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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鸡蛋、白糖，溶入细腻的荆楚面粉，
搅拌、混合、灌浆、烘烤，时间的滴答声中，诞生
了口感绵软、香甜的穆师傅糕点……”

日前，湖北卫视《荆楚味道》第四集《面述春
秋》在黄金时段播出，同时在湖北综合、湖北经
视、湖北垄上等多个电视频道，长江云、学习强
国等新媒体同步播放。

悦耳动听的音乐，随着穆红娴熟、潇洒的动
作，一幅幅优美的电视画面，把穆师傅糕点的美
味，还有穆红的名字，从监利推向了全省、全国，
乃至世界。一位爱好美食的法国女士看到电视
后，不远万里，寻到穆红，品购糕点，边品尝边连
连用英语“OK”点赞。这一幕，让穆红及街坊邻
里们，至今都很是自豪！

穆家台的老工匠

说起穆师傅糕点，还得从父亲穆国清说起。
穆红的父亲出生于监利容城镇穆家台一个贫苦
农民的家庭，十二岁那年，父亲投亲靠友，来到容
城镇糕点名师刘永盛店铺当帮工，拜师学艺做糕
点。因父亲为人做事踏实本分，加之勤奋好学，
不出几年，糕点制作手艺已十分精湛，深得师傅
喜爱，成为店铺一位不可多得的糕点师傅。

解放后，父亲由原来的学徒成为县食品厂
的一名正式职工，早年学到的糕点手艺，很快得
到了领导和工友们的认可和赏识，被提拔为技
术厂长。父亲任厂长期间，凭着对糕点的热爱，
慢慢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手工作坊，发展成为
一家拥有员工上百人、具备一定生产规模的县
级糕点企业，所生产的糕点产品曾被评为省、市
工艺金奖。

小时候，穆红也常去父亲工作的厂里玩耍，
每次只要一进厂门，就能听见厂里在喊：“穆厂
长，麻烦您过来看一下，这面料怎么发不起来？”
那里在喊：“穆厂长，后边来一下，这鸡蛋糕怎么
烤出来的颜色是黑的？”而父亲总是耐心地给工
人师傅们讲解，直到问题圆满解决。当然印象
最深刻的还是那次，当时父亲正在指导几个年
轻人做梅花糕时，突然一个年龄稍大的叔叔跑
到父亲的面前说：“穆厂长，后面水晶糕的面料，
不知是什么原因，怎么也做不成糕点的形状，您
去看看！”父亲听后，立即随师傅来到那里，他只
是用眼瞟了一下，用手摸了摸面料，让那几位师
傅在面料里面加了一些面粉和少许白糖，顿时
一个个方方正正的水晶糕就做了出来。而父亲
也正是有了这种过硬的糕点制作技术和无私的
奉献精神，被省里评为高级工艺师，市县多次授
予县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县糕
点厂也因为有父亲等老一代糕点人和对糕点事
业的热爱和奉献，在 20世纪 80年代，县糕点厂

生产的糕点产品，在监利的城镇乡村乃至周边
县市都有一定的名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对中小型企业
放开经营，父亲不得不离开他工作了大半辈子、
费尽了他一生心血的县糕点厂，回到位于容城
镇财巷的家中，开办起穆师傅糕点作坊，并到工
商部门注册“穆师傅”和“穆家台”糕点等商标。

俗话说：“勤行勤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
天起早床，无事也要假忙。”在无机械设备的年
代，鸡蛋糕、水心糕等糕点是纯手工，打揉千遍、
万遍，反复打揉而生的。而父亲正是用这种纯
正传统工艺和繁琐的手工方法，使穆师傅鸡蛋
糕、水晶糕、梅花糕、月饼等糕点，在行业内成佼
佼者，并在相邻省市产生了一定影响。

传承百姓心中的品牌

长年的劳累，使穆红的父亲积劳成疾，十多年
前不幸病逝。送走父亲后，面对好多订购穆师傅糕
点的商户和慕名上门购买糕点的顾客，看着他们叹
息、失望而返时，穆红不觉泪含羞愧，深感无颜面对
逝去的父亲和那些喜爱穆师傅糕点的顾客。

从此，穆红在心中立下誓言，他要续写父亲的故
事，父亲创立穆师傅鸡蛋糕、水晶糕等糕点的招牌，
不能让它在他这代人身上失传，他要把这份勾起监
利人乡愁的独特美食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说干就干，穆红用原来爱音乐、爱篮球的精
神，来爱父亲的糕点、爱穆师傅糕点的手艺。穆红
从头做起，照着父亲制作糕点留下的独特配方与
手艺，勤学苦练做好穆师傅糕点，以告慰父亲的在
天之灵。

