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间传说

这是关于稷若先生的一个十分
离奇的故事，但在济阳流传却十分广
泛。相传清朝的时候，济阳县有一个
县令叫汪汝弼。这是一个好县官，在
任期间兴修水利，扶持农桑，主持公
道，体恤百姓，口碑极佳。就是他，和
稷若先生有过一段生死奇缘。

汪汝弼来济阳任县令之前，原是
一个小小的海上运粮官。有一次，他
奉命押运一船军粮，从青岛港出发，
要在12日以内将粮食运到海南岛，给
在那里浴血奋战的部队补充军粮。
上司下达的是死命令，12日内赶不到
海南岛，所有的人都要杀头。

这一天，运粮船按时出发。真
是天公作美，海上刮起了北风，运粮
船云帆高挂，顺风顺水，向南疾驰而
下。就这样，北风一连刮了七天，航
程出奇得顺利。照这样下去，再有
一天就可以到达海南岛，提前完成
任务。正当人们暗自庆幸的时候，
船体忽然抖动起来，左摇右晃。大
家一看，原来风向变了，海上刮起了
大南风！汪汝弼命令：“调整风帆，
保持航向！”谁知话音未落，就听见

“咚”的一声巨响，船体剧烈地摇晃
了几下，搁浅了！七倒八歪的船员
们一个个爬起来，望着汪汝弼，没有
了主意。

海水哗哗地往下落，不一会儿整
个船体都露出了水面。这是罕见的
大退潮！汪汝弼命令大家检查了船
体，还算不幸中的万幸，船并没有
坏。汪汝弼安慰大家说：“有落潮就
有涨潮，大家不必惊慌。好好休息一

下，等涨潮后再走。好在前几天，咱
多赶出了几天的路程。”

一天过去了，没有涨潮。
又一天过去了，还没有涨潮。
一连三天过去了。到了第十一

天的中午，热呼呼的南风依然在海上
刮着，丝毫没有涨潮的意思。离到达
海南岛的最后时间只剩下一天多了，
汪汝弼心急如火，船员们更是沉不住
气了，开始躁动起来。一个急性子的
船员说：“我看呀，按时到达是没指望
了。耽误了船期就要杀头，大家不如
弃船上岸，各自逃命去吧！”他这一说
不要紧，人心马上浮动起来，很快就
失去了控制，船员们纷纷向岸上逃
去。

岸上是一片一人多高的茅草地，
几十号人转眼之间就走散了，谁也看
不见谁了。汪汝弼正在茅草丛中盲
目地走着，头脑里一片空白。忽然
间，听到一个深沉缓慢的声音在草丛
里响起：“汪汝弼，再往前走，就是死
路一条！”汪汝弼一愣，寻声望去，只
见一个老者，双膝盘坐在一丛茅草叶
上，身下的茅草棵棵直立，连个弯儿
也不打！老人家仙风道骨，鹤发童
颜，悬坐半空，气定神闲。汪汝弼知
是遇到了高人，便上前深施一礼，说
声：“老神仙救我!”老人缓缓地说：“快
回船上去吧，今日子夜便是转运之
时。”汪汝弼千恩万谢，一定要请教老
神仙高姓大名，仙居何处。老人家说
道：“我与你有生死之缘，不必多问，
缘到自知。”

汪汝弼回到船上，却见船员们早

已等候在那里。汪汝弼大为惊奇，一
问才知道，船员们也是听老神仙之言
才回到了船上。到了子夜时分，海上
开始涨潮，不一会儿船就飘了起来。
紧接着北风又起，汪汝弼下令挂帆起
锚，运粮船象箭一样向西南驶去。到
了第十二天的上午，运粮船就到达了
目的地。

汪汝弼运粮有功，受到朝廷赏
赐，被提拔为知县，不久被派到济阳
县任职。汪汝弼到济阳后，第一件事
就是了解民情，访问济阳名流，求教
治县方略。第一个想拜访的，当然是
稷若先生。可稷若先生半年前已经
仙世，汪汝弼甚为惋惜。他对先生的
才学和品格大为景仰，心中既有似曾
相识之感，又有相见恨晚之意。为了
缅怀先生，表达对先生的敬意，汪汝
弼决定给先生立碑。汪县令亲自撰
写了碑文，令人刻好了石碑，在康熙
丁巳年（即康熙十八年，公元1677年）
癸酉（八月）二十三日这天，亲自带人
到平棚店为先生立碑。当差人们挖
坑立碑时，却从先生墓前先挖出了一
块石碑。

