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的味道——土猪腊味
北碚区蔡家小学四年级三班 吴婉娴

指导教师：李恩惠

在我心中，重庆春节最富有年味的就是
熏腊肉、做香肠。

重庆城口的土猪腊肉、香肠，那味道真
是“不摆了”，一提起就让我口舌生津、馋涎
欲滴。城口土猪腊肉、香肠，做法可有讲究
了，今天我就把从外婆家学到的做法和大家
一起分享！

城口的土猪肉肉质醇香，口感细糯绵软
有嚼劲，用城口土猪肉做的腊味年货，可是
名牌产品。平时妈妈都舍不得买来吃，她总
是说：“再等等吧，等过年我们回城口自己
做，自己做的更有年味呢。”

寒假里，我们回到了城口，和外婆一起
做腊味年货。香肠是用土猪的后腿肉做
的，猪后腿肉筋膜少，不肥不瘦，而且是经
常运动的“活肉”，用它做出来的香肠肥而
不腻，有嚼劲又细嫩。外婆先将猪小肠抹
上白面，一遍一遍轻轻搓洗干净，然后用温
盐水泡着。接着，将洗净的肥肉切成红豆
大小的肉末，瘦肉切成拇指大小的肉丁，全
部装进一个大盆里，加上盐、生抽、花椒、鸡
精、料酒等作料，喜欢吃辣的还可以放辣椒
面哦，再混合在一起用劲拌匀。放置一个
多小时，肉就腌上味了。然后用漏斗将腌
好的肉灌入洗净的小肠，最后用结实的棉
线把装好的香肠一节一节扎紧，晾挂在竹
竿上，等风把水汽吹干。

腊肉一般用五花肉做成，要用炒香的花
椒和盐均匀地涂抹在肉的表面，然后腌制5
到7天。

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熏制
了，要用新鲜的柏树枝、柑子枝、橘子皮熏，
用这些材料熏出来的腊肉、香肠，带有树枝
的清香，味道格外好。熏的时候不能出现明
火，否则会把肉给烤熟的。大概熏上半天，
肉就会“嗞嗞”地冒出小油珠，颜色也渐渐变
成焦黄，香味也出来了，这说明熏肉的火候
是对的。再熏上三五天，香味越来越浓，肉
的表面泛着金红色的光泽，这时候就大功告
成了。把熏好的香肠、腊肉挂到阴凉处，就
可以随时享用了。

把一块红亮红亮的腊肉切成片，和花菜
一起炒，再加进绿汪汪的蒜苗，香气扑鼻，让
疯玩的孩童们立刻丢下伙伴，狂奔回家，伸
手抓起就往嘴里送……

听完我介绍，你流口水了吗？你学会制
作腊肉、香肠了吗？有没有很想到重庆来尝
一尝城口的土猪腊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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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 动
时间：2023 年 1
月-3月。

（二）作品内容
及体裁要求

1.“秀一秀我家年夜饭的
一道菜”

（1）学生围绕主题介绍一
道菜，自己与家人一起制作的过
程，以及感受，字数600字以内。

（2）与制作成功后的菜肴
合影。

2.“我心中重庆春节的味
道”分主题

（1）学生围绕主题，说说
重庆最具春节的味道，可以是
美食的味道，可以是文化的味
道，可以是乡土的味道。

（2）体裁不限，字数 1000
字以内，

（3）若投绘画作品，需配
300字以内的创作经过说明。

以上文图投稿请上传至投
稿邮箱：xzsys-2023@qq.com。

主持记者：李凌，活动联
系微信号：cqcb_xz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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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年夜菜
两江新区童心小学四年级四班 田有李

指导教师：杨华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三百六十五……”伴随着欢快
的歌曲，汽车飞奔在回老家的路上。我们已经好久没回过
老家了，妈妈特意播放了这首歌。

坐在后座的我，眼睛时不时地往旁边盯。我旁边是一个
保温袋，袋子里装着一只处理好的老母鸡和切好的人参片。
这可是婆婆亲手种的人参、亲自喂的土鸡，特意让我们带给外
公外婆的。旁边还有两个盒子，分别装着盐焗猪肝和薄荷酥
红豆，我忍不住伸出舌头舔了舔嘴皮儿，又咽了咽口水。

