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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皮儿大馅儿，外皮金黄，咬上一
口，黄白黑三色分明：炸的焦黄的外皮；
白生生的糯米皮料，有嚼头，又不粘牙；
黑的就是甜甜的豆沙馅。每逢大集，谢
原的红色炸糕车一来，立刻就会被包
围，一锅接一锅炸个不停。

35岁的谢原是永二村村民，一直喜
爱制作面食，经过几年摸索，她一双巧
手不仅能制作出各种花馍，还将单一的
炸糕制作成了大集热销美食。谢原制
作炸糕用的是水磨面，采用原始古法，

“米泡好了捞出来控干，磨成面，再和
面、发面，不能嫌麻烦。”说着，她掰开一
个炸糕，红豆的香甜气息扑向鼻间，“我
的馅儿用的是正宗的东北小豆和上好
的红糖，炒制一锅豆馅就要四五个小
时，火候不够也不好吃。”

炸糕好吃，价儿还不贵，巴掌大的
炸糕只要 2.5 元。“一集能卖四五百个，
有时候应大家的要求，散了集后，还会
到镇里超市边卖一会儿。”谢原说道。

不论你来自南方还是北方，在永乐店大集，都可以找到别样感觉。如果
还有空闲时间，镇史馆、体育公园、国学公园还可以顺路逛一逛，再或者走进
特色农业村，摘草莓、拔萝卜、参观育苗工厂、感受蘑菇主题公园，沉浸
式体验一场乡村Walk，再带着采购的年货满载而归。

当烟火气升腾之时，你会发现，永乐店大集，还可以再来一次。

本报记者 田兆玉

大集门口，小安村67岁朱大爷摆
摊理发至今已经 9年。从当初的 1元
到如今的5元理发，价格低廉、技术靠
谱，到他这个露天摊位来理发的顾客

总是络绎不绝。“来的都是老年村民，
收入不高，就是让大伙儿少花钱，也是
为大众百姓服务。”朴实的朱大爷成了
众多老人心中响当当的“托尼老师”。

这些地方可以一起逛

400个摊位 聚集三地特色美食

永乐店中学向东200米，是永乐店大集所在地。集市占地
6.4万平方米，大小摊位400余个，可提供车位400余个，是通州
区面积最大、种类最全的农村大集之一。

永乐店大集阴历逢一、三、六、八开集（三、八为大集，一、六
是小集）。赶集的日子，乡土味浓，人山人海，车水马龙。大厂
卤水豆腐、三河豆腐丝、天津大煎饼、通州毛鸡蛋、永乐店百年
香油……每逢开集的日子，京津冀三地的大小商户会拿出最好
最全的商品，村民会带来自家新鲜时令蔬果，迎接十里八村的
乡亲、四面八方的游客。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逛大集，逛的其实是热闹劲儿，
是人气儿。大集上摊贩们的叫卖声和各种美食的香气夹杂在一
起，焦香酥脆的炸丸子，甜糯到心里的油炸糕，自家配方的酱菜、
酱肉，各种水果拼在一起的老北京糖葫芦……特色美食带着烟
火气，凭实力招揽食客。红艳爆汁的草莓、爽口清脆的大萝卜、
鲜嫩的蘑菇……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引来大家争相购买。

大集上可以走走停停吃一路。“这刀削面闻着真香。”“炸糕
真甜，一吃一个不吱声。”穿梭在人群中，特意从丰台区赶过来
的常先生一家，对通州大集的美食念念不忘，一圈逛下来，购物
小拖车已经被塞得满满。就这，也没耽误他又拎了一盒毛鸡
蛋，“我们全家都爱吃这一口，市里买不着，就得来通州大集买
才正宗。”

“早晨7点不到，摊主们就出摊了，夏天出摊时间更早。”集
市管理员韩国光介绍道，最先到的是早点、鲜肉的摊位，蔬菜水
果摊主紧随其后，玩具、日杂、服装等摊主也陆续进场。“要想赶
热闹劲，就9点以后再来逛大集，那时候所有摊位都摆开了。”韩
国光说，“早晨的吃食、果蔬最新鲜，12点左右散场时，可以划价
捡漏。”他同时提醒大家，如果开车来，还是趁早，车位先到先得。