要知道，原来穆红并不喜欢糕点制作，1987
年高中毕业后，怀揣美好的理想参军入伍，来到
空军“八一”特技表演军乐队，在部队，是一位深受
领导和战友喜爱的长号演奏员，1989年在部队军
乐表演中因演奏突出，被部队授予“三等功”。
1991年，穆红在超期服役一年后，光荣退伍回乡，
鉴于他在部队优秀的表现和过硬的工作能力，穆
红被分配到县里某行政单位工作。他爱好篮球，
是局篮球队的主力。每逢县里有篮球比赛，穆红
常被各单位邀请去参加。可以说那时穆红工作与
生活上都是如鱼得水，拥有一片崭新的天地。而
父亲临终的嘱托和母亲的希望，穆红便放下手里
的篮球，子承父业，打点起父亲的糕点作坊。

万事开头难，刚接手穆师傅糕点那会，面对
糕点传统工艺小打小闹的局限，怎样让糕点在
保留父亲留下的独特工艺和风味不变的基础
上，扩大生产品种、规模、销量，让更多的人知
道、喜欢穆师傅糕点，穆红犯了难。

穆红首先是跑市场、采民意，穿行在城镇乡
村、大街小巷，广泛征求各经销穆师傅糕点的大小

商店、顾客，采集对糕点生产和销售要求。分析具
体情况，对每条建议都做到心中有数。明白哪些
该做、哪些需要改进，依照市场规律，抓住契机，
按市场行情变化，改进糕点制作工艺和销售模式。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穆红在继承传统工
艺的基础上，终于探索出一些糕点制作的新工
艺和市场销售新的模式。一是牢牢把握穆师傅
糕点的传统制作工艺。在原有糕点配方和工艺
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现代机械生产较快和量大的
特点，增购两台烘烤糕点的设备，加大加快产品
生产，满足更多顾客对穆师傅糕点喜爱。二是卖
分量不卖包装。古人云：“天足斗满”“表里如
一”，这是几千年不变的名言，更是穆师傅糕点
的传承精髓。

学艺先学做人，有年中秋节前夕，穆红转市场
了解月饼销售行情，路过某大型商场，目睹一女士
花费260元，购买一盒月饼送给父母，母亲打开一
看，盒中只有五个蛋黄月饼，母亲对女士说：“钱都
花在包装上了，划不来噢！”女士一急，手拿月饼来
到商场要求退货。嘴巴都说干了，商场就是不退，
女士一气之下，在商场与营业员大吵大闹。之前，
也有经销商建议穆红将普通包装的月饼，改成精
品盒包装销售，说这样一改，经销商和他本人都量
大利大。穆红一听，说“你没听说前两天商场卖精
包装月饼吵架的事？穆家糕点只卖点心，不卖包
装！”穆师傅糕点至今都只用普通包装，这也深受
顾客的欢迎，特别是受老年顾客的喜欢。

监利的大街小巷，更有许多几代人同吃穆
家糕点的趣事。著名书法家鲁平庵，从鲁先生
本人开始，到鲁先生重孙鲁凌云，一家四代都同
吃穆家师傅梅花糕的故事，直到鲁先生去世多
年后，这事一直成街坊邻里的美谈。如今，在穆
红堂屋的大堂之上，还一直悬挂着当年鲁先生
为赞誉和感谢穆家糕点的美味，而特地赠送他
父亲“华茂春松”的书法作品。

匠心铸造百年老店

俗话说：“货卖三家，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
货。”市场上以假乱真、卖假货的商家并不少见，
大到猪、牛、羊肉，小到米、面、油等食品，罚不怕、
打不尽。糕点行业也无例外。有些小作坊，因销
售不景气，将过期变质的糕点掺杂回笼，修改日
期、重贴标签，蒙骗顾客。可穆红宁可把那些当
天销售不完而变质的糕点全部销毁，也不重新回
炉，欺骗顾客。

穆红常对员工说：“做糕点就是要宁可抛荒，
也不可失业，要坚决把好病从口入这一关！”这一
点也正好笔者亲眼所见。这天，上午城区突然停
电，头天晚上所发酵的鸡蛋、面粉原料，到中午因
无电生产，致使两千多元的材料全部变质，穆红