石碑上刻着：大清康熙丁巳年癸
酉二十三日汪汝弼至此立碑。生死
有缘，两界共勉。

至此，汪汝弼方才恍然大悟，想
起了半年前荒岛上老神仙的话：“生
死之缘，缘到自知。”

从此以后，汪汝弼更加勤勉，更
加礼贤下士，更加爱民如子，成为老
百姓念念不忘的好县令。

（据《回河镇志》）

生死奇缘生死奇缘

英烈小传

高厚斋同志原名高传忠，今济南市济阳区垛
石街道大赵村人，生于一九一八年，卒于一九四六
年。革命烈士。

高厚斋在济阳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于一九三
九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一九四一年打入
垛石补习班，任校长职务，与国民党教师展开针锋
相对的斗争。他积极贯彻新文化教育思想，经常
与师生谈心，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因此该校很
多师生转向抗日阵营，如范竹村、范德举等。同
时，高厚斋还是垛石一带的文协负责人，秘密串联
组织抗日革命活动。一九四四年他去渤海二分区
任文教科员，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
年春调渤海干部学校学习。

一九四六年春，渤海行署抽调渤干学员十名组
成工作组，到新解放区惠民县泊东乡，进行组建基

层民主新政权，开展反奸诉苦、减租减息革命斗
争。高厚斋被分派到高家村工作。当地恶霸地主
邓从文、袁加兴等，趁我工作组刚刚进村立足未稳，
勾结长发道首孔兆水、国民党中统特务黄道明（住
济南）、山东道教总会会长朱志静，策划反革命暴
乱。古历四月二十一日，匪首邓从文、陈宝银趁我
召开全乡基干队员大会之机，以欺骗、威胁、收买等
手段，买通了十六个村的基干队负责人，包围了袁
家村。反革命暴乱分子穷凶极恶，将我正在开会的
工作组八人全部杀死。高厚斋同志就是其中的一
名，牺牲时年仅二十八岁。其墓葬于大赵村西北角
七百米处。

烈士遗物有：师范毕业时照片一张，印章一
方。

革命烈士高厚斋革命烈士高厚斋

舌尖文化

在当今回河街道的市场上，风靡着多
种以传统工艺秘制的肉食，色香味俱佳，声
名远播。现撷取几样，简作介绍。

精酱牛肉
回河的精酱牛肉，主要以大营、小营等

几个回民村饲养、屠宰、销售的优质生牛肉
为原料，精致加工而成。

养牛户在肉牛的饲养管理、繁殖育肥
方面严格把关，饲养过程中实行绿色喂养，
不喂任何添加剂，以植物饲料为主，辅以粮
食饲料。所产牛肉色正味纯，细腻柔韧，营
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

其制作工艺非常考究。首先，选择
质嫩丰厚的牛肉，洗净过水沥干，将牛肉
切成几大块。然后，洗净大锅，加入水、
老抽、白糖、干辣椒、八角、桂皮、料酒、姜
片、葱段、牛肉（配制应有秘方，无法知其
详情）。第三步，用大火烧锅，开锅后转
为小火细炖 60 分钟即成。其间，要注意
翻转肉块，特别是腱子肉块，防止肉块熟
烂程度不均匀。

回河精酱牛肉在当地是一种菜肴名
吃，有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健筋骨、化痰
息风、止渴止涎的功效，特别适宜中气下
陷、气短体虚、筋骨酸软、贫血久病及面黄
目眩者食用。

回河羊肉
回河羊肉也是当地的一道名吃。其原

料，是以圈养和群养为主的白山羊肉，主要
来自当地的回民村。

制作时，要选用不肥不瘦的新羊肉，
用冷盐水浸泡清除血渍，将肉洗刷干净
后剔除骨头，切成一公斤左右的肉块，放

在清水中冲洗下锅酱制。锅底一定要放
些羊骨头，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肉块不粘
锅底。倒入调好的黄酱汤和各种配料，
加适量清水，煮沸后滗去表面的浮沫。
水一定要放足，使肉始终都能浸没在酱
汤中。然后用微火酱焖三小时左右，香
味自然慢慢渗入肉块内。出锅时，为了
保持肉块完整，要小心将肉块盛起出
锅。冷却后，酱好的羊肉方可动刀切
片。切片后依然完整不散，色泽酱黄、油
润光亮，嚼在嘴里咸香适中，酥香浓郁。

