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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妃嫔爱吃藕粉圆子
盐城的藕粉圆子，一直以建湖一

带的最负盛名，而盐都张庄所出，就品
质而言也并不逊色。作为民间传统美
食，每逢佳节，家家餐桌上必不可少藕
粉圆子。藕粉圆子既可作为时令小
吃，亦可作为筵席佳肴。藕和偶谐音，
搓成圆子，寓意成双成偶，团团圆圆，
幸福美满，逢年过节，吃藕粉圆子，表
达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一种向往与
期盼。这是一道很喜庆吉利的菜，现
在的婚宴，多半喜欢用藕粉圆子做甜
点。

盐阜境内多湖荡，遍种莲藕，夏季
的荷塘叶丰花茂，风景怡人。到了秋
天，挖藕人三五成群，撑着小船在藕田
间来回穿梭，将采回的藕或送菜场叫
卖，或做成藕粉，有心之人还会制作成
藕粉圆子送给亲友长辈。在盐城人的
宴席上少不了肉圆、鱼圆和藕粉圆这
三种圆子。其中，口味清甜的藕粉圆
子可以充当主菜，让人魂牵梦萦，勾起
身在各地盐城人心中的乡愁，这个在
盐城人眼里再平凡不过的藕粉圆子成
了乡愁的替代物，在外的游子思念家
乡时，可亲手做一份藕粉圆子，把乡
愁揉进一颗颗晶莹剔透的藕粉圆子

里。
香甜爽口的藕粉圆子究竟有多好

吃？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品尝后，在报
刊上撰文评价，称之为“珍品”。藕粉
圆子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均高，且可
解酒提神。素馅心藕粉圆子适合患有
高血压、冠心病和不喜猪油者食用，有
滋补强身，宽胸益气之功效。藕粉圆
子又有多受佳人们的青睐呢？2018年
最火爆的宫斗剧《延禧攻略》中，高贵
妃非常喜欢吃御厨做的藕粉丸子。高
贵妃何许人也？她在宫中的权势可与
另一部宫斗剧《甄嬛传》中专横跋扈的
华妃媲美。善妒的高贵妃为了陷害乾
隆皇帝宠妃魏璎珞（初出场时，她还是
个小宫女），变着花样惩罚她，为了摆
脱困境，魏璎珞装疯卖傻狼吞虎咽吃
下八大碗藕粉丸子，虽然吃相有点难
看，却让全国观众都记住了这道美食，
并对这道甜点产生了兴趣。宫廷里的
藕粉丸子，其实就是藕粉圆子，出自江
苏盐城。

宫斗剧中，在清朝皇宫里盛行藕
粉圆子并非子虚乌有，有事实依据。
藕粉圆子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相
传清代中叶，一位出身苏北的御厨，也

有人说这位御厨来自湖垛（今建湖县
城所在地），他根据家乡盛产莲藕、人
们也爱吃莲藕的食俗，精心制作出了
一道甜品小吃——藕粉圆子，进呈皇
上，皇上品尝后，大为赞赏，从此藕粉
圆子便成为宫廷御膳。因为藕粉具有
安神助眠、益胃健脾、养血补益、美容
等功效，藕粉圆子还有情侣的隐喻，小
主们都想得到皇上的宠爱，与皇上双
宿双飞，所以，清朝皇宫里不仅是妃
嫔，就连小宫女都爱吃藕粉圆子。数
年以后，御厨告老还乡，便将藕粉圆子
的制作方法带回了家乡，从此这道宫
廷御膳便在苏北传开了。著名作家巴
金率访问团莅临建湖时，曾品尝其味，
交口称赞。藕粉圆子在1958年江苏省
名菜名点评比中享誉全省。

在盐城人眼里，地道的藕粉圆子，
馅心是关键。糖板油丁、核桃仁、花生
仁……多种果料的混合，造就了藕粉

圆子丰富的口感。有时，糖桂花与金
桔皮也可入馅，为的是让原本香甜的
馅料，再增加爽口滋味。当馅料经过
碾碎、搅拌、混合等步骤后，便可以裹
上质感细腻的藕粉。在此之后，便来
到制作藕粉圆子的关键步骤，“汆”和

“滚”。“汆”指的是将漏勺中的藕粉圆
子放入95度左右的热水，三秒后立即
取出；“滚”指的是取出后的藕粉圆子，
要立马再均匀滚上一层藕粉。当这样
的步骤重复五六次之后，藕粉圆子便
制作成功。“买最好的藕粉，芝麻做馅，
老年人也好，青年人也好，适合各个人
的口味，从做芝麻馅开始，藕粉圆子一
做就是几十年。”藕粉圆非遗传承人周
保凤说。凭借良好的手艺和对传统技
艺的传承，周保凤制作的藕粉圆获批
盐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远销香
港、台湾、新加坡等地，享有较高的知
名度。