腊月二十七那天，妈妈给我看了她手机里收藏的年夜
菜清单。盐焗猪肝和薄荷酥红豆，这两道简洁新颖富有地
域特色的菜最终胜出。妈妈说，“以往年夜饭都是外公外
婆准备，他们年纪大了，不想他们太劳累，咱们提前准备一
些，年三十那天带回去。”这两道菜比较简单，既可以抽空
闲时间准备，又方便携带，口味还和平常不一样，就选它们
了。于是，这两天时间里，我帮着妈妈一起泡红豆、煮红
豆，还摘光了花盆里的薄荷，妈妈则利用空闲时间腌制盐
焗猪肝。忙碌的身影里，哼唱的小曲里，都是对回家的期
待。我和妈妈干得不亦乐乎。

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很短，却伴随着很长很长的思念，
我们离老家越来越近了。

除夕夜，温暖的灯光下，香气溢满了饭桌。C位当然是
热气腾腾的人参土鸡汤，旁边就是我们提前做好的薄荷酥
红豆和盐焗猪肝。这三道菜，只红、白、黄、绿几种颜色就足
够让人锁定眼球，第一筷就想夹它们了。忙碌的身影渐渐
慢下来，各种声音加入进来，碗筷碰撞的声音，闲聊家常的
声音，我们嬉闹的声音，电视里主持人欢快的声音伴随着喜
庆的歌声……外婆家每个角落都洋溢着欢笑和浓浓的年
味。这就是我们的年夜饭，这就是家家户户最期盼的团圆，
这就是中国人应该有的中国年。

年味——老家的山
两江新区人民小学二年级己班 罗钰童

指导老师：赵洪苛

兔年春节，我们一家欢聚在乡下的老家，四世同堂其乐
融融。在我看来，年味就是老家后山上特有的泥土、青草、野
花、橘柑树的芳香、天空中飞鸟的鸣叫、院子的欢声笑语，以及
老家厨房里时不时飘出的饭菜香交织在一起的味道。

老家的院子后面是一座山，苍翠、冷峻。上山的路是
一条小径，很多地方坑坑洼洼的，还有各种奇形怪状的乱
石，看上去就像是给我们上山路上布设的陷阱，稍不注意
就可能摔个底朝天，所以一定要格外小心！我和弟弟每天
上山、下山，一个假期下来，我们都成了爬山高手。不过，
有一条叫“盒子”的小狗比我们还厉害，它疾步如飞，很快
就能冲到山顶。后山有一片修剪整齐的果园，里面种的全
是柑橘树，这个季节，树上还挂着一些鲜红的柑橘，嘴馋的
时候随便摘一个来吃，酸甜可口。

以前，后山还有一个陶罐厂。在艰难的岁月里，当地
村民以制作陶罐谋求生计，爷爷也曾经拉着板车用陶罐换
取物资。这些都成了爷爷难忘的回忆。现在，这里还有很
多废弃的陶罐，见证了那段艰难但自强不息的岁月。

如今，后山是我和弟弟的乐园，我们最喜欢的活动就
是在废弃陶罐里寻宝，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时光。

后山见证了爷爷的青年时代，见证了爸爸的求学时代，见证
了我和弟弟的快乐成长，也见证了我们一家人的团圆和美满。

爷爷家的年味
渝北区中央公园小学校2021级8班 李子筝

指导教师：胡富琴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阖家团圆的日
子。腊月三十下午，爸爸妈妈带着我和哥哥回到大足乡下的
老家，和爷爷奶奶一起团年。

写春联、贴春联是我家过年时的固定“节目”。一到家，
爸爸就迫不及待地向我们展示他的书法，“刷刷刷”，很快就
写好了一副。看到爸爸潇洒挥毫的样子，我也想试试。我自
信满满地学着爸爸的样子随手一挥，“咦，毛笔怎么不听使唤
呢？”笔画一大一小，字也参差不齐，我肚子都笑痛了。爸爸
在一旁哈哈大笑起来，“毛笔和硬笔不同，爸爸来教教你吧！”
爸爸开始耐心地教我握笔，一遍又一遍地教我练习写法，写
毛笔字真是太有趣了！“要不明年的春联就由筝筝写吧？”爸
爸笑着说。我连声答应，心里甜滋滋的。这就是年味吗？是
的，甜甜的！

我和爸爸写春联，奶奶和妈妈也没有闲着，她们一直忙
着做年夜饭。傍晚时分，一桌香喷喷的年夜饭摆在了大家面
前，有我最喜欢吃的香肠、红烧排骨和麻辣鱼，桌上还摆了白
酒、红酒和饮料。全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饭香、菜香、
酒香溢满了房间。这是年味吗？是的，香香的！

晚饭后，全家人坐在一起看春晚，正当大家看得入迷
时，外面突然响起“砰砰”的烟花爆炸声。别看我是个小女
孩，我可不怕放烟花呢，放烟花早就是我心心念念的事。我
催促爸爸和哥哥把烟花抬到开阔的地方，爸爸点燃了引线，

