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闽南的烟火气中，有一种味道，
跨越了400多年的时光，依然在舌尖上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那就是九峰白皮
饼。从明末战乱中诞生，到如今成为福
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白皮饼的制作技
艺在曾氏家族的手中代代相传。近日，
作为家族后人曾美莉被确认为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古法匠古法匠心心

严密严密工序铸就传统技艺工序铸就传统技艺

白皮饼是闽南知名传统糕点，起源
于明朝正德年间的平和县九峰镇。400多
年来，白皮饼在当地早已超越了普通糕点
的范畴，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
在日常祭祀中承载着人们对祖先的敬意
与思念，在婚庆中象征着圆满吉祥之意。
平和还有携带白皮饼探望病人的乡俗，一
份白皮饼，饱含着对病人的关怀与祝愿。

曾美莉的家族，正是九峰白皮饼制
作技艺的传承者。1915年，曾氏第一代
制饼工艺创始人曾氏世祖，在平和县最
知名的糕饼铺做学徒。他勤奋聪颖，学
成后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糕点师傅。从
那时起，白皮饼的制作技艺就在曾氏家
族中代代相传。

1963 年，曾氏手艺第二任继承人
曾昭全，进入平和县国营合营供销社
后，将祖传的手艺融入岗位中。他制作
的糕点成为供销社的畅销品，白皮饼的
名声也逐渐在平和县内外传开。

1983 年，曾美莉接过了家族的接
力棒，和丈夫创立“美嘉味”糕饼店，一
头扎进了制饼的世界。从揉面到烘烤，
每一个环节她都亲力亲为，将人生与白
皮饼紧紧绑定。

随着“美嘉味”的声名远扬，1997年
曾美莉成立了平和游记食品厂。在她的手
中，白皮饼不仅保留了古早味，还逐渐走
向更广阔的市场。九峰白皮饼制作技艺相
继入选县、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机器轰鸣的工业化时代，“美嘉
味”的作坊里始终回荡着最原始的节
奏。白皮饼在曾氏家族的灶台间辗转传
承，最终在曾美莉手中化作第七批福建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金色牌匾。

一脉相一脉相承承

手工温手工温度揉捻百年岁月度揉捻百年岁月

走进九峰镇东街 117 号的“美嘉

味”老店，老师傅们并排而坐，动作娴熟
而专注。一个白皮饼，需要和面、发酵、
擀制、包馅、压模、烘烤等12道工序，全
程手工操作，哪一步都马虎不得，尤以
匀面、装馅、烧烤三个工序最为关键。

曾美莉拿起面皮，将馅料精准地放
在面皮中央，“匀面时，要将面团匀成合
适的剂子，这需要掌握好力度与分寸，
确保每个剂子大小均匀，捏口一定要紧
实，防止馅料流出。”说到烘烤，曾美莉
的神色严肃起来，“烘烤环节更是重中
之重，火的温度、时间的把控，全部按照
老一辈传下的经验，用擀面棍戳洞看似
简单，却是防止饼鼓胀的关键。”

“工序和配方都是祖传的，100 多
年来没有变过。”曾美莉介绍道，粉和油
的比例，面皮对折的次数都有讲究。原
料配比严格遵循古法，以小麦粉、猪油、
麦芽糖、白砂糖构成基础配方，采用多
层折叠技法形成饼皮，经反复揉压后达
到“千层酥”的效果。在几代人的传承
下，白皮饼的传统制作技艺得以完整保
留。正是这些严格的要求，让白皮饼的
酥皮酥而不油，口感香酥可口，甜而不
腻，温而不躁。

“也有人劝我用机器生产，可机器
做出来的饼没有灵魂。”曾美莉感慨道。
相比市面上流水线机器制作的白皮饼，
手工制作的白皮饼在擀面时可以控制
角度和力度，中间的孔是人工戳洞，就
像人的肚脐各不相同；机器做出来的白
皮饼形状固定，一次按压成型，看着紧
实但吃起来疏松。而手工制作的饼烘烤
过程会有不同程度的焦黄和鼓包，好似
小姑娘红扑扑的脸蛋，每个饼都是独一
无二，没有一模一样的饼，这是机器无
法复刻的。

