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糖贡，是海南文昌的传统美食。它是由大米、花生、

芝麻等食材炒熟后，加入甘蔗汁所制作成的。它裹着一身

金黄色的纱衣，浑身硬邦邦的，散发出的香气可以深深地

将人吸引，陶醉其中，咬上一口，香脆可口。

快要过新年了，我们回到了老家——文昌市龙楼镇

昌美村。奶奶见到我们下了车，连忙上前迎接我们。我们

互相打了招呼。奶奶热情地说：“你们来得可太是时候了，

马上过年了，我们要制作一些传统美食。”我问：“奶奶，我

们要制作什么传统美食呢？”奶奶说：“我们要做糖贡。”我

十分不解地问道：“奶奶，糖贡是什么呢？”奶奶乐呵呵地

说：“你跟我进厨房去制作，就知道了。”于是我随着奶奶来

到了厨房中，只见爷爷在剥花生，旁边还摆放着一盆芝麻，

几根甘蔗……

首先，奶奶将大米放入油锅中炸熟，锅中热气腾腾，

大米们犹如一个个白白的胖小子，在锅中不断翻滚，奶奶

见后连忙用沙漏将它们捞起来，放在一旁备用。接着，爷

爷双手合十，将炒好的花生皮和花生仁分离出来。爷爷再

将它们放入簸箕中，花生皮渐渐扬了起来，爷爷轻轻一吹，

花生皮们如同雪花般在空中翩翩起舞，最终花生皮与花生

仁分离出来。接着把黑芝麻炒熟，放在盘子里备用。爷爷

将榨好的甘蔗汁倒在锅中熬煮。这可是做糖贡的点睛之

笔。如果火候过大，蔗糖就会变干，最后焦掉，会影响糖贡

的口感；如果火候小了，就太湿了，就不能把大米、花生、芝

麻黏在一起。

我在灶旁不断地控制火候，有时火候小了，奶奶就不

停地唠叨道：“快点添柴！”我连忙上前，添上一些木柴。有

时火候小了，她又不停地喊到：“快减柴！”我连忙上前，将

几根木柴拿了出来。等到蔗糖微微泛黄，奶奶就连忙用大

汤勺将糖舀出来，生怕它焦了；然后爷爷倒入金橘汁，金橘

汁不光可以解腻，还能让糖贡的味道变得更香甜；最后奶

奶趁热将炒好的大米、花生米、芝麻倒入热乎乎的糖水中

搅拌，直到它们全身都裹上热糖汁。

爷爷将它们全都倒在一个深5～8厘米的模具中，我

用爷爷的圆木棒把它们压平，等到它变凉、定好型；奶奶用

菜刀将它们切成块，就大功告成了。

糟糕，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奶奶随手拿来一块糖

贡放进我的嘴里，我不停地咀嚼，发出了“啪呲啪呲”的声

响，味道香脆可口。“真香啊！”我不禁赞叹道。

不久后，许多邻居闻到了香气，都陆陆续续地进了

屋。爷爷将一盘切好的糖贡端了出来。邻居们争先恐后

品尝糖贡，无不赞叹：“糖贡真好吃，爷爷奶奶手艺真好！”

糖贡，是海南文昌的传统美食，它香脆可口，咬上一

口，回味无穷！

小AI点评
文章叙述了糖贡的制作过程和品尝体验，充

满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和家庭温情。作者运用丰富
的比喻和拟人手法，如“大米们犹如一个个白白的
胖小子，在锅中不断翻滚”“花生皮们如同雪花般
在空中翩翩起舞”，充满了生活气息和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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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40场主题实践活动，即将满额！先报先得！
如果你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文字小工匠，或是热爱摄影的小艺术家，或是善于出

镜和口才表达的小主播，南国都市报小记者俱乐部将为你提供全媒体展示平台！
你将有机会在40场实践活动中，和专业记者一起深入采访调研，对话名家大咖、

体验不同职业、参加社会实践……用笔和镜头记录时代的脉搏，发掘身边的故事！

还等什么？

一起探世界！

快来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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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小记者全城火热招募中！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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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AI作文课堂 每周五见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

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

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

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

——冰心《童年的春节》

●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

化了的，家家一律。一锅炖肉，加上蘑菇是

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

碗。大盆的芥末墩儿，鱼冻儿，内皮辣酱，

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

——梁实秋《北平年景》

●逢年过节，各街坊多有自己的灯。

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只是全城敲锣打

鼓各处玩去。十三到十五叫“烧灯”，主要

比赛转到另一方面，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

——沈从文《忆湘西过年》

●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

店里早已经摆出风灯，插上岁烛。吃年夜

饭的时候，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预祝来

年人丁兴旺。吃饭碗数，不可成单，必须成

双。如果吃三碗，必须再盛一次，哪怕盛一

点点也好，总之要凑成双数。

——丰子恺《过年》

名人笔下的春节风情
品文字里的年味儿

南国都市报1月16日讯（记者黄运敬）同学

们，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家家户户都会变得特

别热闹和温馨。这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就

会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一些“老古董”，给我们

讲好多以前的事，还有咱们家的好传统。为了让

更多的同学了解和学习这些宝贵的老物件，南国

都市报即日起开展一个有趣的活动——“晒晒传

家宝 说说好家风”征文。

想一想，你家里有没有这些特别的“宝贝”

呢？它可能是一本学生手册，证明了你曾经多么

努力地学习；或者是一个搪瓷水杯，虽然边上有

点掉漆，但每次喝水都像是喝足了勇气一样；或

者是一支沉甸甸的钢笔，是爷爷年轻时用来写信

给亲人朋友的……这些“宝贝”，都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传家宝”。现在，我们要做的，就

是找出这样的“传家宝”，给它拍一张照片，然后再

写一篇文章，告诉大家：这个“宝贝”是什么样子

的？它看起来旧旧的，但为什么那么重要？它背

后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它代表了咱们家什么样的

好家风？它教会了你什么道理，对你的成长有什

么影响？每次看到它，你心里会怎么想……

你的文章要像一个神奇的宝盒，一打开满满

当当都是或感人、或有趣的故事和细节。最重要

的是，一定要附上你家“传家宝”的真实照片，

这样大家才能看到它的庐山真面目，感受到那份

特别的意义。

快来参加征文活动吧，让我们一起在这阖

家团圆的时刻，发现更多家庭的温暖和智慧，

让这些美好的传统像星星一样，在我们的心里

闪闪发光！

快来晒“宝贝”啦！
说说咱家好传统 要求：以各种能体现优秀家庭家教

家风的老物件，如获奖证书、学生手册、

搪瓷水杯、钢笔、纪念章、手表、书信、照

片、画作、长辈赠送的礼物等老物件作为

载体，深挖“传家宝”背后的故事、价值、意

义，主要描述其蕴含的家庭家教家风故

事，阐释其代表的精神意义，对家庭成员

的影响等。字数800字左右，文末请注明

姓名、学校、班级等个人信息，由本报择

优刊登。来稿请发至电子邮箱：nan-

guoxizuo@126.com，邮件主题里请标注

“‘晒晒传家宝 说说好家风’征文”。

征文时间：即日起至2月4日

海口市美苑小学六（1）班符方柏

本报开展“晒晒传家宝说说好家风”征文活动

“晒晒传家宝说说好家风”
主题征文活动

糖 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