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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井•扳倒井”杯“提振消费信心”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纪念活动有奖征文选登★★
提振消费信心，不弃“小修小补”

◎王翠华
商务部2月16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年来，商务部积极推

进便民生活圈建设，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一圈一策，推动补齐便民服务设施短板，
完善生活基本保障类业态和品质提升类业态，例如，让修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
回归百姓生活，使居民生活消费更便利。

乍看到这条新闻，作为一名七零后，禁不住会心一笑，继而又不禁为让“小修小补”回归
点赞叫好。

回忆上个世纪80、90年代，修鞋、配钥匙、补衣服这类的“小修小补”曾是寻常陌巷百姓
家不可或缺的烟火事。那个时代，社会财富还不够丰富，百姓生活水平也还不高，锅碗瓢盆、
衣帽鞋袜等生活用品往往是敝帚自珍，新三年旧三年、修修补补又三年，实在无法再用了还
不舍得扔掉。这种修修补补需求自然造就了这样一批特殊的手艺人，他们从事修鞋子、补衣
服、修拉链、配钥匙、锔盆碗之类不起眼的小活儿，居民区、集市、工厂学校，哪儿人多，哪儿准
能少不了他们的小地摊儿和忙碌的身影。伴着自行车吱吱嘎嘎的伴奏，乡村的街巷也常常
回响着“锵剪子哩磨菜刀”那韵律悠长的吆喝声。就这样，这些本乡或异乡的修补手艺人就
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百姓的生活日常，自己有点收入，也给万家百姓带来了生活的便利。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迅猛发展，人民的消费水平快速提高，城乡面貌也日新月异。那
些修补匠人连同他们的手艺慢慢淡出了市民百姓的生活。那些修修补补，虽不再是生活离
不了的服务，但也常感到若有所失，面对一件剐了个小洞的新衣服，看着一双破了个小口但
成色犹新的名牌鞋子，转遍大街小巷却寻不见一家配钥匙的店，总免不了一声无奈和惋惜的
苦笑。

在城区步行街，很难得地能寻到一家名叫“穿针引线”的小店。小店专做缝缝补补、修鞋
子安拉链等活儿。女店主老家东北的，开这家小店十多年了，手艺很好，生意也算不错。聊
起来，她显得很无奈：不想再干了，小买卖利小，一年光房租就大几千，再刨去水电等费用，也
就勉强够吃饭！

现在，那些少见踪影、濒临绝迹的“小修小补”终于又要回归百姓生活了！这是全面提振
社会消费信心、推动完善生活业态之举，是让市民群众生活更加便利、于“小细节”中体现“大
民生”之举，更是充实城市的“烟火气”、重拾和点亮传统文化之举。

好事办实办好，还需多方发力。要出台相关扶持政策，帮助从业者解决诸如摊位、服务
质量、安全保障等方面的问题，通过规范实现其有序回归，从而更稳健地发展。要做好充分
调研，了解市民的需求状况，合理利用社区边角、街道闲置地方，为“小修小补”从业者划定经
营区域。要鼓励从业者与“互联网+”结合，提供网络接单、预约服务等，让市民群众方便地
找寻“小修小补”服务，让生活更便捷。 作者单位：区邮政公司

老陈头和老伴为了照料孙子亮亮，老两口从乡
村来到城里生活已有七、八年了 。

这些年来，老两口几乎把全家的做饭、洗衣、打
扫卫生等等家务活全包了。可是，老两口毕竟都是
六十来岁的人了，忙了一天下来，用她们自己的话
说，真是——坐下就不愿意站起来了。

还好，幸亏还有周末。因为到了周末，儿子、儿
媳都会休班，小两口就会带带孩子、帮点家务了，这
样老两口就会有点悠闲了。悠闲归悠闲，但眼下

“悠”之不远，原因是去年春天以来，老伴腿脚不灵
便的问题越来越加重了，于是，老陈头就想：如果
买辆电动三轮车就好了，那样的话，我驾驶，老伴
坐后边，在宽敞舒展、花团锦簇的大路上……不用
说，每每想到这，老陈头就会涌上一种非常惬意的
感觉。

