了
六七百年。郑爱珠深知，如
果这项技艺无人传承，将会
永远消逝在历史的长河
中。怀着对传统技艺的敬
畏与责任，她毅然决然地踏
上了酿酒之路。

深山飘出酒曲香
永泰县盖洋乡的“酿酒红人”郑爱珠，18年匠心传承盖洋红曲酒酿造技艺，

让“盖洋红”焕发生机

福州今起
三天天气

15日 多云转晴
6℃~17℃

16日 晴
5℃~15℃

17日 晴
6℃~15℃

N海都记者 王灵婧 何丹莹 文/图

过了腊八就是年，福州的年味里少不了一
口香甜的“青红酒”。福州永泰县盖洋乡的“盖
洋红曲酒”以其独到的风味，成为年节庆典中
的臻品佳酿，被外地客人称为“福建茅台”。寒
冬时节，万物归藏，正是一年一度酿青红酒的

“黄金时间”。海都记者踏“雪”寻香前往盖洋
乡，见到了福州市第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盖洋红曲酒酿造技艺”的传承人
郑爱珠。她18年匠心传承酿造技艺，让承载着
满满年味的“盖洋红”焕发生机。

“盘活”酒坛陷入困境 没有退缩传承酿酒手艺

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
酒”。郑爱珠一边忙于本职
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努
力钻研酿酒古法。谈起酿酒
郑爱珠打开了话匣子，酒好
不好选料是关键，要选择盖
洋本土糯米，浸泡 4个小时
后开始蒸煮，蒸煮时要看着
米要熟而不糊、透而不烂，再

出锅置于竹匾上摊凉。凉透
后放入装着山泉水的陶缸
里，撒入红曲，使用特制的酒
耙子反复搅拌，让红曲充分
混合，再封盖发酵。

每年冬至开始，便是郑
爱珠最为忙碌的时节。在县
城工作的她，每周末都会回到
这座老宅，从早上5点到晚上

11点，沉浸在酿酒的工作中。
“你看这就是冬至那天

落缸发酵完的盖洋红，今天
我们开始压榨。”揭开竹笠，
酒香四溢，郑爱珠和她90岁
的公公一起将它们一瓢一
瓢地舀进棉布袋内，扎紧，
放入木质压酒机内，再用一
个几十斤重的石头挂在压

酒机上，分离酒液和酒糟。
压榨过后再装坛沉淀

一周后，进入封坛。一层保
鲜膜一层报纸，叠加 5层再
用特制的泥土封口。封口后
将酒坛子运至小屋内，用稻
谷壳煴酒，将生酒变成熟酒，
陈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便
能让青红酒保存数年。

酒好不好选料是关键 制作工序一个不能少

带领全村人致富 让技艺焕发生机

“十二道工序每一道工
序都极其讲究，都有着严格
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在盖洋
才能酿出来。”很多人让她
到永泰县城开一家酒厂，但
她总说是得益于盖洋乡独
特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环境
和气候条件，离开了这里，
她也酿不出好酒。

18年的时光里，郑爱珠
见证了盖洋红曲酒的兴衰变
迁，也用自己的双手，让这古
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生机。
学到祖传酿酒技艺后，她还
自己研究出酒味更香甜的

“酒酿酒”，设计外包装吸引
顾客，让盖洋红走出大山，不
再藏在深山无人知，成为助

力乡村振兴的一坛“金酒”。
不久前，还传来一个好

消息，永泰县的盖洋红曲酒
酿造技艺成功列入福州市第
八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盖洋红的知
名度再次提升，郑爱珠的事
业也蒸蒸日上。但她始终没
有忘记来时路，坚持手工自

酿，每个环节亲力亲为。
除了自己酿酒，郑爱珠

还积极带动周边的村民一
起参与到酿酒事业中来。
在她的帮助下，许多村民掌
握了酿酒技术，通过酿造和
销售盖洋红，实现了增收致
富。“一个人富不算富，全村
人一起富才算富。”

在落日的余晖中，一只小船在西湖摇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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