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

随着中秋临近，月饼当仁不让成为这个节日的主角。除了在超市选购传统月
饼之外，越来越多的市民更愿意花几个小时到烘焙生活馆体验制作月饼，通过“私
人定制”让家人朋友吃得健康又放心。专业人士提醒，自制月饼宜现做现吃。

本报讯（幕文撒 浔阳晚报记者 金璐）
金星村位于都昌县阳峰乡东南部，临近鄱
阳湖。近几年来，在金星村村党支部带领
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变成了先进
村、富裕村。

5年前金星村集体经济收入单一且薄
弱，为改变落后的经济状况，村“两委”坚持

“党建+产业+贫困户”的发展模式，先后种
植油茶 270余亩，同时从浮梁县林业局引
进毛竹在张家岭凤鸡涧实施毛竹低产林改
造50亩，在张家岭、雷家培植柳条基地，为
贫困户增收提供就业岗位。支部书记张华
英带头先后投资 30万元，创办了一个规模
1万羽的土鸡养殖场。同时结合村情实际，
大力发展“两油产业”，扩种油菜100亩，鼓
励贫困户种植油茶 50亩，吸纳贫困户入股
54户，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岗位。2017年
和 2018年分别建立两个 50kw的村级光伏
发电站，年收益达到 8至 10万元。2017年
通过都昌县妇联搭建的平台，组织妇女在
村里创办了“塑料花手工加工厂”，并积极
引导村民种植紫皮蒜，拓宽了 100多个留
守妇女家庭的增收渠道。

“党建+产业+贫困户”
都昌金星村脱贫有实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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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飞华 浔阳晚报记者 洪
永林 文/摄）有一种老味道，承载着太
多人的情思和回忆。

9月9日，初秋的清晨，位于湖口县
马影镇集镇一个手工发饼作坊早已热
气腾腾。循着发饼的香味，浔阳晚报记
者来到一间有些年头的老作坊。和面、
称重、滚胚、压面、包馅仁、上麻、按压成
型、出炉……店主夏细钗和工人们有条
不紊忙碌着，他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
只见一个个又大又圆的发饼从炉中搬
出，一股芝麻、面粉香味扑鼻而来。

“今年是从农历八月初开始做的，
一般在中秋前要连续忙十几天。”夏细

钗说，手工制作，一天最多能做 200多
斤发饼或花生桂花等馅仁的月饼。传
统手工月饼要想好吃，做起来非常讲
究。“揉面有劲道，火候掌握准。”做了40
多年手工月饼的老师傅沈爱喜说，这样
烤制出来的月饼甜而不腻。

店主的弟弟夏道海说，虽然机器逐
渐取代了人工，但老手艺才能做出老味
道，薄薄的月饼皮酥脆醇香，手工调制
的馅料香甜酥绵、口齿留香，让人吃着
放心，回味无穷。

傍晚时分，手工作坊里，“砰砰”的
压面声还在响，一个个又大又圆的发饼
出炉，那香味里透着一股团圆的味道。

本报讯（余先霞 浔阳晚报记者 金
璐）中秋将至，柴桑区城门乡强化节前廉
洁教育，自觉遵守党纪政纪和廉洁自律
规定，着力打好中秋廉洁“预防针”，增强
党员干部“免疫力”，助推廉洁过节成为
作风建设新常态。

城门乡纪委积极探索有效监督途
径，紧盯重要节点，多措并举严防节日期
间“四风”问题反弹回潮。要求党员领导
干部要自觉遵守各项纪律规定，自觉抵
制公款吃喝、公款收送礼品、公款旅游、
公车私用及违规接受宴请、违规操办婚
宴、违反财经纪律等行为，切实做到廉洁
过中秋，坚决反“四风”，营造风清气正的
社会风气。

通过设立中秋节期间“四风”问题监
督举报电话，充分发挥利用新媒体作用，
引导群众和媒体对中秋节期间“八项规
定”、值班值守等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一
旦发现有违规行为的，及时通报曝光，形
成震慑。同时加强节点监督检查。乡纪
委分管领导带领工作人员，深入村组检查
了村居服务站工作作风情况。并联合乡
机关工作人员对站所等窗口部门值班轮
守，服务态度等进行了监督检查。通过节
前教育会重申“廉洁自律”要求。乡纪委
向党员、干部发送廉洁过节提醒短信，组
织乡村干部学习典型案例通报。提醒广
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八项规定”，严守禁
令，共同营造廉洁欢乐的节日氛围！

本报讯（周文鹏 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
红）为进一步规范农民建房、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武山镇建立健全农民建房管理制度，
畅通农民建房审批渠道，全力打造“农旅小
镇、醉美武山”。

为实现这一目标，武山镇结合实际，开
展村庄类型调查，基本完成集聚提升类、城
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等村庄分类工作，将
王常村作为试点村进行村庄规划编制，同时
实时了解农民建房管理的动态，建立农民建
房台账，加强建房巡查管控；按照“农户申
请、村居审查、乡镇复核、县局审批”模式，严
格执行“一户一宅”的规定，严格控制建房面
积。新建住房由农户填报申请，并将申报情
况向村、组公示，由农房办会同国土所、测绘
大队、村组干部现场勘察、测绘图纸、放线定
基、统一收集资料上报审批。对已审批的在
建房屋设立公示牌，实行一房一牌，接受群
众监督，进一步提高农民建房的审批效率。