老陈头的想法还是被儿子和儿媳知道了。儿子
虽不好做主，但儿媳妇还算是心直口快的，饭桌上就
表了态：“爹、妈，你们的想法对啊，以后就给你们买
辆电动三轮车，这样你们每到周末就可以到远处游
玩了，像人民公园、雁来湖啦，想去哪，就去哪……”
毕竟是一家人，想不到儿媳妇如此的善解人意，老两
口听后自是欢欣不已了。

平静的生活就像奔腾流动的河水那般，永无止
息。去年鲜花盛开的香味似乎还未飘散，时下和煦
的春风又在吹拂着我们的面颊。在每天的柴米油
盐、锅碗瓢勺的交响曲中，老陈头看到儿子和媳妇成
天的忙于工作和学习，尤其看到孙子每到周末不是
学这个、就是学那个的高兴劲，老两口心里的幸福指
数简直就是满满的。可是——电动车的事咋没下文
了呢？为这，老两口已是心生不快了。

这天，又是春光灿烂的一个周末。早饭后，儿子
一家三口仍像往常一样，同两位老人打过招呼后，又
做她们的事情去了。

周末的两天倏忽即过，到了傍晚亮亮同爸妈便
回到了家。老两口已做好了饭菜，像往常一样，饭桌
上一家人仍少不了家常话：“亮亮，这两天又学了啥
啊？…… ”两天没怎么同孙子说上话的爷爷禁不住
问了问。儿媳妇直率，见亮亮直顾了吃饭，便接话
道：“爸、妈，你们孙子的周末，到处都得花钱……”思

忖了一下，便掰指说：
“……周六的上午是钢
琴指导课，下午是书法
练习……晚上又去了游
乐厅；今天周日，上午是
英语辅导和智能开发
课，下午同伙伴又去学
跆拳道，小男孩爱动，我
们也只好随他去，再说
也强身健体……对了，
回来的路上，路过儿童
商店，又给他买了双运
动鞋、五百六……”两天

下来，少说也有两千多块钱吧。”
“你还没算上这两天在外边吃饭的钱呢！”亮亮

爸低头吃着饭又补充了一句。接着又转向两位老
人：“爸、妈，这个周末天气好，你们都去哪里了？”

听了儿子的问话，老陈头只好说：“你妈的腿这
几天还不如以前，为这！哪里都没去。”

做儿子的好像突然想到了以前所说过的事，不
禁脱口问：“哦……对了，买一辆电动三轮车得多少
钱啊？”

“我问过了，一般的也就是两千多块钱。”
“哎—！这不简单吗，把我下个周末的钱拿出

来，不正好给爷爷奶奶买辆电动车吗！”已读三年级
的亮亮显然从大人们的对话中听出了是怎么的回
事，当即率真地插了话，然后忽闪着眼睛看着妈妈。

正在吃饭的亮亮妈霎时顿了下来，然后慢慢地
放下了碗筷，十分诚恳地对公婆坦言道：“爸、妈，这
件事是我做的不对，没想到拖沓了这么长时间……
过去只考虑疫情严重，外出不方便……现在好了。
下个周末……不，明天！明天我们就去商场，电动三
轮车……两千多元的可不行，要买就买台更好的，起
码得三千元！四千元以上的……你看怎么样啊
……”说着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丈夫。

“爷爷奶奶有车啦，爷爷奶奶有车啦！”就见亮亮
一边高声喊着，一边把肥嘟嘟的小手拍得“啪啪”直
响。

老陈头的心情已经敞亮多了，他亲热地摩挲着
孙子的小脑瓜，然后满足地望了望面带笑容的老伴，
好像心里在说——咱老百姓，图的不就是都能过上
今天的好日子吗！

作者系城区居民

多彩的周末（小小说）
◎李东阳

今日偶然见得父亲的郁郁青丝，已变为疏
疏的白发，像是看见了一颗覆雪的松柏，心疼极
了。

天还在昏睡着，父亲早早地起来了，我们是
第一个让电梯从零点升起的。“今天要跟你一天
呀！”“行呀，别磨洋工了，快走！”父亲的眉拧成
了一股绳，难看极了，但比平日里还要放松些。
父亲走路时快极了，前脚刚一迈出，后脚就迫不
及待的追上去。倚着墙偏头看去，似是捕到一
只脚旳残影。我小步快跑着，坐上车时已是气
喘吁吁。车内的我喘着粗气，前座的父亲是安
静多了。

