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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叫‘池芡’，就是过滤红薯芡粉
中的杂质。经过多次‘池芡’，做出来的
凉粉口感才好。”5 月 29 日，在长葛市古
桥镇师庄村，长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刘李凉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本
保英在家中，一边用工具过滤准备制作
凉粉的芡粉，一边向记者介绍。

本保英是长葛市古桥镇刘李村人，
嫁到了师庄村，同时把从祖辈那里习得
的凉粉制作和调味技艺带到了师庄村。

“俺家自清末连续四代卖凉粉。俺
爸叫本小在，是第三代传承人。他在
2012 年成为长葛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本保英
骄 傲 地 说 ，她 家 的 凉 粉 有 100 多 年 历
史。

“听俺爸说，俺家祖辈从清代末期
开始做凉粉。那时，家里人口多，每年
自家地里种的麦子不够吃，得想其他办
法才能养活一家人。”本保英笑着说，她
的祖辈发现红薯产量高，不仅可以磨成
粉做成凉粉卖，而且剩余的渣滓能做成
窝窝头，芡粉可以做成芡糊糊，解决一
家人的温饱问题。“于是，做凉粉就成了
我们家的主业。”

“俺是闺女，按理说这凉粉的做法
不会传给我。”本保英说，“其实，在俺老
家，很多手艺都是传男不传女。要不是
俺俩哥有自己的事情做，不接这门手

艺，我根本没机会干这个。后来，我嫁
到了师庄村，就把这门手艺给带来了。”

自从本保英把制作凉粉的手艺带
到师庄村，村民们种植的红薯就没愁过
销路。“俺村一年能收 8 万多斤红薯，根
本不够保英家用。”师庄村党支部书记
马记征说，以前有个不成文规定，就是
红薯不能跨区域买卖。为了卖个好价
钱，村民得趁着晚上偷偷摸摸把红薯运
到外地。“既费事，又不安全。不像现
在，红薯还在地里就被保英全包了。”

“俺家一年得用十七八万斤红薯，
俺村不够用，剩下的全从周边村子收。”
本保英笑着说，她收购红薯的范围覆盖
了周边多个村子，最远跑到开封。

“100 斤红薯出十七八斤粉子。我
一天能制作 300 斤到 400 斤凉粉，差不
多都卖给了周边的饭店和摊点。”本保
英说，她没有固定的店面，只是偶尔在
赶庙会的时候卖炒凉粉。

“俺家的凉粉不含任何防腐剂，买
的人都是回头客，可以说是免检产品。”
本保英说，她记得刚学制作凉粉的时
候，因为粉芡下锅时的温度没掌握好，
做出来的凉粉太黏。虽说还能吃，但是
影响口感，父亲坚决让她倒掉。“父亲对
凉粉严格的要求深深地影响着我，我不
会让这个牌子砸在自己手里。”

“刘李凉粉”这道源于长葛乡村的

民间小吃流传百年，凭借独特的风味俘
获了无数食客的味蕾。本保英正在筹
划把它注册成商标。“希望今后有更多

的人品尝到我家的凉粉，让这道小吃走
得更远、更久。”

“6 月杏飘香；7 月摘蜜桃；9 月到 12
月不仅可以采摘葡萄，还可以品尝冬
桃；次年元旦前后草莓开始成熟，多个
品种的草莓能持续成熟到 5 月……我
们村一年四季水果飘香，几乎每个月都
有水果可以采摘。”长葛市古桥镇师庄
村党支部书记马记征介绍村里的水果
种植情况时，扳着手指说了一大串。

古桥镇以农业立镇，但师庄村就像
一座特别的“小岛”，四季水果飘香，各
种适合游客采摘的水果齐集于此。5
月下旬，在草莓采摘接近尾声时，师庄
村的杏开始散发出阵阵甜香，吸引各方
客商。

记者一行人沿着小路来到村子东
边的果园基地，黄澄澄的麦田里镶嵌着
一大片一人多高的果树和 4 个白色的
大棚，路的北边是一大片罩着黑网的葡
萄园。走进果园，记者发现葡萄藤上已
经挂满一串串花椒粒大小的葡萄，绿油
油的煞是可爱。果园的主人王献中正
在葡萄藤下浇水。

“等村里的杏卖得差不多了，就轮
到我说话了。”王献中说话很有底气。

5 年前，王献中在附近办了一个养
鸡场，喂了几十只鸡，效益还不错。“村
里建议我在养鸡的同时种果树。养鸡
场光秃秃的不好看，种果树既美化了环
境，又可以增收。于是，我试着种了 2
亩葡萄。”王献中说，3 年前，他种的葡
萄开始挂果，到了采摘季节，没想到卖
葡萄的收益比养鸡高多了。如今，王献
中放弃了养鸡，在自己承包的地里种了
30 多亩葡萄，前年还试种了 20 多亩桃

树。
记者发现，与以往见到的葡萄园不

同，王献中的葡萄园里长满了杂草。“我
的果园不喷洒农药和除草剂，等草长高
了用碾子压倒就中。就像广告一样，游
客 和 商 家 见 了 就 知 道 园 子 里 没 有 打
药。”王献中自豪地说，“去年，我以 15
元一斤的价格卖了 1 万多斤葡萄，而且
大部分葡萄是游客直接采摘走的。”

村民赵喜民夫妇的果园与王献中
的果园只有一路之隔，两口子正在大棚
旁边的空地上安装秋千。“你们要是早
来几天就能尝到俺家的草莓了。”赵喜
民说，草莓的采摘季刚结束，他们在地
里安个秋千，供自己的孩子玩耍。

赵喜民心里有一张四季鲜果种植
规划图，3 年前开果园时还专门邀请农
技人员来“把脉”。“以前单一种植杏，采
摘期短，不利于庄园化发展。”赵喜民
说，如今果园里有 12 亩桃树、3 亩杏树
和 5 亩草莓，一年四季水果飘香，人气
也越来越旺。以桃为例，有油桃、水蜜
桃和冬桃等品种，采摘期从 7 月初一直
延续到 12月初。

如今，鲜果采摘已经成为师庄村的
名片。“我们村一直全力以赴推进农业
转型升级，积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坚
持发展生态观光农业，每年吸引大批游
客前来采摘。”马记征说，师庄村人从金
杏节和乡村旅游上尝到了甜头，村子也
有了巨大变化。“今年，我们村准备开几
家农家乐，让游客有更好、更难忘的体
验。”

本保英对加工过的芡粉进行过滤。 记者 李嘉 摄

凉粉成“非遗”，全村红薯不够用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李嘉王志鹏

一年四季果飘香，鲜果采摘成名片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李嘉王志鹏

王献中告诉记者，他家的葡萄不打农药，每到成熟季都不愁销量。 记者 李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