多举措规范农民建房
湖口县武山镇打造农旅小镇

市民张女士告诉浔阳晚报记者：“以
前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吃月饼，会感觉比较
腻，但现在看到网上卖的模具很新颖，所
以买了一些有家人名字的月饼模具，准备
跟家人一起动手做。”她认为亲手做的月
饼不但满足自己的口味，把对家人的爱浓
缩于DIY的月饼中，更有过节的味道。

制作月饼必须要用到的月饼模具，也
随之成为中秋节前热销的产品。浔阳晚

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今年销售火爆的月
饼模具中，除了传统的图案、文字样式以
外，卡通人物形象、个性化祝福语、网络流
行词语都很受欢迎，而一些网络定制月饼
还可以加印照片或者刻字，满足不同人群
的需求。一名卖家表示，今年个性化模具
订单量比去年高出一倍以上，订购从半个
月以前就开始了，一直到中秋节前三天左
右，都是订购的高峰。

价格方面，这些个性化的模具并不算
贵，以一套配有 6 种图案样式的模具为
例，算上配件全套价格仅 20多元。浔阳
晚报记者浏览电商平台时看到，部分卖家
还随模具赠送一些烘焙的小工具、配件
等，有的卖家则附赠多种月饼馅料、饼皮
的制作攻略，方便消费者自己做出个性化
的月饼。浔阳晚报记者看到不少商铺月
销量达到上千件。

湖口县马影镇

手工发饼留住“老”味道

市民热衷自制月饼迎中秋
提醒:宜现做现吃，冷藏保存不宜超过24小时

烘焙生活馆体验制作月饼的人不少1
9日上午，浔阳晚报记者在大中路一

家烘焙生活馆看到，长约 5 米的操作台
上，几名市民在做月饼。圆形、花形、卡通
图案的月饼模具放在桌子上，各式各样的
月饼馅摆成一排，甜点师傅正手把手教市
民做月饼。

正在做月饼的刘女士说：“这已经是
我第2次来做月饼了，第一次是和朋友来
体验，感觉学到很多，这次带着孩子来，让
孩子也体验制作月饼的乐趣。我们准备

多做一些带回家，和家人分享。”
“他们都是来体验做月饼的，有的是

想做月饼送亲友，有的是想带孩子练习动
手能力。临近中秋节，来自制月饼的市民
很多，每天差不多有 20人。”烘焙馆老板
告诉浔阳晚报记者。由于做月饼很简单，
很多人学会了就自己回家买模具和烤箱
自制月饼。

浔阳晚报记者来到德化路，发现一家
烘焙室向消费者开放，也做起了烘焙体验

的业务。烘焙师王师傅告诉浔阳晚报记
者：“很多人喜欢体验烘焙，应广大客户要
求，我们也开始做体验烘焙业务，特别是
冰皮月饼，既漂亮又简单，更能让体验者
有成就感。”

“自己制作的月饼既新鲜又健康，还
可以根据家人口味来调整糖分和油量，而
且写上祝福后，送家人送朋友情意更浓，
让享用的人心里暖暖的。”一名体验做月
饼市民说道。

个性化月饼模具热销2

自制月饼怎样才能吃得安全又营
养？专业人士表示，购买的月饼一般都
添加了防腐剂，因此有一段时间的保质
期。但市民自己 DIY 的月饼，肯定不会
放防腐剂，所以在保存上就要特别注
意。对于自制的月饼，市民最好能现做

现吃。万一做多了吃不完，应当及时放
入冰箱保鲜，但时间最好不要超过 24小
时，且在拿出来吃之前，一定要先高温加
热，将细菌杀灭。

另外，在市民 DIY 月饼的材料搭配
上，适当在面粉中加入一些玉米粉，做到

粗细搭配、营养均衡；在调馅时，除了甜味
之外，也可以考虑咸味的，加点肉丁、香
菇、豆丁、黄瓜等，荤素搭配，或者将水果
切成丁做馅。另外，市民还特别要注意，
在给糖尿病患者做月饼时，千万别加白
糖，可用适量的木糖醇来当甜味剂。

自制月饼宜现做现吃3

柴桑区城门乡
打好“廉洁过节”预防针

工人们有条不紊忙碌着工人们有条不紊忙碌着。。

本报讯（浔阳晚报记者 张新红）8日，
濂溪区姑塘镇邓桥村绿桥农民专业合作社
挂牌成立。同日，由合作社投资建成的碾米
机厂也正式投入生产。这是邓桥村通过发
展产业扶助贫困户的又一项惠民政策，以供
岗、入股分红的方式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当日上午，位于邓桥村村部办公楼旁
的粘米机厂内机器轰鸣。据悉，这家碾米
厂由邓桥村绿桥农民专业合作投资建设，
设有原料间、成品间、仓储间、维修间和值
班室，提供 8 个工作岗位，每小时可处理
750公斤稻谷。

据邓桥村居民委员会书记介绍，碾米
机厂是合作社下属工厂，优先录用本村贫
困户，日薪不少于 150元，或按时计酬不低
于 20元，能有效帮助贫困户实现就业。同
时，村民采取自愿原则，入股合作社，年底
依据股份比例分红，实现增收致富。无劳
动能力的贫困户年底给予 300元分红。村
集体从股份中获得的分红则用于建设维护
村中道路、水塘等公共事业，奖励本村优秀
学子和资助贫困学子。

优先供岗 优抚残障
姑塘镇邓桥村助村民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