对于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我显得一脸茫
然。“唉，现在的高中生怕是快没救了。”父亲打
破了沉默。“怎么这样说？”我有些疑惑。“课间时
我采访了位高二的学生，你有什么梦想？他说
不知道，他甚至只说了一句‘不知道’！”父亲淡
定的语气中掺杂着几次激动。“啊，什么？他们
没有梦想？没有梦想吗？”我有些恼火。“是啊，
我也在想，他真是自私极了，他也不会为父母想
想，可恨啊。”我点了点头，停顿了一下开口，“孝
敬父母是最基本的，孝道都没有了，哪有什么更
远的路？”“嗯，所以说呀，孩子，不管长大后从事
什么工作，就算捡垃圾、扫大街，自己不足以温
饱，也要孝敬双亲长辈，养好父母是第一位的。”
父亲轻轻的舒了口气，气往低处沉去。红灯的
延长时间格外慢，绿灯迟迟是暗的。“所以要看
见光，看见梦想啊，不要踌躇不前，要不怎能踏
足千里之远。”父亲的情绪舒缓多了，手指在方
向盘上敲得嗒嗒作响。“嗯，说的在理。”窗外的
风温驯起来，吹的耳边痒痒的，我心中也畅快多
了，有了盼头。

父亲的学校偏僻的很，一下车，我便嗅到
了浓浓的烟火的味道，有些老家柴房的气味，
还是极具亲和力的。父亲和风并无恩怨 ，可
这时它又来了，在父亲的身边吵吵嚷嚷，吹的
父亲，像醉酒似的东倒西歪，步履蹒跚。父亲
柔软的发丝在风中飘荡，像是梨树开了花，梨
花摇摇欲坠的，可莫要跌了去。我和父亲走
进校园毫不费力气，想必保安大爷早已记熟
了父亲独特的气质。父亲和保安大爷打了招
呼，我也回头道别，偶然看见保安大爷笑得灿
烂，阳光在他的脸上跳来跳去。这时的风不
再寒冷，甚而有些温暖，像是为父亲吹的，暖
洋洋的。

整个校园十分空荡，保安大爷和父亲之间
暖暖的不经意的举动，也显得周围不算生硬寂
寞了。

整个校园不见得有绿色的生命在嬉戏，光
秃秃的树枝低垂着，已经要跌在地上的架势，格
外安静。“你们这荒芜之地多久没人来了？”我背
起身来，边摇头边叹气。父亲特别爱笑，一旦有
人说了什么有趣的话，他便会爽朗的笑起来，瞧
吧，这次笑的走路都有些为难。“笑点有点低
呀。”我暼了他一眼，发现他还意犹未尽。“唉，你
爹是在加班，额外上班，人家可都放假在家呢！”

父亲没有说太多，又板起脸来，气氛好像严肃多
了。

父亲的办公室整洁极了，桌边摆着两瓶富
贵竹，其中还有几只热带鱼在竹的根部穿行。
采光也很棒，正好照在桌案上，闪着星星点点的
光。父亲做事从不拖泥带水，一直都是该干什
么，就立刻去做。键盘的敲击声响个不停，我凑
近一看，父亲在写招聘文稿。“你们不是发表过
一篇吗？”我有些困惑，每个时间段都得发，内容
是有些改动的——父亲也许是这个意思。我从
旁边顺过两张塑料凳子叠起来坐到父亲旁边，
好看的清。父亲的执行速度还是值得称赞的，
不出半刻就完成了大概，我承认是极好的。“怎
么还不放手？已经很好了。”我不解父亲的用
意。“做事要认真做才行，做什么事都要付出自
己的全部努力，达到最高的标准。”父亲清了清
嗓子，“就比如说，你本应该做事质量达到十分，
却只做到了七分，当别人指出错误时，你本身是
有愧色的，心中是有愧疚的，被别人一说，只会
越来越脸红；但你只要做事达到了你最极限的
能力时，即使别人指出错误，也不会感到惭愧。”
我对父亲的发言十分赞同，骄傲的为他竖起大
拇指。