知道后马上通知员工，将所有变质的材料倒
掉。事后他并不放心，又亲自到车间查看，当穆
红亲眼看到那些蛋面确实已经销毁后，他才放
心离开。

卖新鲜不卖积压糕点。很久以来，对饮食、
糕点行业的关联词就是“安全”“放心”，但都忽略
了新鲜一词。有些小作坊生产的糕点既不冷藏，
又无其他保鲜措施，致使生产的糕点不够新鲜。
但穆师傅糕点名气久远，供不应求，从不上门促
销。穆红面对紧俏的穆师傅糕点，紧抓“新鲜”一
词做文章。做得最多的是电话订单、以销定产，
当天的订单有多少就生产多少，避免盲目生产
后，糕点存放而不够新鲜。同时，在厂内最显眼
的地方，挂上当天的记事牌，标示当天的购货单
位、品种、数量。根据送货客户多、销量大的实际
情况，将当年父亲送货的旧三轮车，改换成两辆
面包车作为糕点配送专车，确保准时将当日生产
的糕点免费配送到经销商和顾客的手上，保证了
穆师傅糕点口感新鲜。

监利的糕点行业，多则上千，少则几百，穆
红瞟眼一看，多半是厨灶混合，烟熏火燎，油气
刺鼻。糕点从库房、作坊、到厨房，三房不可混
为一体，环境卫生做不好，生产条件就会大打折
扣。穆红坚持“三分”和“三不分”的清洁方法，
既防鼠、防尘、又防霉变。

曾经有位顾客对糕点的卫生状况有疑问，想
进后灶看个究竟，穆红说看可以，但你得按我们
的卫生规定，要换鞋戴帽、穿上我们的工作服。
顾客进去后，看见后厨干净整洁，名厨亮灶，器具
摆放的整整齐齐，顾客对生产环境连连称赞。

致力打造百年老店，现在穆师傅鸡蛋糕、水
晶糕等穆家糕点，在父亲穆国清、穆红等两代
人，近 80年的精心制作、传承与发展下，穆师傅
糕点已从原来家庭式的小作坊，发展成为拥有
员工 20多人，年产值上百万元的既传统又现代
的家庭工厂。其产品的销售渠道也得到了拓
展，除了传统的批零销售到本县和周边省市的
洪湖、仙桃、潜江、华容、岳阳外，穆红又借助网
络信息平台，开展了电商销售模式，穆师傅糕点
已销往上海、广东等全国 20多个省市，还有许
多韩国、日本、法国、英国、美国、巴西等十多个
国家的美食爱好者和一些海外华人，也经常从
网上订购穆师傅鸡蛋糕和穆师傅水晶糕食用，
他们反馈的信息，也是十分叫好。更有那些出
门在外的监利游子，都以能吃到几块家乡儿时
味道的穆师傅糕点而感动和自豪，心中也更加
思念自己的家乡。

现在，穆师傅鸡蛋糕、水晶糕等糕点，和监
利的小龙虾、黄鳝一样，已成为一张靓丽的监利
美食名片，已大步地走出湖北，走向了世界！

一月一花开，一枝一粟黄。晓风和雨，已
是新凉。八月的江城，天阴不见月，满觉陇旁
通幽香。

今秋，初识九里香，是在夜色匆忙的归途，
因琐碎萦绕，时并无其他，只是心头微颤，即抛
诸脑后。当真还是人闲桂花落，秋瞑夜更空，兴
许是桂香飘然间，故里逢秋时，念及了心中的那
桂子林吧。

我与友人说道，想回去了。友人说，来，四
方会谈，安排上。不，折桂枝、拣黄花、为茶或为
酒。她说，随地可见，何须麻烦。是啊，这些年
行过万里路，我见了千重山，竟是稀罕起那不起
眼的物什了。

软红香土，金樽美酒，最是留人醉；村酒野
蔬，鸡犬桑麻，别有一番滋味。

那片林子，长于野，已十年有余。远离车马

喧，不染尘世烟，饮朝露，沐书香。近年来，竟也
结了果，秋香三万斛，何人月中看，岂能是凡品。

旧时，秋日的午后，空气是清轻透凉的，隐
约着缕缕醉香。

宋词有云：“人间尘外，一种含香蕊。疑是
月娥天上醉，戏把黄云挼碎。”搬了竹椅，一个人
静卧楼上的长廊，对面 30年历史的杉树林如寂
寥的老者，沉默寡言，时不时听到不知名的白鸟
扑扇的翅膀，或是麻雀细弱的“啾啾”。那伞状
的金桂，只见千层绿叶下的万朵黄。暖阳也是
静的，光与影交叠，一半是光亮，一半是暗哑，倒
也泾渭分明。有道是有花堪折直须折，不留无
花空折枝的愁，睡意了无，索性就寻了一篮，垫
了一纸，行向那处。