“刺刺刺”的声音响了几秒，烟花随着“咻咻咻”的声音蹿上
天空，几声“嘣嘣嘣”脆响后，夜空中绽放出五光十色的“花
朵”，“花朵”也照亮了夜空，美丽极了。这也是年味吧？是
的，有声有色的！

年味原来是甜甜的、香香的、有声有色的。我喜欢老家
的年味，它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家的年味——团圆饺
渝中区曾家岩小学五年级二班 熊楚鋡

指导老师：张鑫

当美丽的烟花在空中绽放时，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
上桌时，当相隔千里的亲人相聚时，当火红的灯笼挂起
时……这一刻，都在传递着一个消息——过年啦！

在众多过年菜品中，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饺子
长得跟元宝相似，人们希望吃了饺子就可以招财进宝。
饺子也代表了喜庆和团圆，象征着在新的一年里有好运，
所以过年吃饺子寓意着“喜庆吉祥”“幸福团圆”。

当然，包饺子也是我最拿手的，从和面开始，我都要
亲手完成：洗净双手后将面粉搅拌在一起，加适量水、反
复揉搓，之后搓成长条，切成一段一段的，揉成一个个小
球，用大拇指和食指往球中心按压，慢慢往四周按，面球
变成了一张薄薄的圆饼面皮。然后，放入准备好的馅儿，
馅里可以放胡萝卜、猪肉、生菜、虾米、蘑菇等，舀一勺馅
儿堆放在正中央，大拇指与中指用力一掐，用虎口形成一
个小角儿，不停地将面皮捏紧，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记得刚开始学包饺子的时候，我做得乱七八糟的，
一会儿水太多，一会儿水又太少了，做出来的饺子不是
软塌塌的就是硬邦邦的，形状凹凸不平很难看。当我快
失去信心的时候，妈妈耐心地教我方法：按压时要用中
等力度，不能用力过猛，水也要洒得均匀。我用妈妈的
方法试了又试，终于包出了有模有样的饺子。

揭开锅盖，一股清香扑鼻而来，一个个圆滚滚的饺子
在水中翻滚。关火盛盘，我夹了一个热腾腾的饺子，咬上
一口，汤汁一下子流了出来，灌满了整个口腔。咀嚼中，
饺子Q弹爽口，唇齿间满满都是老家的年味儿。我爱家
乡的年，爱家乡的美食，爱家乡的团圆。

百年年味—— 子鸡
两江新区礼嘉中学校初一十一班 周冠冰

指导老师：童登萍

年夜饭，对中国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
义。它不仅象征着团圆和亲情，更是一种独
有的文化传承。

我家今年的年夜饭有一道特色菜——
“䀇（gǔ）子鸡”，是被誉为“奉节县排名第
一的美食”。它发源于奉节竹园镇，制作方
法历史悠久，还被评为“重庆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

我外公的朋友就是“䀇子鸡”的传人，所
以外公的“䀇子鸡”也得到了真传。“䀇子鸡”好
吃，制作过程却大费周章。

我和外公从上午就开始忙碌，他先拿出
一个陶器让我清洗。这个陶器中间有些凸
出，上面有个“天锅”，这就是蒸䀇子鸡的专用
陶器——䀇子。

然后，外公拿出一只清洗干净的乡村土
鸡，一小块乡村老腊肉，自己腌制的陈年大头
菜，以及新鲜的菌类、竹笋、姜等。我把姜切
成片，大头菜切块，腊肉切成小坨。最后，在
外公指导下，将食材依次放进䀇子里。

外公直接将䀇子放到铁锅里蒸，里面却
滴水不加，只是在最上面的“天锅”里掺上水。
我问外公：“䀇子里为什么不加水？”外公耐心
地为我讲解：䀇子鸡讲究的是“冷凝蒸馏，化气
为汤”。当铁锅里的水沸腾时，蒸汽就会从䀇
子底部小孔里钻进去。水蒸气钻入䀇子，和
里边的食材相互融合。蒸上4个小时后，原汁
原味的鸡汤营养特别丰富……

外公揭开锅盖，顿时香味儿四溢，汤色纯亮
见底，十分诱人。我迫不及待地盛了小半碗汤，
夹了一块鸡肉和几块腊肉……哇，鸡肉鲜嫩，汤
汁味道醇美，腊肉肥而不腻，菌和笋子特别脆
爽。我不顾形象地大叫起来：“真鲜，不愧为一道
特色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