父亲干完这项工作时已经不早了，他打开
了述职PPT。“来，让你看看你爹我的工作。”好
家伙，党建、会务、宣传、上传下达……父亲的工
作林林总总，特别多。随后父亲总结了最关键
的三个词：实在，实干，实绩。他说：“闺女记住：

‘实在’就是做人必须真、诚，实实在在；‘实干’
呢，就是要真正的去做事情，付出全部努力，而
不是装装样子；‘实绩’就是必须取得成绩，是对
你所做事的一个检测，不能光做却没有成效啊，
那就是徒劳、无用功。”父亲继续播放着PPT，页
面停在了父亲的荣誉称号上，什么“济南市教学
能手”“济南市优秀教师”……我的心中没有任
何波澜。我抬头望向父亲，他滔滔不绝地为我
讲述他的光辉事迹，圆圆憨厚的眼睛里透出丝
丝火花。久久的望着父亲那破旧的黑色羽绒
服，不知穿了多少个冬天。它在我的记忆中从
未变过，只是父亲乌黑的发根生出了洁白的梨
花，在风霜中烂漫开放。梨花歇在枝上，轻轻地
跃进乌黑的海，悄无声息地，好安静，安静的让
我现在才发觉。好吧，我想我的双眼也在赞叹
冬生的梨花，有些朦胧，等父亲转过身去，才敢
抹去清泪。庆幸，没被发现。

生活真是不尽人意，总喜欢捉弄人。我的
父亲时常饰演被捉弄的人，但他依然热爱着。

“要看见光，看见梦想啊。”父亲让我看见
光，让我追逐梦想——我让父亲看见了梦想。
父亲的每一个脚印都藏着我，父亲让我看见了
爱。我们一起的每一件事都是一颗星星，它终
会成为一片星海，泛着温暖的星光。前方有光，
我们一起走，走过星海看星光。

我又看见父亲的青丝开了梨花，梨花歇在
青丝上，众人不解何处香，我道香自苦寒来。

作者系澄波湖学校七年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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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我经过校门口的一些地摊时，猛然听到一句洪亮的叫卖声：“浆豆
腐，好吃的浆豆腐！”这一句如一记重锤轰然敲开了我记忆的闸门，我的脑海
里立刻浮现出了多年前我们家做浆豆腐时的诸多往事。

根据点豆腐的材料，我们本地把豆腐分为浆豆腐、膏豆腐和卤豆腐等。
浆豆腐、膏豆腐、卤豆腐，顾名思义就是用浆水或石膏或卤水点出的豆腐。
所谓浆水就是做豆腐时，当一锅豆汁被点成满锅块状豆腐脑时，把没有成型
的一些汤汁撇出来，倒进大瓷缸（陶瓮），放置一两天时间，自然发酵后可用
的液体。用浆水点制豆腐，原料天然，鲜嫩爽滑，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浆豆
腐是豆腐中的精品，人们的最爱。但浆豆腐产量低，处理不好，会有酸头，甚
至不成型；且经过夏天浆水不易保存，不如石膏卤水取用方便，因此做浆豆
腐者较少。

都说世上三样苦，撑船打铁磨豆腐。做豆腐是水中求财的小本生意，而
做浆豆腐挣钱更少。然而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做浆豆腐，且一做就是几十
年，靠的就是大家的信任。也正是靠着这个小本买卖，父亲母亲用他们勤劳
的双手养活了我们一家人。当然这其中的工序和艰辛，只有亲历者才能熟
悉与体会。

那时做浆豆腐要经过许多道工序：选豆、破䜺（chǎi）、泡豆、晃磨、杀沫、
过包、烧锅、点浆、盛模等。

好豆才出好豆腐。每次选豆，我妈都把豆子倒进簸箕里，使劲颠簸几
下，吹掉其中的泥土；再把混杂进其中的坷垃、烂粒等挑出去；最后再用筛子
把那些干瘪的小粒筛
掉。这样一个个粒大饱
满的黄豆就成了加工豆
腐的极佳食材。

慢工出细活。为使
豆粒充分吸收水分，需
要把黄豆放进石磨进行
破粒处理。把选好的黄
豆倒在石磨上，随着石
磨的转动，一粒粒黄豆
慢慢滚进石磨的下料
口，再从两盘石磨缝隙
中滚出，原来的大个豆
粒都变成了豆䜺。推磨
一般都是单人手推，在
磨道里一圈圈地转动，
单调乏力，费工费力。
如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
妈迈着颤巍巍的小脚在
磨道里转来转去的情
景，那是多么令人心酸
的场景啊。