回河羊肉既能御风寒，又可补身体，对
一般风寒咳嗽、慢性气管炎、虚寒哮喘、肾
亏阳痿、腹部冷痛、体虚怕冷、腰膝酸软、面
黄肌瘦、气血两亏、病后或产后身体虚亏等
一切虚状，均有治疗和补益效果。回河羊
肉最适宜于冬季食用，故被称为冬令补品，
深受人们欢迎。

回河扒蹄
回河扒蹄，是以传统工艺制作加工，运

用祖传秘方煮熏而成。
回河扒蹄选料十分考究，前后蹄分拣

加工，通过反复浸泡清洗、刮剔去除杂质、
前期腌渍去腥等工序，将原料整理好待
用。然后上锅，配老汤，加调料煮。先小火
煮开，撇去浮沫，然后大火煮沸煮透，再小
火慢滚煮烂。出锅后，还要经过上色整形、
凉味紧皮等工序。

这样加工出的回河扒蹄，味道纯正，香
而不腻，表皮蹄筋劲道。

回河烧鸡
回河烧鸡的制作流程是：
1.选用每只约重1000克的雏鸡，宰杀

放尽血水，热水烫、去毛、洗净；在靠肩的颈
部，直开一小口，取出嗉囊；再开肛骨，用水
洗净。然后，先用刀背敲断大腿骨，从肛门
上边的开口处，把两只鸡腿交叉插入鸡腹
内；再将右翅膀从宰杀的刀口处穿入，使翅
膀尖从鸡嘴内露出；将鸡头弯回，别在鸡膀
下边，左膀向里别在背上，与右膀成一直
线。最后，将鸡腹内两只鸡爪撑开，顶住鸡
腹。别好备用。

2.将别好的鸡挂在阴凉处，晾干水分，
用毛刷蘸饴糖涂抹鸡身。涂匀后，放入大
油锅中，炸成金黄色时捞出。剩油留作别
用。

3.大锅内放足水，把所有香料装入一
只纱布袋中，扎紧袋口，放入锅中，将水烧
开。然后加入糖、盐，调好味，将炸好的鸡
整齐地放入锅内。用旺火烧开，撇去浮沫，
稍煮5分钟，将锅中的鸡上下翻动一次，盖
上锅盖，改用文火煮4—6小时，以肉烂脱
骨为止。

应注意的两点事项：
1.“别”鸡工序不可少，这是为了成批

的卤煮方便，形体完整美观。当天宰的鸡，
当天最好不用。因鸡的尸僵期是7小时左
右，所以鸡刷匀饴糖后，即可挂起备用。

2.第二天再进行下一步加工。炸鸡的
油温，要始终保持在七成热。油温低，鸡不
变色；油温过高，鸡皮则发黑。为了控制油
温，可采取一次炸1—2只的办法进行，炸
完后捞出。卤汤一次加入的水量，以没鸡
为宜，中间不能再加水。

回河烧鸡外观油润发亮，肉质雪白，味
道鲜美，香气浓郁，肉烂脱骨，肥而不腻。
嚼其骨，有余香。趁热提起鸡腿轻抖，鸡肉
可全部脱落，为菜中上品，冷食热食均可。

回河的肉食回河的肉食

文化溯源

史传，曲堤闻韶台，是为纪念孔子在此聆听
《韶》乐而修建，曾是济阳县境内一处浓具儒家文
化色彩的历史人文景胜。历代将其列为“济阳八
大景”之首，是济阳最著名的古代文化景观。即使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谈济阳也必论闻韶台。查
阅方志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倾听源远流长、丰富
多彩的民间传说故事，追根溯源，可以说它所包含
的历史文化的丰富内容，以及对当地社会的深远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曲堤闻韶台的原始形态如何？在漫长
的历史风雨中，它又经历过怎样的荣枯兴衰呢？