守正守正创新创新

开拓开拓古早味新生之路古早味新生之路

老师傅们的手掌在面团上翻飞，擀
面杖与案板碰撞出清脆的“嗒嗒”声，饼
面在烘烤的火力下争相鼓起小包。当流
水线生产的白皮饼以标准化模具批量
复制时，这里的每块饼都保留着手工的
温度。

“平和当地的老人家都是从小吃白
皮饼长大，日常生活少不了白皮饼。”曾
美莉说。白皮饼已经融入了当地人的生
活，成为一种习惯和情感的寄托。每逢
清明，店里都要昼夜赶工，因为不少人
祭祖都要带上白皮饼，那是老人家生前
最爱的味道。曾美莉回忆起今年春节，
一位老人带着孙子来店里买饼，转头对
孙子说：“以后来拜拜一定要带白皮饼，
我就爱这一口。”简单的话语，却道出了

白皮饼在当地人心中的地位，它不仅是
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如今，这份传承的接力棒已经传到
了曾美莉女儿的手中，成为第四代传承
人。曾美莉的女儿坦言做白皮饼确实辛
苦，“我从小耳濡目染，小时候家里忙着
做饼，自己也不好意思出去和同学玩，
便帮着家里一起做。”尽管深知其中的
艰辛，但她依旧选择接过这份责任，女
儿配料，母亲擀饼，母女俩并肩作战，延
续着这份家族事业。

“做白皮饼就像做人，不能偷工减

料，不能敷衍了事。”对于白皮饼的传
承，曾美莉充满信心，她希望能够继续
稳稳当当地生产，在女儿手上继续传下
去，保持地道古早味，不让老味道、老手
艺被工业化流水线吞没。同时，她也积
极探索创新之路，不仅推出了古法肉
饼、冬瓜糕、胡椒饼等多样产品，今年更
上新了以非遗咸金枣为原料的咸味金
枣白皮饼。今年 4月起，“美嘉味”开始
和平和本地的带货主播合作销售，常常
供不应求。

☉本报记者 肖颖婧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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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龙海区洪志海不慎遗失《职工养老保险手册》，社会保

障号：350681198102184718，声明作废。
▲父亲张安辉、母亲邱小能不慎遗失第二孩儿邱锦澄的

《出生医学证明》，出生证编号：P350012097，声明作废。
▲诏安县企业与企业家联合会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3994000217601，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诏
安支行，账号：100340847610010001，开户日期：2010年3月29
日，声明作废。

▲胡俊辉不慎遗失《放射工作人员证》，证照编号：
3000977，声明作废。

原址在龙文区步文镇长福村房屋，
现拆迁安置于漳州市龙文区漳华东路

151号东裕花园 11幢 1单元 701室，东裕花园 11幢
1单元 1001室，东裕花园 11幢 1单元 1101室，东裕
花园 11 幢 1 单元 1201 室，东裕花园 11 幢 1 单元
1301室。今黄漳成、黄秀云、游漳川、游秀惠申请上
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
个月内向漳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
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黄漳成、黄秀云、游漳川、游秀惠
2025年6月24日

原址在龙文区步文镇园
顶社房屋，现拆迁安置于福建

省漳州市龙文区碧湖路 5号下洲花园 12
幢 507室，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碧湖路 5
号下洲花园 12 幢 508 室。今陆惠红申请
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现按漳州市不动
产登记中心要求登报声明。相关利害人
如有异议，请即日起壹个月内向漳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登记。逾期本
人将按规定向中心申办不动产权证。

声明人：陆惠红
2025年6月24日

声明 声明

本报讯（记者 周杨宁 文/供图）当城市的高楼遮蔽了星空，
您是否也向往过“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如果是，那就到漳州
高新区龙江岁月来，这里将唤醒市民的田园记忆，在都市里体验

“快乐农夫”的惬意。
记者了解到，经过精心规划与设计，近期，龙江岁月共享菜园

以全新面貌展示在市民面前（题图）。“共享菜园的开放，将为市民在
都市城区开辟一方田园净土，让诗意栖居成为现实。”龙江岁月园区
运营管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共享菜园开放，园区不仅优化种植区
域布局，还增加灌溉系统，让市民的农耕体验更加自然、舒适。

共享菜园位于漳州龙江岁月丹溪官田旁，经过九龙江大桥
直达市区，导航可一键到位。具体事宜，市民可关注龙江岁月官
方公众号联系咨询。这里的环境特色临江傍绿，空气清新，远离
喧嚣却不离繁华。