有了好豆䜺，就可
以泡豆了。每天清晨，
我爹用那杆木秤称出 9
斤或10斤豆䜺，把它们
倒进一个大瓷盆里，再
倒上挑来的井水，浸泡
半天多，满盆的豆䜺喝
足了水分，胖胖的，静待
加工处理了。

午饭后，全家人就
要在堂屋进行一场大型
活动——晃磨子。与研
磨豆粒的旱磨不同，晃磨中的“磨”是一盘特制的水磨。它架设在由两根横
木交错成丁字形，另加三根立木制成的半米高的磨架上，磨架下放置一口12
印的大铁锅，承接磨出来的生鲜豆汁。晃磨须用长约3米的两根晃杆。晃杆
一头有圆圆的孔，用来插在水磨上；另一头则横着安一块长约半米的木棍，
如同自行车前直的车把，方便晃磨人推磨。晃磨是个力气活，更是个技术
活。两个晃磨人要站在不同的位置，使安到水磨上的两根晃杆形成50度夹
角。两人分别抓紧晃杆，同时用力，前推后拉，两根晃杆就会带动水磨不停
地旋转。

晃磨时还要有一人立于水磨旁，随时添磨。所谓添磨，即在水磨快速转
动的空档，用一把长勺子把泡好的带水豆䜺，飞速准确地添放到水磨的下料
口中。因水磨嗖嗖地转动，添磨时机如把握不准，勺子就会被晃杆打飞，所
以添磨时要眼疾手快，动作麻利，汤豆适量。我妈是添磨的高手，每次晃磨
时都由她掌勺操作。两个哥哥、我爹或我大都做晃磨的活儿。

三个人紧张忙碌半个多小时，这场大型的晃磨活动才会结束，这时三人
常常会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了。收工了，望着大锅里慢慢淌满的乳白色粘稠
豆汁，我们心中充满了完工后的喜悦与满足，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
憬。

加工豆粒时会产生许多黏沫，铁锅的豆汁上面便飘满了乳白色的泡
沫。为将豆汁上这层厚厚的泡沫除掉，接下来就要进行杀沫。这时，我爹就
会拿来用豆油（或蓖麻油）熬制好的一碗油膏，把一些油膏慢慢均匀地撒到
泡沫上，静待泡沫逐渐破裂消散。黑色的油膏刚撒到白白的泡沫上，唰唰的
泡沫破裂声就如同一锅春蚕在吞吃桑叶，那颜色和声音极富冲击力。大约
两三个小时后，豆汁上的泡沫就会全部消散，露出了满锅的白色豆汁。

傍晚，要把杀沫好的豆汁全部倒进厨房的铁锅内，同时过滤掉豆汁中的
豆渣，即我们常说的“过包”。“过包”需要专门的过包架和滤布。过包架由两

根粗木棍成十字形交错制成。滤布是一块方方正正的透气棉布，四角分别
拴在过包架的四端，中间盛放豆汁过滤。把过包架挂到从房顶拴下来的棕
绳上，下面正对的就是一口12印的大铁锅。将杀沫后的豆汁一桶桶地倒进
滤布，再缓慢转动过包架，细腻的乳白色豆汁就会渗流下来，流进下面的锅
里。经过多遍过滤，再经夹杆夹过多次，最后滤包内只剩下大堆豆渣，这就
是俗称的豆腐渣。在生活困难的那些岁月里，豆腐渣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
美食。

过包之后，满满的一锅奶白的生豆汁静待烧锅了。这时，我妈坐到灶前
马扎上，往锅底下填满拾来的柴火，用火柴一点，一股火苗瞬间燃起，风箱一
响，大火就像充满了灵魂的火神在灶膛里不停地翻腾跳跃。