林子里，长着疏疏落落且尖细的枯草，隐隐
着极力探出头的点点绿，带点黄败的落叶，踩上

去窸窸窣窣的，倒也不讲究，相中了便摘了去。
或制成了香囊藏于衣袖，或去梗、洗净、晾晒冲
泡热茶，可想花中精油娇气，就这样被揉拧了
去，徒剩自我陶醉了。

回时，正值暮雨细细，乡径人寂灭，街边陇
上已有如沙落蕊，风里皆是桂花雨。兴许是四
周水田环绕，林荫幽生，这边才盛开。有含苞待
放的，一串串如稚童手腕上的小小铃铛，垂下枝
头，甚是可爱。那半开的似虎爪，露出尖细如绣
花针的黄蕊，此时窨桂花茶应是最佳。那十字
形全开的，如白雪凝酥，点点冷黄，陈香扑鼻。
李易安又言道：“暗淡轻黄体性柔，性疏迹远只
留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一流。”一粒
粒，藏匿于枝头，没人教它盛开，它便等，等到金
黄满地，等到枝头落朱砂，等到风雨夜归人。

花开虎爪、含苞初放的出香应是绝佳，却是

花枝难分，得成簇而摘，费功夫，大约好事都是
耐磨的。夜已沉，心生寒意，空有杯酒壶斛不尽
兴之恨，却无坐到天明复沽饮之胆，只得少许，
黯然而归。

小小的一粒啊，可娇嫩着，经不住揉搓。得
戴手套，一粒粒轻轻从花梗分离，挑杂、清洗、盐
泡、铺开、阴干。六岁的朵朵大抵也是心性随
我，爱倒弄花花草草，也来帮忙了。“妈妈，桂花
还可以加点蜂蜜搅拌一下的呢。”

屋内听秋雨，泡上一壶红茶，桂花为底，红
茶为汤，佐以软糯的蛋黄酥，独品之，温阳行气，
何能尔？心远自偏。朵朵在一旁咪吱咪吱，一
边喝着她的蜂蜜桂花水，一边说道：“嗯，这真是
太好喝了，又香又美味啊！”

人生啊，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半融诗意半
入尘世。欲饮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蟾枝落
□ 郭 芳

一个秋凉的下午，我
们来到曹雄的家。只见他
与兄弟穿着雨裤，戴着手
套，两辆三轮车上已装好
施鳝鱼的毫子，正要往白
螺方向的田野出发，去施
鳝鱼。见我们来访，曹雄
兴 致 勃 勃 地 谈 起 庭 院 水
泥 池 浅 水 无 土 养 殖 野 黄
鳝的事。

曹雄，男，40 岁，家住
柘木乡肖桥村七组。原先
在深圳龙岗打工，20 多年
来，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让他无法获得归属感，再
加上家里父亲年事已高，
小孩成长也需要陪伴，思
量许久，他决定返乡创业，
搞水产养殖。

“其实也算不上特别，
要说特别的话，就在于一
个‘巧’字，巧在庭院养殖
纯野生黄鳝。不需要太大
面积，四五亩田足矣。种
点口粮、油料，还能巧妙盘
活野黄鳝，一地多用。”曹
雄说道。

借庭院巧施良策。曹
雄调查后发现，发展庭院
养殖最适合自己。自家的
后院宽敞幽静，最适宜建
鳝鱼池。从今年 2 月份开
始，他从小处着手，从特养
着眼，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投资三万多元，买来三轮
车，修建 17 个水泥池和凉
棚。买来编织胶布带编织
毫子，池里种上水草，亲手去抓野生黄鳝。

抓黄鳝巧于心计。买来的黄鳝不经磕绊，成
活率低，价格又贵，还不如自己去捕捉。野生黄
鳝生命力强，存活率高，而且成本低，自己吃点苦
去捕捉，能大大压低成本。于是曹雄东奔西跑，
四处捕获野生黄鳝。上到长江边上的薛潭，下往
洪湖岸边的湖滨，草沟废坑、水塘小溪，水草丛生
处，荆棘田埂边，有时“抠”，有时“踩”，有时“钓”，
有时“施”，越是人难行走的地方越有鳝鱼藏身。
三伏天里，烈日暴晒，曹雄被晒得黑黢黢的。三
九天里，寒风刺骨，曹雄则被冻得手脚僵硬。每
遇坡陡泥滑、茅草树桩，还得伤手伤脚。经常是
下午两点多出发放毫子，次日凌晨三四点去收。
抓来的野生黄鳝在圈养池里活蹦乱跳，看到这来
之不易的成果，曹雄满满的成就感。