共享菜园不仅是块土地，更是种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向市
民朋友发出召集令，寻找城市‘快乐农夫’！”园区运营管理相关
负责人介绍，共享菜园既适合“好奇心宝宝”体验“自给自足”的
快乐，也适合成人深耕生活本真。

唤醒田园记忆唤醒田园记忆 且做且做““快乐农夫快乐农夫””

本报讯（记者 李润 文/图）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提升应对
突发暴恐事件的处置能力，6月23日，芝山街道下碑、上墩、金瑞
社区联合闽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开展“预警先行，为生命保驾
护航”反恐防暴应急演练，以实战检验协同作战能力，为师生安
全撑起坚实“保护伞”。

随着刺耳的警报声骤然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模拟场景
中，两名“歹徒”持械强行闯入校园，学校安保人员第一时间手
持钢叉、盾牌上前阻拦，同时拉响一键报警装置。校园广播即
刻启动应急指令，教师迅速组织学生就近躲进教室，锁闭门
窗，用桌椅抵住大门，指导学生抱头、蜷缩隐蔽，构筑起第一道
安全屏障。

接到支援信号后，下碑、上墩、金瑞社区及共建单位的应急
力量火速集结，携带防暴装备赶赴现场。各单位分工明确、配合
默契，一组负责疏散周边学生，一组与校园安保力量形成合围之
势，利用战术队形逐步压缩“歹徒”活动空间。经过激烈对峙，“歹
徒”最终被成功制服，危机得以解除（题图）。整个演练过程紧张
有序，严格落实“1分钟自救、3分钟互救、5分钟增援到位”的应
急响应机制，将安全防线织密到分秒之间。

“此次演练不仅让师生掌握了防暴逃生技巧，也了解了应急处
置流程。”活动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持续完善安全防范体系，让
预警与联防成为守护校园的“双重铠甲”，护航学生的平安成长。

预警构筑安全网预警构筑安全网 联防共铸平安盾联防共铸平安盾

本报讯（记者 许文彬 通讯员 蔡淑娇 文/供图）近日，一条
长约3米的蟒蛇闯入南靖村民的养殖场，吞食了众多家禽。村民
报警后，当地民警联合消防员迅速处置，成功捕获蟒蛇并将其安
全放归山林。

“警察同志！我家养殖场钻进一条大蟒蛇，正在吃鸡鸭，快来
帮帮我！”6月 18日，南靖县公安局书洋派出所接到群众简某紧
急求助，称家中养殖场惊现巨蟒。接警后，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到
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一条长约3米、碗口粗的巨蟒正盘踞在鸡舍
角落，其腹部高高隆起，显然刚享受完一顿“美味佳肴”。为确保
安全，民警辅警迅速疏散围观群众，设置警戒区域；在做好安全
防护措施后，民警和消防员小心翼翼地靠近巨蟒，使用专业捕蛇
工具控制蛇身（题图），最终成功将其装入袋中。

经林业部门鉴定，该蟒蛇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网纹蟒”。随
后，民警、消防员驱车将蟒蛇带离居民生活区，前往无人的深山
林区，并将其放归大自然。

蟒蛇侵入养殖场蟒蛇侵入养殖场 村民报警得处置村民报警得处置

有一种味道，跨越了400多年时光，依然让人唇齿留芳——

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一块白皮饼 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一段家传香

▲曾美莉仍亲力亲为手工制作白皮饼
▼师傅们正在制饼中

鹭鸟翩飞，泥土芳香。24日，记者在高新区水仙花海看
到，新翻的稻田在夏日阳光下铺展，农夫们踏入水田，躬身
劳作，熟练地将一株株翠绿秧苗插入软泥之中；四面八方
而来的鹭鸟或掠飞觅食，或翩然飞翔，共同构成了一幅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田园画卷。

与此同时，一片片稻田在农机的耕犁下，散发着泥土
与水汽混合的清朗气息。一大群鹭鸟紧随农机后方，停驻
在新翻的垄沟上，敏捷地啄食翻出的美味。此刻，人与鹭鸟
在田野间各自忙碌，互不打扰，机械的轰鸣、水波的微澜、
鹭鸟的起落，在这片稻田里，营造出动静相宜的特别景象。

本报记者 许文彬 摄影报道

稻稻田田耕耕种种 鹭鹭鸟鸟相相伴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