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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央视热播

节目"舌尖
!

#播出了位于厦

港街道民族路
"##

号的亚海

面线糊! 国际频道也进行了

转播$ 老板黄双海突然成了

%名人&!不少食客慕名而来!

有的还要与他合影$

原来! 去年
$

月!'舌尖(

剧组突然联系到他! 说要给

他的店拍片子$ 剧组来了
%

个人!%长枪短炮& 各种摄影

器材全上阵! 甚至还动用了

无人机航拍$

%这不是我第一次上电

视了$ &黄双海说!早在
&'"(

年!上海的一档美食节目'二

更#从网上得知了他的店!专

门来到厦门拍摄了一期节

目!'舌尖# 剧组就是通过这

档节目关注到他的$ 黄双海

很快感受到了 %网红效应 &

)**春节后食客突然多了 !

营业额增长了
)'*

+

食客的口碑就是最好的

宣传$作为一间
!!

年的老店!

亚海面线糊一直在此经营 !

因为是自己家的老房子 !黄

双海楼上住宿!楼下经营!这

样既节省了店租! 也攒下了

客流量$

黄双海最大的心愿是把

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已经成

家立业的女儿答应他! 将来

会继承家业! 这让他十分欣

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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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港片区是厦门的老城

区，从美食到文化，丰富的历史

底蕴让这片土地生机勃勃。然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少商家

因各种原因退出了这片区域，

如今的厦港“古早味”越来越

淡，保护和发展成了厦港街道

的重要工作之一。为此，街道多

方面努力来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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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在厦港片

区，面线糊、芋包、鱼丸、卤味

……这些舌尖上的美食承载

着几代老厦门人的味蕾记

忆。为了保护这些 “古早

味”，厦港街道进行了一次走

访，收集了13家经营年限达

25年以上的店家资料，并详

细了解了店家们创业和传承

过程。原来，每家店都有一个

经典的故事，如 “乌糖沙茶

面”，并不是面料里加了红

糖，而是因为老板小名叫“乌

糖”，因此而得名；又如，厦港

真真卤味店，背后有一段动

人的爱情故事。

这些美食背后的故事耐

人寻味，但由于不少店家只重

视经营，品牌效应淡化，此次

资料收集为日后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我们会不定期组织

商家一起开会，相互交流经

营。”沙坡尾提升改造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张世标说，辖

区内有个别商家已经申请了

厦门老字号认证，他们会请这

些店家负责人向其他店家介

绍申请经验和经营理念，共同

促进和发展老店经营。

经过前期走访，街道了解

到一些商家因租金高、客源少，

存在经营困境。为了最大限度

帮助商家解决问题，目前，厦港

街道正在积极筹划成立“沙坡

尾商家协会”，把该片区的商

家联合起来，争取向上级部门

申请减免租金或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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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大力推广“古早味”

美食，去年12月8日，厦港街道

还组织开展了 “舌尖上的乡

愁”活动，邀请美食大咖“海鲜

大叔”助阵解说，带领一些美

食达人在沙坡尾社区走透透。

他们先后走访了乌糖沙

茶面、秀琴排档、厦港酒家等店

家，“海鲜大叔”边走边介绍，

为美食达人讲解背后故事。

活动结束后，厦港街道还

特别为店家们设计了美食地图

进行推广，食客可以“按图索

骥”自行寻找，踏上美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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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22日，为更好守

护这些“老品牌”，保护好老

厦门小吃文化，厦港街道邀请

了10余名市、区人大代表帮忙

出谋划策。街道工作人员带领

代表们对多个店家进行了走

访，使代表们更加直观地了解

店家整体经营状态。

“针对老字号小吃的保

护，建议卫生部门牵头塑造品

牌，推动店家良性经营。”思明

区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委

主任沈少坚说，他通过走访发

现个别商家店面小，卫生环境

还需提升，他建议由卫生部门

牵头整改。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

究所海洋放射性技术与环境

安全评估实验室主任于涛也

说了她的想法：“我担心在咖

啡馆之类的‘洋派’店面冲击

下，厦门特色小吃店会渐渐消

失。我们应帮扶传统店家的小

本生意，保护‘土著’文化。”

于涛说，她希望市、区政府和

街道能给予扶持，让这些老店

能先在区里或街道认证“老字

号”，或申请到专门的经费。

“房租贵、利润低等问题

困扰着商家，虽然游客不少，

但以体验式消费为主的经营

模式购买力不足。”厦港街道

党工委书记王一青也分析了

店家经营不善的原因，她表

示，街道也在想各种办法，保

护这些厦门老文化，帮助店家

申请老字号，争取相关政策扶

持。街道还专门收集了解商家

诉求，引导践行诚信经营公

约，推动解决商家经营中出现

的困难，加大对这些老店的宣

传，传播厦港老字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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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 %芋包嫂 &的故事 !

厦港人都能如数家珍$ 从挑

扁担走街串巷售卖到店面经

营!%芋包嫂& 走过了近百年

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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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李文忠的爷爷

奶奶靠卖芋包养家糊口$ 爷

爷走街串巷! 奶奶则在家门

口售卖!于是有了%芋包嫂 &

的称号$ 李文忠的母亲陈富

娘传承了婆婆的手艺! 被称

为%第二代芋包嫂&$

金新街
""

号是李文忠

的祖宅!也是%芋包嫂 &的发

源地$ 后来!由于成功大道拆

迁! 李文忠将店面迁到了大

学路$

)

年前!李文忠从母亲

那接手了店面!成为%第三代

芋包嫂&!%虽然店面迁移!但

味道一直不变&$ 李文忠说!

他要做有文化,有情怀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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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 %芋包嫂 &的传承 !

积攒了不少固定顾客+

%我最高兴的事就是看

见家长带着孩子来吃芋包+ &

李文忠说! 他希望下一代能

够守住这份情怀! 接手他的

手艺!把芋包一直做下去+

尽管现在经营压力很

大! 每天要营业
")

个小时!

但李文忠依然坚持纯手工做

芋包!%我就是要传承匠人精

神! 让厦门小吃文化继续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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