盛时风貌
闻韶台，原坐落在今曲堤镇东街村路南。这

幅拍于1934年的照片，所现闻韶台的面貌已是历
经沧桑、残缺不全了。据明代万历年间和清代顺
治、乾隆年间及中华民国时期编纂的4部《济阳县
志》的记载和互相印证，可知历史上闻韶台的兴盛
时期应是丰富多彩的风貌。

闻韶台是座全部用黄土堆筑而成的方形高
台。其高40多米，台基占地约2800平方米，台顶
面积约900平方米。台上台下，殿台楼阁等各种
建筑物的布局错落有致。“闻韶书院”“万世宗师
坊”和“王母楼”“黄姑寺”等，分别坐落在高台脚下
的南北方位。西面是耸立的禅塔，与之遥遥相
对。高三层的“魁星楼”，依台而立。台顶上，建有
宏伟的“大成殿”和“状元阁”，殿前阁后耸立着苍
松古槐，史书称为“上院”；台间部位，矗立着座座
碑文石刻，故称之为“下院”。纵观整个闻韶台，宏
伟秀丽，古朴幽雅，风韵悠然。

从闻韶台的东南脚下可拾级而上。入阶口有
一对大石狮分守于左右，一头怀抱小狮，另一头怀
抱西瓜，腹部还有一带黑血色的刀痕，一副恐惧痛
苦的神态。传说抱西瓜的是头雄狮，因为喂养幼
狮而夜间去偷西瓜，被看瓜人用刀扎伤。

沿台阶上行至30米高处，便是依台而立的魁
星楼。魁星楼高15米，为三层结构。底层楼正门
朝南。顺台阶进入正门，有两条通道可到达台顶
（即上院）。

一条路是进正门向左拐，贴壁登级而进，穿过
一俗称“黑谷洞”的壁洞，便到达魁星楼的二楼。
二楼内东侧有木楼梯直达三楼。从三楼出北门向
西，顺台阶而下便到了闻韶台的下院。下院方砖
铺地，青砖花墙相围。院内西南角有刺松一棵，粗

有围余。北面有八块石碑分置，其中有两块龟驮
碑。碑高约两米左右，为历代修建闻韶台的纪事
碑，记载着历次修建闻韶台的因由始末。碑文多
为历史文人名土和朝廷要员所撰写，有北宋著名
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的遗墨，有元代二品相官御
史台王士熙撰写的《曲堤镇修建大成庙碑记》；明、
清及民国时期的碑文撰写者，或为进士、举人，或
为州官、府官，官职最小的是七品县令。从下院拾
级而上，便到达闻韶台顶即上院。

另一条通向闻韶台台顶的路，是从魁星楼底
层进正门登级而上，行至尽头向左拐，穿过一门楼
到达下院，从下院再登阶北上即到台顶。魁星楼
的三楼置有“魁星点状元”的塑像。塑像蓝面红
发，右腿蜷翘，左手擎墨盒，右手挚朱笔，面朝正
北，作欲点状元的姿态。楼下檐挂有约长三尺、宽
一尺的匾额，上书“文明”两个大字。台顶开阔，青
砖花墙相围。院内北端的大成殿，庄重肃穆，宏伟
壮观。殿前四根明柱，高擎前厦。殿门向南高挑，
飞檐叠翠。檐下悬一“万世师表”镏金横匾。屏门
两侧，镌刻有“万世为官祖，百代帝王师”的楹联。
门楣为“子在闻韶”。殿堂正中的幄楼中，塑有孔
子的油彩座像，高约 3 米，面红颊蓄，气度雍和。

颜回、曾子、孟子、子思四大贤的塑像分列孔子两
旁，栩栩如生，温文儒雅。四贤像前摆一祭典之用
的长方形供桌。大殿前的三棵刺松，体态龙钟，苍
劲葱茏。大殿后的一株古槐，曲枝凤爪，形神相
融。状元阁与东南角的魁星楼相对应，构成一幅
完整和谐的“魁星点状元”的雕塑图。

站在闻韶台顶的苍松古槐下，可俯瞰全镇千
家万户，南望“济水澄波”，西睹“郴塔晚灯”，别有
一番风景。历史上“济阳八景”之一的“韶台远眺”
即源于此。明代正德进士、官至右副都御史的黄
臣登闻韶台远眺时，曾写下了亲身感受的诗文：

