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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界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特产非茶
干莫属。在界首茶干中，历史最为悠久的
当属“陈西楼”茶干。今年67岁的王才富
是“陈西楼”茶干的第九代传人，数十年来，
他一直致力于这一传统美食制作技艺的传
承、保护和发展。

初见王才富是在这个寒冬的午后，身
穿工作服的他和工人们正在生产车间内不
停地忙碌着。只见他一手拿勺，一手拿蒲
包，灌包、扎口，一套动作十分娴熟。室外
寒风料峭，室内热气腾腾，弥漫着淡淡的豆
香。聊起“陈西楼”茶干，王才富侃侃而谈：

“界首是个千年古镇，生产茶干已有300多
年历史。相传1751年正月，乾隆皇帝第一
次南巡时，途径界首，闻到岸上香味扑鼻，
叫差役查询，原来是煮五香茶干的香味。
乾隆帝品尝茶干后大为赞赏。从此，界首
茶干便被列为贡品，名扬四方。这些历史
和传说，在《高邮州志》《盂陵志》中都有明
确的记载。”

王才富老家对门就是“陈西楼”茶干
厂，他自小便与“陈西楼”结缘。高中毕业
后，王才富成为茶干厂一名学徒工。凭借
着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加之好学钻研，他
逐步从一名普通员工成长为茶干厂的管
理者。2001年，茶干厂改制后，因不忍心
看着“陈西楼”就此销声匿迹，王才富果断
接下茶干厂，从一名拿着“铁饭碗”的管理
者成为个体经营户。“改制之前，茶干厂年
年亏损，每年仅售卖6万块茶干；改制后，
很多人认为“陈西楼”已经倒闭了，厂里的
效益更不好了。”王长富感言，当初最难的
还是资金难题，而市场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良药。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王长富常常身兼
厂长、销售员、司机等数职，每天开着面包
车四处跑，成为周边县市、乡镇的商店、商
场、菜场里的常客，每年车程超过15万公

里。功夫不负有心人，“陈西楼”茶干市场
再次被打开，2年时间不到，售卖量从每年
的6万块增加到了200多万块。

随着市场销售量不断上涨，“陈西楼”
茶干再次火起来了。为了擦亮“陈西楼”这
块金字招牌，王长富在坚守传统制作技艺
基础上，不断创新做精做优。“‘陈西楼’茶
干至今仍采用传统的工艺，选用上等黄豆
为原料，洗豆、泡豆、磨浆、煮浆、点盐卤、灌
包、压制……制作工艺多达28道，缺一不
可。原材料要选好，泡豆冬天需要15小
时，夏天需要6小时。磨浆时，既不能细，
也不能粗，过细就会渣，过粗浆汁就会少。
煮浆过程中，要选择恰当时间点盐卤，不能
使用石膏。浆汁成块后灌进蒲包，蒲包选
用湖荡生长出来的蒲草编制而成，使茶干
多了一份大自然的清香。在工序的不同阶
段，分别加入大小茴香、丁香、三甙、桂皮、
莳萝、胡椒等佐料，实有‘八香’之多。”说起
茶干的制作工艺流程，王才富如数家珍。
数十年来，王才富将各道工序烂熟于心，并
在做工、用料、水质等方面严格把关，一丝
不苟继承传统技术，以保证产品的品质和
口感。

“陈西楼”茶干呈扁圆形，每只约380
克，色泽酱红，内部微黄，质地细嫩，久嚼有
味，清香可口。除了28道传统的工艺外，
还离不开辅料。用于给茶干着色提味的自
制酱油，便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酱料之一。
在“陈西楼”茶干院子内整齐地摆放着100
多口大缸，缸内装满了酱红色的酱料，打开
缸盖，一股酱香味扑鼻而来。“一个缸里面
有1000斤酱料，由大豆和小麦等制作而
成。酱料在缸内要经过至少300个晴天的
日晒、夜露以及100多次翻酱，以充分吸收
大自然的精华。一缸酱料从制作到使用至
少需要2年多时间的沉淀，才能提取味道
鲜美的酱油。”王才富介绍道。

在传统的“陈西楼”五香茶干制作基础
上，王才富还专门聘请设计团队，研制开发
了香辣、酱香、原味等多种口味的茶干，并
打入南京、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各大超市、
市场，进一步扩大了市场销售份额。同时，
他还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改力度，新上了夹
层锅、压榨机、灭菌锅、真空包装机等自动
化生产流水线，不但延长了产品保质期，还
使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以上。