生态环境部点赞东台条子泥岸段

走进美丽海湾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关于“推进美丽海湾保护与建设”的任务部署，深
入挖掘和示范推广美丽海湾建设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好模式，2021年，生态环境部首次开展美丽海湾优秀案例
征集活动，共筛选出8个美丽海湾案例（其中第1至4个为优秀案例、5至8个为提名案例）。自2022年4月起，推
出“走近美丽海湾”栏目，展示推广上述案例的主要做法、治理成效、经验启示等，邀请专家进行解读，供各地互相
学习借鉴。

沙洲物语 严正东 摄

飞翔 李东明 摄

湿地畅享 顾正山 摄转载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东台条子泥岸段位于江苏省
盐城市，因港汊形似条状而得名，
2019年成为全国首个滨海湿地类
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第一期）世界自然遗产
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台条子泥拥
有壮观的一线潮两分水、淤泥质海
滩和鲜红的盐蒿地，是东亚—澳大
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中心节点，

“鸟中大熊猫”—勺嘴鹬等全球数
百万只候鸟到此栖息、换羽。近年
来，东台市坚持保护优先，厚植生
态底色，致力打造美丽滩涂风光，
守护这方候鸟天堂，绘制了一幅万
物和谐、绿色发展的生态画卷。

坚持源头管控，绘制绿色蓝图

一是建立湿地公园，设立条子
泥湿地公园，总面积 12746 公顷，
其中保育区 4964 公顷、恢复重建
区 2780 公顷，实行重点区域封闭
管理，营造优质的水禽栖息地，建
立优良的湿地生态系统。二是落
实责任机制，压实各级责任，组建
常态巡湾管理队伍，安装272处联
网监控设施，实行“人防+技防”的
网格化管理，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
司法衔接，用“检察蓝”守护“湾滩
美”“生态绿”“河道清”。三是强化
法治保护，盐城市人大常委会2019
年发布《盐城市黄海湿地保护条
例》，科学界定了包括东台条子泥
在内的黄海湿地范围，明确了黄海

湿地保护管理体制，规定了名录管
理制度、分级保护制度等管理措
施，实行了最严格的保护。

坚持生态优先，彰显自然大美

一是突出湿地保护，彰显“自然
美”，3700亩碱蓬“红地毯”杜绝一
切开发利用，切实保护“潮汐森林”
自然景观，最大限度保护条子泥湿
地原生态面貌；放弃喷洒药剂除草
方式，采用传统的人工割草和机械
翻土治理互花米草，先后整治梁垛
河闸下游500亩、条子泥堤外滩面
1.2万亩互花米草。二是注重物种
保护，突出“生态美”，在条子泥湿
地距离候鸟觅食区最近养殖区实
施退养还滩，专门开辟720亩高潮
位候鸟栖息地，组织开展微地形改
造、裸滩湿地恢复、生态环境整治
等，成为全球生态湿地保护“最佳
案例”。2021年10月初，栖息地鸟
调数量13万只，比2020年净增3万
只，鸟类种群新增 22 种。世界上
仅存500多只、有“鸟中大熊猫”之
称的勺嘴鹬近一半在条子泥觅食、
换羽，停留长达3个月。小青脚鹬
作为全球濒危物种，在条子泥湿地
的种群数量从不到 600 只增长到
1164只，连续两年刷新观测记录。
三是强化文旅融合，增添“人文美”，
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开发“亲近世
遗”亲子线路、“鸟类天堂·生态东
台”研学线路、“海滨湿地·世遗之

旅”生态游等精品线路，组织开展条
子泥“观鸟季”“爱鸟周”、摄影展、半
程马拉松等活动，引导公众走进湿
地、了解湿地、参与保护，2019、
2020年分别接待游客66.3、99.7万
人次，2021年接待游客突破100万
人次。

坚持科学管理，强化科技支撑

一是建立科研平台，提升专
业水准，与复旦大学合作成立东台
复旦湿地保护联合创新中心，聘请
北林大、复旦、南林大等相关院校
专家担任顾问，成立北京林业大学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
心东台研究基地，常态化开展鸟类
科研调查工作。二是打造信息化
系统，强化智能管理，打造独具条
子泥特色的 4A 级信息化系统，实
现一部手机管景区、一部手机游景
区，增设无人机反制系统、鸟类识
别系统等特殊功能，满足景区鸟类
保护、科普、研学和宣教的实际需
要。三是规范湿地管理，强化协同
共管，充分发挥“政府+联盟+协
会+志愿者”的牵头作用，组建成立
条子泥爱鸟协会，加入“勺嘴鹬保
护联盟”，引进生态保护专业人士、
爱鸟人士，定期组织培训和观鸟活
动，普及湿地和鸟类知识，推动形
成全社会保护湿地、保护鸟类的良
好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