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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老郊区”餐饮的“味道”

2002年 3月 6日，国务院批准合肥区划

调整，郊区撤销。有着70年历史的郊区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

一晃十年，曾经的水田菜园、曾经的荷塘

月色、曾经的村庄小楼，还有年复一年的劳作

生活场景，伴随着大建设大开发轰隆隆的声

音，转眼消失了。几十万老郊区人，摇身一变

成为“城市人”，住高楼，吃美馐，生活巨变。

往前走几步是“市区”，而往后退几步是

“县区”的“郊区”人，但那岁月悠悠和袅袅炊

烟至今让人魂牵梦绕，更有那一想起来就忍

不住流口水的大锅饭，农家菜，猪头汤……

为了寻找到合肥老郊区农家菜的“味

道”，即日起，本报联合安徽省餐饮行业协会、

安徽省东方徽菜研究所、合肥老郊区人联谊

会（筹）、合肥老郊区农家乐推出“合肥老郊区

人最喜欢吃的 100 道菜”征集总动员活动。

前40名参与征集活动的读者，将获赠100元

餐券，参与热线：0551-5778097。

郊区农家乐是土菜馆的“升级”

“现阶段的餐饮，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

题，更多的是吃一种文化。”安徽省餐饮行业

协会秘书长佘明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区域”文化是郊区餐饮的一大特色，也是其

核心“卖点”之一。

佘明林同时还向记者透露，城郊餐饮把

“落脚点”放在农家乐上，也非常合适。“合肥

特色餐饮第一波以‘土菜’馆的形式出现在大

街小巷，而即将到来的第二波，很有可能就会

以郊区农家乐的方式体现出来。”佘明林分析

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郊区农家乐是土菜馆

的“升级”。

对于这种观点，省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合肥老郊区农家乐负责人王华感触很

深。“现在有几个市民在亲朋聚会中选择燕、

鲍、翅、参呢？相反，原生态食材、能够满足

消费者情感需求的特色餐饮成为一种趋势，

而合肥老郊区农家乐就承载了消费者的这

种需求。”

打造安徽首个体验式农家乐

吃大锅饭，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给即将

上桌的大锅菜添把柴火；品农家菜，如果你留

恋这里的美食还能带几把土菜、山货回家；谈

话聊天中，你还可以看到豆腐、油坊里熟悉的

劳作身影。据了解，位于合肥市新蚌埠路老

郊区农家乐就是在打造安徽首个吃、娱、购一

体化的“体验式”农家乐。

而除了特色体验，老郊区农家乐在菜

品研究、食材选取上也花了大量“心思”。

安徽东方徽菜研究所所长王振生告诉记

者，郊区农家菜不仅是徽菜的重要组成部

分，更是徽菜的基础，因此对食材和厨师要

求很高。“农家菜一般的厨子还真做不好，

一定是要有丰富经验的师傅掌勺。”另外，

在菜品的研发上，安徽东方徽菜研究所也

给予老郊区农家乐大力支持，并发起“合肥

老郊区人最喜欢吃的100道菜”征集总动员

活动，让所有的消费者在这里都能品尝到

自己喜欢的绿色农家菜。

星报讯 （王珊珊） 生活饮用水的水

质标准与百姓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近

期，合肥市卫生局对合肥市、区及肥东、肥

西、长丰县的饮用水监测工作落实情况进

行了全面的督查。从督查情况来看，目前

合肥市已建立了较完善的饮用水监测体

系，扩大了监测范围，增加了监测点，将合

肥市城市市政供水、自建设施供水、二次供

水、农村学校自建设施供水、乡镇水厂和农

村分散式供水全部纳入监测网络，增加了

对监测点饮用水监督频次和水质监测项

目。并同时在国家卫生监督信息系统录入

监督监测结果、水源性传染病和突发饮用

水污染健康危害事件等。

据了解，合肥市将在“十二五”期间进一

步完善覆盖全市的饮用水卫生监测网络，有

效实施饮用水水质、水性疾病监测和供水卫

生监督管理，系统掌握全市饮用水卫生安全

状况，为政府科学决策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

施保障饮用水卫生安全提供支持。合肥市卫

生监督所将进一步加强饮用水卫生科普知识

宣传和健康教育，定期向社会公布饮用水水

质卫生监测、监督信息，提高民众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

合肥市生活饮用水监测情况良好

你是合肥老郊区人吗？你还

记得小时候吃的大锅饭、猪头汤

吗？你心中的合肥农家菜应该有

哪些“味道”呢？赶紧拨打电话

0551-5778097 告诉我们吧，前 40

名热心读者将获赠100元餐券哦！

即日起，本报联合安徽省餐饮

行业协会、安徽省东方徽菜研究

所、合肥老郊区人联谊会（筹）、合

肥老郊区农家乐推出“合肥老郊区

人最喜欢吃的100道菜”征集总动

员活动，60 道备选菜肴已经出炉，

剩下的40道特色农家菜就凭你的

“口味”而定了。 记者 董艳芬

“老合肥”最喜爱的百道菜全城征集中……

幸运读者将赢得100元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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