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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冻粑技艺
守护家乡味道

“好了，时间到，起锅！”1月9日，伴随着吆喝声，工
人端起三大蒸笼冻粑，浓浓的米香味扑面而来。

在建始县三里乡新桥社区颜家仲家的冻粑作坊
里，冻粑刚出锅，闻香而来的顾客就把美食抢购一空。

冻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制作历史可以追溯
到唐朝。据了解，三里乡颜氏冻粑有100年历史。土
家族女儿结婚要准备“新姑娘粑粑”。每每此时，周围
邻居都会请颜家仲的祖辈帮忙做“新姑娘粑粑”。传到
第三代颜昌力的时候，在家人和邻居的建议下，颜氏一
族决定从乡里乡亲的帮忙变成买卖，于是颜家仲和父
亲开始经营起了颜氏冻粑小店。

冻粑之所以称为冻粑，是因为需要在低温下泡发
后，磨成的米浆才能自然发酵，散发出冻粑最自然真实
的米香。从入冬开始，颜家仲就抓紧生产冻粑最好的
月份，全家齐上阵，一刻也不停歇。

在传承父亲颜昌力制作技艺的基础上，颜家仲潜
心研究，不断改进。

颜家仲说，30天自然发酵的工艺，要求在原材料
上一点也不能马虎。为严格把控原料的新鲜度，颜家
仲选择的是三里乡的上乘大米。“制作冻粑的温度要求
在8到10摄氏度，所以我们从冬月才开始做，一直持
续到正月初十。在年前最忙的十几天里，工人实行两
班倒，24小时不间断。最忙的时候，我每天只能休息3
到4小时。”颜家仲介绍，经过十道工序后制作出色香
味美的冻粑，获得了广大食客的好评。

“我80岁的母亲年年要吃，她说这个冻粑很软
糯。”周鹏是建始人，和母亲一起在北京定居多年，多年
来他的母亲对冻粑仍念念不忘。

近几年，慕名而来买颜氏冻粑的人越来越多。“冻
粑刚出锅就会被等候的客人抢购一空。”颜家仲一脸骄
傲地说。“一年做冻粑的时间就两个月，是我们一家人
的主要收入。”颜家仲介绍，作坊一天能做500斤冻粑，
两个月下来收入超过20万元。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购买冻粑的方式从单一的
到店购买，发展到电话、微信下单。“微信里不时有外地
的顾客下单。为了保持新鲜的口感，我赶在当天寄
出。你看，这一位广东的顾客近几年每年都会在我这
里下单50斤。”颜家仲笑得合不拢嘴。

小小冻粑何以在几代人手里传承？“从我祖祖那辈
就开始制作，这也是我们的
家族印记，丢失了很可惜。”
颜家仲说，他们一家人同心
协力，将这门传统技艺延续
下去，只为留住家乡味道。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
建始频道 作者 黄妮 卢熔）

看大戏、赏歌舞，品尝乡村美食、感受非遗文化。1
月20日至21日，2024全国“四季村晚”冬季示范展示暨
松滋市第六届民俗文化旅游嘉年华在卸甲坪乡精彩开
演，上万名游客和村民热热闹闹赶大集、欢欢喜喜看

“村晚”，共同享受一场乡村群众文化的盛宴。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松滋频道 作者 周明强

许春阳 赵宇迪）

全国“四季村晚”
浓情上演

1月20日，农历大寒，秭归县
天降瑞雪，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滑
雪爱好者不畏严寒，在冰雪世界踏
板而行，尽情体验和感受山地雪上
运动的速度和激情。

屈原故里国际滑雪场海拔
1500米，位于罗家村椿木岭，距宜
昌市区70分钟车程，距三峡工程
仅10余公里。滑雪场与三峡大
坝、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串珠成
链”，交通便捷，可由三峡翻坝高速
接芝茅公路直达，一路上可观三峡
大坝、赏云海奇观、行网红公路、品
秭归鲜橙，尽享重器之伟、自然之
奇、山川之秀、舌尖之美。

秭归将依托长江三峡、屈原文
化两大世界级旅游资源，持续为冰
雪经济赋能，打造文化旅游新磁
场。滑雪场项目规划总面积约37
万平方米，规划雪道14条，目前已
建成1条中级雪道、2条初级雪道、
1条雪圈道、7000平方米戏雪区，
雪域总面积3.8万平方米，能够满
足2000人同时滑雪。同时，建成
了6400平方米的雪具大厅，内部
设有自助餐厅、特色商超、咖啡热
饮等配套功能设施，为广大冰雪运
动爱好者提供一站式服务。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秭归
频道 作者 吴承忠）

1月23日，平均海拔1800米
的巴东县绿葱坡镇，室外气温在零
摄氏度以下。9时许，来自全国各
地的1000余名滑雪爱好者，陆续
来到滑雪场游客中心，换上滑雪
服，领取装备，白雪皑皑的滑雪场，
迎来了大批游客。