大约20分钟后，锅盖上就会徐徐冒出升腾的热气，当呼呼的热气弥漫整
个锅盖，满锅豆汁就如同充满了灵气全都沸腾开了。此时，需要立马停火。
我爹跑来，赶忙掀开锅盖，一股带有浓烈豆香的白雾水汽冲天升腾，立刻淹
没了屋内的人与物。我爹连忙用舀子舀起豆浆，高高地举起，又全部倒下，
一下下地重复这个动作。用行话来说，这叫“溜汁”。为防止汁水沸腾溢出
锅外，有时还会提前舀出一舀子生豆汁，“溜汁”时把生豆汁浇到锅内。此时
这浓浓的豆香撞击着我的嗅觉神经，让我心神陶醉，以致多年来我一闻到这
股香味，就会停下脚步，享受一番。

经过短暂的溜汁，这浓浓的香味顿时也弥漫开来，轻轻飘进各家各户，
诱惑着人们的敏感神经。再静待十多分钟，锅内温度慢慢下降了，开始三遍

点浆或一两遍抡浆。这也是
做豆腐中最关键的环节。

第一遍点浆时，我爹先用
舀子从瓷缸中舀取少量的浆
水，轻轻靠近锅内热热的豆
汁。他一手拿着舀子，缓缓地
让浆水一点点流出，另一手握
一把勺子，轻轻搅动浆水流过
的附近豆汁。动作是那样轻
柔缓慢，又配合默契，如同塑
造一件易碎的工艺品，又如同
呵护初生的婴儿。如此操作
多遍，神奇的事发生了，豆腐
就像有神灵帮助一样，用勺背
慢慢从锅内捞出，就发现勺背
上会挂住几点细碎的豆腐
脑。这表明第一遍点浆很成
功。此时可以盖上锅盖休息
一会儿了。

静待十分钟后进行第二
遍点浆。起初我爹掀开锅盖，
用手靠近锅边试试温度。温
度合适后点浆开始，操作同
上，不过这次浆水用得多，操
作的次数也多。点过第二遍，
如同施了魔法，锅内会陆陆续
续出现许多细碎的豆腐脑。
此时为让锅内上下豆汁受热
均匀，我爹需要用一个大舀子
伸进锅内，缓慢地转动满锅的
豆汁，这叫“转锅”。转锅完成
后，我爹又盖上锅盖，歇一歇，
抽袋烟。

十分钟后第三遍点浆开
始了。这次点浆使用的浆水更多。如果三遍点浆后锅内豆汁还没有清汤，
那就得往豆汁上抡上一两遍浆水。随着浆水的不断加入，一场视觉大戏开
始了：锅内慢慢地呈现出大量的块状豆腐脑，不久就变幻成了满锅的乳白色
豆腐脑。望着这诱人的美食，闻着这豆香的豆腐脑，我那馋虫蠢蠢欲动了，
喊着要喝豆腐脑。这时我爹也会高兴地给我盛上一碗。没放油盐，我也很
享受地全碗喝下，那份满足与香甜至今仍念念不忘。

接下来，我爹就会从豆腐脑中慢慢撇取一些浆水，倒进瓷缸，精心保存
起来，因为这是将来点豆腐的秘方，发家致富的材料。

随后需要把那口盛放生豆汁的铁锅搬进厨房，把豆腐模子摆放到这口
空锅上，上面再盖上一块透气的大棉布，让它的四边都漫过模子，作为过滤
豆腐脑中的浆水。把满锅的豆腐脑一勺勺地舀进豆腐模里，一些浆水透过
滤布就会慢慢滴淌下来。不一会儿，模里盛满了热热的豆腐脑，随后再把滤
布折叠盖到模里豆腐脑上，最后上面再压上几块砖头或瓷盆，即给它们施加
些重量，帮助滤浆。第二天清晨，一大个有模有样的豆腐便在模子里压好成
型了。

第二天拂晓，我爹推着小推车敲着梆子开始走街串巷卖豆腐了。当然
他常常要忙碌大半天。

日月如梭，我们家做的豆腐卖了一年又一年，一村又一村。随着我们
慢慢长大，等我结婚后，我们家就不做豆腐了，然而那些做豆腐的往事却
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如今浆水点豆腐的传统技艺早已被现代化的
机械所取代，那些繁琐的做浆豆腐工序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而浆豆腐也
早已被内酯豆腐等所挤丢，很多年轻人更难感悟浆水点豆腐中的古人智
慧了，浆豆腐成了一个时代的名词，永远留在了食客们的口中，成为大家
期盼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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