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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
将隆重推介芜湖汤包

星报讯（王洋 刘江 记者 赵汗青） 记

者昨日获悉，《舌尖上的中国》已确定在即将

开拍的第二季中，对芜湖百年老字号“金隆兴

小吃”作专题推介。

芜湖“金隆兴”是一家有着悠久历史的百

年老店，从1880年开铺传承至今，见证了芜

湖饮食文化的发展过程，其创制的“牛肉汤

包、鸭油烧饼、鸭油烧卖、翡翠烧卖”等是芜

湖传统饮食中的一大特色，经久不衰。

1月10日即将在北京举办的《舌尖上的

中国》第二季开机仪式暨晚宴上，“金隆兴”

制作的蟹黄大包将作为全国唯一一家餐饮企

业提供的美食，供全体与会美食家品尝。

同时，《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栏目组初

步将“金隆兴小吃”专题片的拍摄时间定在今

年5月。届时，栏目组将到芜湖实地取景。

关键时刻发现没装消防设施
两万只种鸡成“烧鸡”

星报讯（曹小兵 记者 曹开发） 近日，

旌德县庙首镇一家养鸡场老板外出办事，走之

前嘱咐工人把锅炉烟囱里的烟灰清理干净。

当天下午1点多，工人们将锅炉里的火

熄灭后，正在清理烟囱里的烟灰时，烟囱里的

烟灰中隐藏着的暗火遇到风，迅速燃烧起来。

养鸡场房屋使用的都是易燃材料，火势很快

越烧越大。由于养鸡场内没有消防设施，火

势根本无法控制，养鸡场被彻底烧毁，两万只

种鸡全被烧死，厂房、设备也全部被烧毁，经

济损失约90万元。

星报讯（记者 赵汗青） 近日，安庆市

宜秀区杨桥镇群众向记者反映，该镇有一

家混凝土搅拌站生产中粉尘污染环境。记

者调查发现，这家刚刚取得生产资质的混

凝土搅拌站此前已被当地环保部门查处，

至今无立项、无规划、无环评，那么，这家企

业为何还能照常生产呢？

企业：手续有，不能出示

近日，在枞阳县与安庆市交界处228

省道74公里处，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蓝

鹰”的混凝土搅拌企业。搅拌站内，多辆混

凝土车正在向枞阳方向驶去，一名工人正

在清扫一辆混凝土车的旋转车斗。

记者辗转联系上该企业负责人王建

国，问其是否通过发改委立项，是否具备生

产资质。王建国告诉记者，这些都有。记

者询问能否出示，遭拒绝。

环保局：企业没通过环评

记者随后采访了安庆市宜秀区发改委

江姓副主任，江副主任告诉记者，如今安庆

市混凝土行业产能大于市场需求 4倍之

多，属于限制项目，近一年没有这方面企业

的备案立项。

记者随后又来到宜秀区规划局，该局

程局长告诉记者，该企业没有通过规划。

那么，该企业是否通过环评？安庆市

宜秀区环保局执法监察大队张辉队长告诉

记者，环保部门早已对该企业进行检查，发

现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存在违规排放行

为，已给该企业下达整改通知书，“可以明

确的是，该搅拌站没有通过环评。”

建管处：曾对其进行检查

安庆市建筑管理处监察科陶文平告诉

记者，有群众反映过，建管处对“蓝鹰”混凝

土搅拌站进行了检查，“前期该站是在试生

产，可能是其他地方借用他们的车子。”

“先建站，后办证，他们可能已经拿到

了证，你最好问下建委。”陶文平说。

建委：生产许可证已办理

记者来到安庆市建委建设市场管理办

公室，副主任雷雷告诉记者，蓝鹰混凝土搅

拌站的生产许可证已办理，且已经在该市

建委网站上公示。

“没有立项、规划、环评，为何还能办理

生产资质？”记者问。

“蓝鹰是刚刚取得的资质，以前没有，

建管处也对其进行了处罚。建设部有资质

标准，省里也有实施标准，从行业管理来

说，办理施工许可依据的就是资质管理规

定。”雷雷这样回答。

无立项、无规划、无环评，照常生产？
安庆一混凝土搅拌站“先上车后买票”

黄山市休宁县溪口镇石田村村民汪锡

雄，20年来义务为当地村民代送信件、包

裹、汇款单，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差错，成

了当地的“义务邮差”。更让人吃惊的是，

这一“义务邮差”的行当从他爷爷手上就开

始了，至今祖孙三代已经连续送了47年，

从来没要过任何报酬。

昨日，记者来到溪口镇石田村，六旬老

人汪锡雄正在家中分报纸信件。据他介

绍，该村有村民3000多人，居住分散，而镇

里的邮差就一人，不可能家家户户都认识，

常常将信件、报纸等放在一些私人小店里

代转，难免出现一些差错。考虑到这一实

际情况，1966年的一天，爷爷受邮差委托，

决定为村民代送邮件，从那时开始，村民们

的邮件再没遗失了。

回想起汪锡雄祖孙三代47年来一如

既往为大家义务服务，村民查天成不由得

感叹，“村庄太大了，从东到西直线距离就

有两公里，加上穿街走巷绕弯道，信件和包

裹最多的一天，需要走上五六公里。”查天

成认为，汪锡雄的爷爷和父亲都已相继去

世，而汪锡雄为了方便大家，已坚持义务服

务20年了，且从不收取任何报酬，其祖孙

三代的精神值得所有村民学习。

对于村民们的赞赏，汪锡雄表示，自己

是村里的老支书，应该接过祖辈的接力棒，

把好事继续做下去。同时，他也感谢村民

们对自己的信任，因大家都授权他代签代

领包裹单和汇款单。

祖孙三代义务当“邮差”47年
赢得乡亲赞赏信任，村民授权代签代领包裹单和汇款单

江伟民 记者 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