绿葱坡滑雪场开设有初、中、高
级共9条雪道，滑雪面积达15万平
方米，雪道总长超过5公里，是鄂西
雪域面积最大、配套设施最齐全、综
合接待能力最强的滑雪场之一。

滑雪场上，身着彩色滑雪服的
“滑友”点点斑斓，传送带上始终站
着满满的游客，他们当中有的年过
半百，有的仅有三四岁。

身体前倾，内八字刹车，撑手
杖加速……重庆游客邓婕在滑雪
场内苦练滑雪技巧。“只要不怕摔

跤，很快就能学会。”第一次滑雪的
她，在初级道滑了三趟，摔了五六
跤，慢慢能掌握平衡后，又来到中
级道。

不仅是滑雪，轮胎公园、冰雪
奇缘、观光缆车等娱乐项目也受
到游客青睐。“滑雪场2019年开
板以来，一年比一年火爆，来自宜
昌、武汉、重庆等地游客比例逐年
上升，为给游客带来更好的体
验。今年滑雪场还拓宽了雪道，
扩大了游客运营中心面积，接待
能力及配套服务都得到提升。”恩
施绿葱坡滑雪场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陶木介绍，2023年滑雪季，11
万余人涌进滑雪场，来自省外的
客人比例超过10%。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巴东
频道 作者 朱映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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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康县横冲国际滑雪场，游客尽情体验和感
受滑雪的速度和激情。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保康频道 作者 杨韬）

湖北冰雪经济持续火热

又到一年冰雪季，湖北神农架、兴山、保康、秭归、夷陵多地推出特色冰雪运动、冰雪旅游项目，让冰雪资

源释放魅力，激发冰雪运动热情、助力冰雪旅游发展，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

滑雪场里嗨翻天

“滑雪+”产品丰富

冬季，神农架依托冰雪文化、冰雪运动资源优势，开启欢乐

冰雪旅游季，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观赏和参与。

1月18日，神农架林区国际滑雪场内，白雪皑皑，滑雪爱好

者在这里亲近自然，体验滑雪乐趣。

这个冬季，神农架各大滑雪场推出夜滑、雪地摩托等娱乐项

目，“滑雪+”旅游产品更加丰富。

头上是浩瀚星辰，脚下是白雪皑
皑。1月11日晚，在神农架林区中
和滑雪场雪道上，雪友们高速滑下，
溅起片片雪花，脚下的积雪“呲呲”作
响，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白天看
景点，晚上来滑雪，我觉得夜滑是一
个释放压力的好方式。”武汉游客王
甜甜说。

今年冬季以来，神农架各大滑雪
场推出多种“滑雪+”新产品，解锁新
玩法，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来自十堰的游客王康是一名资
深滑雪爱好者，每年冬季，他在工作
之余都会和好友相约滑雪。“滑雪场
的设施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在滑
雪场拍照记录下精彩的瞬间。”

正如王康所说，滑雪场如今不仅
是冬季运动游玩的好去处，也早已变
成了拍照“打卡地”，许多游客上传照

片、短视频到社交平台，展示自己的
“英姿”。神农架国际滑雪场也顺势增
设了“野人”、熊猫、冰雪雕塑等趣味打
卡点，方便游客打卡拍照。

中和滑雪场首次推出了“炫彩夜
滑，浪漫打卡”主题产品。每晚7时，
七彩射灯将白色旷野照得空灵梦幻，
滑雪场变成绚丽的“童话王国”。许
多白天意犹未尽的滑雪客，纷纷体验
夜滑的浪漫与激情。

去年以来，中和滑雪场全面改造
升级，雪道面积增加到8万平方米，
还新增了雪上碰碰球、雪地悠波球、
雪地摩托、雪地坦克等雪地游乐设
施，以满足不同游客需求。

龙降坪滑雪场推出“酒店+美
食+‘白+黑’星空夜滑”，以完善的配
套、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体验滑雪的
速度与激情、浪漫与感动。

炫彩夜滑 浪漫打卡

带动滑雪服租赁“热”

1月 10日傍晚时分，林区木鱼
镇的街道上热闹非凡，路边商铺原本
售卖土特产、茶叶、果酒的店铺不约
而同地做起了出租滑雪服的生意。
整个小镇今年新开业的滑雪服租赁
店铺多达60余家，总数达90余家。

随着2023年滑雪季的到来，来
到神农架滑雪的年轻人成了林区冬
季旅游的“主力军”。在这个滑雪热
潮中，不仅带火了民宿、农家乐等旅
游行业，滑雪服租赁也迎来了新的发
展机遇，成为滑雪产业链中的一大亮
点。

为何雪友要选择在镇上租赁滑
雪服？木鱼镇雪上四宝店的经营者
李强英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滑雪客
人基本都是年轻人，他们对滑雪服的
要求比较高，除了御寒效果好，还要
款式时尚、颜色鲜亮。”李强英说。

店中不仅有各式各样的滑雪服，
还配有滑雪头盔、滑雪眼镜、滑雪护

膝、滑雪护臀等各类用品，满足不同
雪友的需求。李强英介绍，他们会根
据雪友的滑雪经验推荐滑雪护具。

“我想要一套亮色一点的，我们
两个人能优惠点吗？”“这套紫色的，
还有蓝色的都很酷，在滑雪场上拍照
很好看。”不到10分钟，雪上四宝店
就迎来了七八名前来租赁滑雪服的
游客，进店挑选心仪的滑雪服，随后
向商家“砍价”，货比三家。

“我家的滑雪用品款式和品质都
很受年轻人喜欢，衣服每天消毒、清
洗，雪友们都很放心。这几天基本上
每天都有几十个雪友来租，节假日能
租出去一百多套。”李强英说，因为今
年滑雪季火热，她和丈夫王华一口气
租了镇中心地带的5家商铺出租滑
雪服，每家店铺的滑雪服风格不一，
满足雪友多样化的需求。

（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端神农架
频道 作者 喻玲 张燃 肖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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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神农架林区国际滑雪场内，
滑雪爱好者各显身手。（选自 湖北日报客户
端神农架频道 作者 肖庆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