精心喂养巧管理。通过野外捕捉，已在池
中投入 1000多斤野生黄鳝。刚开始喂养时，由
于忽视水质管理，换水不及时，造成一部分黄鳝
死亡。曹雄边养边摸索，在网上查询资料，向专
家请教，引进适合自己的养殖方式，加强喂养管
理。同时，曹雄还注意巡池增氧，及时换水，以
防黄鳝上草泡头。如遇天气突变，黄鳝容易出
现“应机”，曹雄则需要及时护理预防，确保黄鳝
正常生长。

就地取材巧借料。曹雄的野生黄鳝从不买
饲料，就靠自己制作。什么小鱼子、小虾子、小
螺蛳等等都是上好的饲料。曹雄几乎天天去菜
市场收购小鱼子，他把这些“土食材”加工搅碎
制作成纯绿色饲料，让野黄鳝更有鲜味。

应时节巧起黄鳝。而今，曹雄的黄鳝生长
正旺，那一条条黄鳝一般都有三四两重了。平
时，黄鳝就钻在槽子里休眠，等到喂食时它们才
露面。曹雄说，鳝鱼长大了产量最少要翻三四
倍。每遇行情看好就随时“卖大留小”，也不时
地添加一些，每个池子稳定在六七十斤左右。
要是逢年过节价格达到五六十元就大量起鳝
鱼，有时卖给收购商，有时也卖给村里人，预估
年收入六七万元应该不成问题。

近年来，柘木乡发展庭院经济，除常规的
“虾稻”“莲鱼”模式以外，还鼓励村民大力发展
水特养殖。曹雄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形势好，
今年试养成功，我就扩大规模，争创庭院经济大
丰收！”

工匠是这样炼成的
□ 杨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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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监利市书法家协会不慎遗失社会团体法人

登 记 证 书（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210237476782668，声明作废 。

监利乐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421023MA487AH48R）不慎遗失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湖北省监利长峰塑胶有限公司，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朱河镇沙洪路
26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分别为：监国用

（2009）第 020106027 号、监利房权证朱字第
0600007 号、监利房权证朱字第 0600008 号、
监利房权证朱字第 0600009号。根据《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
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

唐方俊（曾用名唐方正）、唐善柏，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红城乡火把二

组 菜 园 巷 28 号 的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证 号 为
200105100号。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
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
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湖北省监利市容城镇团结村村民委员会，
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不动产权证书 3份，登记
坐落为监利市容城镇团结村。（1）使用权人为监
利市容城镇团结村农民集体，证号为鄂（2022）监
利市不动产权第0025148号。（2）使用权人为建材
门市部，编号为8800025号，面积为1506.56平方
米。（3）使用权人为竹木交易所，编号为8800027
号，面积1219.5平方米。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
声明该3份不动产权证书作废。

刘义清，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
监利市毛市镇振兴路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为
89020号。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
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补发，现声明该不动

产权证书作废。
监利市教育局不慎遗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监利县营业室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3份。其中：
基本存款账户1份，核准号为J5379000049706；专
用存款账户 2份，核准号为 Z5379000132601、
Z5379000100003。声明作废。

遗失补发《不动产权证书》公告

湖北省监利长峰塑胶有限公司，因保管
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朱河镇沙
洪路 26 号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分别为：监
国用（2009）第 020106027 号、监利房权证朱
字 第 0600007 号 、监 利 房 权 证 朱 字 第
0600008 号 、监 利 房 权 证 朱 字 第 0600009
号。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
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议，请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异

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 10月 27日
唐方俊 (曾用名唐方正)、唐善柏，因保管不

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为监利市红城乡火把二
组 菜 园 巷 28 号 的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证 号 为
200105100号。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
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
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 10月 30日

湖北省监利市容城镇团结村村民委员会，因
保管不善，不慎遗失不动产权证书3份，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容城镇团结村 。（1）使用权人为监利市
容城镇团结村农民集体，证号为鄂（2022）监利市
不动产权第 0025148号。（2）使用权人 为建材

门市部，编号为 8800025号，面积为 1506.56平
方米 。（3）使用权人为竹木交易所，编号为
8800027号，面积 1219.5平方米。权利人已在
《荆州日报·监利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
补发。如有异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 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
料。期满无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 10月 27日

刘义清，因保管不善，不慎遗失登记坐落
为监利市毛市镇振兴路的不动产权证书，证号
为 89020 号。现权利人已在《荆州日报·监利
新闻》上刊登遗失声明，并申请补发。如有异
议，请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书面材料。期满无
异议，将依法为其补发，原证书作废。

监利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023年 11月 1日

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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