凌空殿阁逼星台，极目中原掌上回。下里于
今虚大雅，薰风犹自绕高台。云飞旷野清阴合，雾
散南山霁色开。仿佛韶音一派落，悠悠干占此徘
徊。

历次修建
闻韶台初建于何时，已难考定。但据地方志

文献记载，最早可上溯至汉唐时期。从宋元明清
6位官员名士所撰文章记载及互相印证可知，“曲
堤镇镇之左有闻韶台一所。世传先师夫子在齐闻
韶，兹即其地。”“汉唐以来，先师过化之地，俱必有

建，因筑台其间”。这说明筑建闻韶台，是在“罢黜
百家，独尊儒术”的汉唐之后，在尊孔成为一种社
会时尚的背景下出现的事。此后，在漫长的历史
岁月中，闻韶台伴随着孔子历史地位的时荣时枯
而时兴时衰。查阅明、清等4部《济阳县志》和曲
堤东街《刘氏族谱》得知，自宋金时期到鸦片战争
前夕900多年间，闻韶台有过9次较大的修建。4
部旧县志中有6篇文章，记述了历次修建闻韶台
的因由始末。将相高官和文人名士歌咏“闻韶台”
胜景的诗词歌赋也有25首。透过这些历史墨迹，
可以想见闻韶台的兴衰轨迹。

元代二品官御史台王士熙，在他写的《曲堤镇
重修大成庙碑记》中，首次披露了闻韶台早年的状
况。屡经战乱的宋金时代，闻韶台已衰微到近乎
荒废的程度。乡村百姓，可任意登台远眺，漫游休
息。针对当时闻韶台的荒废状况，祖辈生于曲堤
的廉访史周点，偕同著作郎王侩，奏表上疏朝廷，
建议重修闻韶台，并创建供奉孔子的大成庙。历
经周折，始在金大定年间，由周点的子孙们在闻韶
台旁修建了文庙，实现了先辈的夙愿。

贞佑年间的兵乱，又使文庙毁坏殆尽。到了
元代，有位名叫张友仁的偶生，和他的一班文朋好
友，为闻韶台及文庙的废圮而兴叹，于是他们共同
商定重修闻韶台的事宜。在王土熙的支持下，募
资兴工，将闻韶台加高加大，并在文庙旧址的一角
买地二亩，依附古台修建了门楼，在台顶上建起了
有4根明柱的大成殿。还把孔子等先哲圣贤的塑
像和相配套的讲堂、斋舍一应置全，供奉祭祀的礼
器也焕然新，使闻韶台与大成殿成为当时一大人
文景观。

这次兴建工程，共花费铜钱 500 缗，即 50 万
文。在施工中，曾有莒州（今莒县）知州刘忠，率领
府官马克敬等官员，以及张友仁的伯兄张友恕、张
友钦等人前往相助。大成殿于泰定四年（1372
年）九月落成。经王士熙上奏，朝廷曾传令四方，
令各地官员不论官职大小，一律前往参加庆典活
动。可以想象，当时社会对闻韶台的重视程度。
时过200多年，历经风雨沧桑，闻韶台再次荒芜，
大成殿也颓败废坠。到明代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的时候，只有刻记着王土熙所撰修建大成庙情
况的石碑还残存着。据时任武定（今无棣镇）兵备
道佥事曹天宪的《重修闻韶台》中记载，他到曲堤
镇实地调查闻韶台的状况时，曾登上台顶，披襟拂
袖，纵目四望，而感到“和风日丽，鸟翔于木，鱼泳
于川，农野耕而贾市集，宛然想见当时闻韶台之
盛”。于是他发文布告全县，捐资修葺闻韶台。将

“台之巅旧有佛像撤去”，在台下“建礼塾数楹”，即
增建了读书讲学的房舍若干间。

又过了22年，至明万历三年（1575年）时，在
任的武德兵备佥事、四川籍人刘世赏主持，又对闻
韶台进行了一次修葺。这次所需费用，由济阳人
官至户部尚书的高时，捐资一半；其余部分，由本
县较富裕的人家资助。通过这次修葺，使闻韶台