“‘陈西楼’茶干最旺时年销售超800
万只，是建厂之初的100多倍。近几年，受
疫情影响，销售有所下降，但每年也能达到
600万只左右。”王才富自信满满地说，目
前茶干市场良莠不齐，辨别“陈西楼”茶干
的真伪很简单，茶干刨丝不会断，如果断

了，就不是正宗的“陈西楼”茶干。
茶干的吃法很多，可手撕、刀切，可生

吃、配菜。在油菜花开的春天，将茶干切成
薄片，或凉拌，或清炒，锅勺响起时，鲜美的
气味氤氲开来，满屋飘香。用茶干丝配以
鸡汤、鸡丁、笋片、牛肉丝、虾仁等佐料烹制
而成的“大煮干丝”，更是一道让人垂涎的
高邮名菜。寒冬季节，泡一杯清澈明亮的
黄山毛峰，青花瓷碟中盛几片酱色的茶干，
啜一口香茗，品一片界首茶干，劲道十足，
余香四溢。

界首茶干是国家“地理商标”和江苏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2016年10月，界首镇政
府成功打造了茶干技艺传承馆并对外开放，
让参观者切身感受茶干文化的丰富内涵。

就如何呵护好家乡这一独特的文化瑰
宝，作为“陈西楼”茶干品牌传承人，王才富
深感责任重大。近年来，王才富收集了大
量的文字资料，包括茶干的制作技艺、“陈
西楼”茶干的创始人及传承人信息等，成为
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要想守好这一
传统技艺，实现一代又一代的接续传承，需
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培养孩子们的认知感
和自豪感。”王才富告诉记者，他常常和镇
里的中小学校一起，定期组织中小学生到
厂区参观交流学习。王才富感言，守护传
统，传承技艺，任重道远，他将在这条漫长
的道路上尽心尽力，继续保护传承和发展
利用界首茶干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界首“陈西楼”茶干：香飘数百年的美味
□ 杨晓莉 文/摄

为改善我市大气环境质量，根据《高邮
市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高邮市城区餐饮
面店电能替代改造工作方案><高邮市城区
浴室生物质锅炉深度改造工作方案>的通

知》（邮政办发[2022]23号）要求，2022年我
市开展餐饮面店电能替代改造工作。根据
计划安排，我市第三批54家餐饮面店完成
电能替代改造工作，经过资料审查和现场核

查，符合市政府补助条件。按照《高邮市城
区餐饮面店电能替代改造工作方案》，以上
单位补助资金将于近期发放。

特此公告。

附件：高邮市餐饮面店整治补助资金
名单（第三批）

扬州市高邮生态环境局
2022年12月16日

关于下达高邮市第三批餐饮面店整治补助资金名单的公告

高邮市餐饮面店整治补助资金名单（第三批）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单位名称
1 家琴饺面 10 周矮子面店 19 一品面馆 28 高邮市世英包子店 37 高邮市学梅饺面店 46 高邮市陆顶好早餐店
2 菜场面店 11 刘记早点 20 龙兴饺面 29 高邮马轩宇拉面馆 38 高邮市寿于饺面店 47 高邮市锦青包子店
3 大王馒头 12 高邮市长兴路小吃店 21 中林饺面 30 高邮市煜杰饺面店 39 高邮市挺好吃饺面店 48 高邮市盛贵小吃部
4 上海生煎 13 老郭面馆 22 付坤饺面 31 高邮市三兴包子店 40 高邮市长斌饺面店 49 高邮市麦肯姆小吃部
5 加鹏面馆 14 高邮市玉海饮食店 23 远兰小吃部 32 高邮市高群饺面 41 高邮市陆陈食品店 50 高邮市界首镇古镇小吃部
6 宇辰包子 15 香转面店 24 镇中饺面店 33 高邮市庆帮小吃 42 高邮市宏根酒楼 51 高邮市天红小吃部
7 扬州包子 16 高邮阳春面 25 手擀面 34 高邮市迎桥饺面店 43 高邮市刘西酒楼 52 高邮兵旭小吃部
8 小芳面馆 17 人和面馆 26 义香烧饼店 35 高邮市亿家乐点心店 44 高邮市越中小吃部 53 高邮市一一饺面店
9 特色早餐 18 叶茂包子 27 富锦早点 36 高邮市清平饺面店 45 高邮市德红饺面店 54 高邮市慧面面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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