“灵基四楹，穷阁二廊，耀耀，奕奕堂堂，惊目快心，
较前比雄而增丽矣”。受高时之托，刘世赏写了

《重修闻韶台记》，将有关情况作了详细记载。
到了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湖北籍的尹

应元，在从河北移职武定任武德道副使时，有感于
曲堤是“先圣过化之区”，十分重视闻韶台的保护
工作。他筹措资金，组织工匠，对闻韶台上的殿台
楼阁进行整新修饰，把腐朽的柱梁桷椽逐一更换，
把剥落的丹碧色漆重新涂饰，使闻韶台面目一新，
过往者无不另眼相观。尹应元还在闻韶书院前，
建立了《万世宗师坊》，石刻坊联：“玉振金声三月
独含千古味，风仪兽舞两阶犹动四方风。”使闻韶
书院增添了幽深古香的气氛，也使闻韶台增加了
庄重典雅的色彩。在这次对闻韶台的整修过程
中，原知县蔡惟忠和新任知县黄应魁，以及典史姜
禄等人，都分工负责，尽其心力。户部尚书高时，
为详记此事写了《闻韶台记》。

清代，从康熙十三年（1674 年）到咸丰四年
（1854 年）的 150 年间，闻韶台又修葺过 4 次。每
次修建，或由名士乡绅倡导，或由政府官员组织；
或修残补缺，或扩建增制。可谓有钱的出钱，有力
的出力，以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不断保护和丰富着
闻韶台。康熙十三年（1674年），曲堤东街的贡生
刘金镛；乾隆十七年，北京人任济阳知县的朱垣，
都曾为修葺闻韶台捐资兴工，撰文奏疏，奔走呐
喊，史上留名。还值得一提的是，康熙二十一年
（1682年），在任的知县天津人李能白，花费千金
重修闻韶台，台刚修成，便离职而去。后由济阳人
艾元烈，把李知县尚未修葺的残缺圣像予以补
修。曲堤东街《刘氏族谱》中记载着：“咸丰四年
（1854年），贡生刘仲元力成义举，成为最后一位
修闻韶台的有名人。他因此受到官府的褒扬。邑
候王公嘉其敏，而赐“宣力韶台”的匾额。

1928 年，时任民国政府济阳县县长的杨光
衡，视察曲堤时登闻韶台，曾表示对闻韶台进行重
修，但因后来调任未成此举。26年后，闻韶台就
成为老照片上这副模样了。

又经风雨40载，在“文革”中的1972年，闻韶
台遗址被彻底铲平，填了水湾，筑了堤坝。至此，
这所在济阳境内延续了上千年的历史人文景观，
就形迹全失荡然无存了。

（据《济南区域文史存珍》）

曲堤闻韶台浮沉录曲堤闻韶台浮沉录

为保证全区社区便民肉菜店规范运营，切实发挥便民服务
功能，近日区商务信息中心对2018年建设的社区便民肉菜店进
行实地复查,结合日常监管情况，现将正常运营的社区肉菜店名
单予以公示。

广大群众对以上公示名单如有意见，可通过邮件、来电、来
访等形式，向区社区便民肉菜店建设规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反映。

公示期限：时间为三个工作日（2020年12月18日—22日）。
联系人：代静 联系电话：84232738
邮 箱：jyqswxxzx@jn.shandong.cn
地 址：济阳区开元街162号原人社局四楼419室

济阳区社区便民肉菜店建设规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12月17日

公 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小 区

华鑫小区

领秀城小区

富强街38号

朱家中心大街

八中门口西

清华园

龙域天城

新世纪阳光花园

园丁小区

嘉景苑小区

滨河社区

菅家社区

三发小区

毛官庄小区

腾骐西区

店 名

华都食品店

沣恩日用百货店

尊严水果店

华瑞购物中心

财广食品店

尚汤一品食品店

佳选食品购物中心

鲜绿蔬菜店

悦和果蔬超市

正鑫商店

快捷食品店

中发食品商店

小康食品经营部

晚霞食品店

燕轩百货批发部

雪涵蔬菜店

玉燕蔬菜店

明英食品商店

新易鲜蔬菜店

3新济阳
XIN JI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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