多场民俗活动热闹过大年

数百年历史 庙会+集市首屈一指

临近新春，除了逛大集，永乐店还举办多场
民俗活动邀您热热闹闹过大年。

腊月二十一（1月 20日），大集入口处将开展
“赶永乐大集 颂大吉永乐”民俗文化活动，进行
秧歌、小车会表演。同时，在镇综合文化中心，还
将开展区文旅局运河大集文艺演出及新春送福
活动，不仅能看演出，现场还将送春联福字。

腊月二十三(1月 22日)，永乐店有三场免费
演出，全部年味十足。当天上午，大集门口将
上演民俗传统演出小车会；镇综合文化中心
内，大务评剧团开嗓，举办贺新春评剧演出，喜
欢听评剧的市民，您记得早点占个座。下午，
永乐广场举办“幸福隽永 乐享新篇”民俗文化
活动，包括舞龙、秧歌、舞蹈、空竹、小车会、武
跷会等演出。

如果错过了您也不用担心，腊月二十五（1月
24日），永乐店镇综合文化中心还有一场写春联
送“福”字活动，腊月二十六（1月 25日）、二十八

（1月 27日）两天，镇综合文化中心还将进行评剧
专场演出，逛完大集您记得去领一套、听一听。

正月十五（2 月 12 日），虽然没有大集，但是
永乐广场还有一场民俗大戏免费看，舞龙、秧歌、
舞蹈、空竹、小车会、武跷会等演出团队将再次亮
相，让您感受浓浓的中国风。

为了让市民品尝体验到更多“年味儿”，今年
永乐店大集还开辟了京津冀美食区和非遗体验
区。“像北京的京剧脸谱、毛猴、风车，天津的泥
人，以及玉雕、鼻烟壶，市民都可以观赏、体验、购
买。京津冀美食区中，通州正宗饹馇饸，天津的
武清焖子、狗屁花生、城关东马坊豆腐丝，河北的
炸豆腐、瓤豆腐、荞麦扒糕、三河豆腐丝、香河臭
豆腐等美食，还有高品质的平价菠萝蜜、山竹、车
厘子，全都能在永乐店大集品尝、购买到。”永乐
店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张立平说。她同时提醒
市民朋友，春节期间，永乐店大集1月29日——2
月12日不开集，千万别跑空。

据《志正永乐》记载，从明清、民国到新中国
成立后初期的几百年间，永乐店的庙会在通州最
有名气，规模大且内容丰富，首屈一指。

永乐店的集市于明朝万历年间形成规模，每
年的农历十一月十九李太后诞辰日为庙会日，集
市也跟着庙会一起开市。清朝康熙年间，集市改

为农历每月一、四、七；乾隆年间，集市改成每逢
单日一、三、五、七、九，庙会改为农历九月二十
三。这个日子不冷不热，又是每年秋末农活最少
且收获后农民手头最为富余的时候，所以庙会加
集市更加热闹非凡，买卖兴隆、交易旺盛，是商家
的黄金时节。

怎么找到永乐店大集？
地址：永乐店中学向东200米
交通：

车位：大集东侧平整出地块，可免费
停车，车位共400个。

卫生间：大集附近安排了公共卫生间，
同时，永乐店大集附近的镇
综合文化中心内也向群众提
供卫生间、洗手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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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炒怀柔栗子

火红的春联、各类炒货、糖
果、满目的商品……集市被早早
来采购年货的乡亲们挤得满满当
当。赵伟的炒货摊位前，机器翻
炒着板栗，各色炒货一应俱全，他
一边为顾客介绍自家的货品，一
边称重、装袋忙得不亦乐乎。

“这家栗子好吃，甜，好剥。”
一锅糖炒栗子出锅了，前来赶集
的附近村民张大妈称了一斤：“趁
着热乎给孩子拿回家去，每回赶
集小孙子都吵着让我买栗子。”

赵伟来自山东泰安，在永乐
店大集已经摆摊将近 5 年，他的
炒货价格公道，种类齐全，糖炒
栗子更是一绝。“我用的是怀柔
板栗，别看个头小，但是顶部饱
满，特别好剥，而且怀柔板栗肉
质细腻、甘甜适中，做糖炒栗子
再好不过了。”

通州毛鸡蛋

打开锅盖，锅里的热气腾空而起，
拿出一颗毛鸡蛋，磕开先吸溜一口汤，
再蘸椒盐，“就是这个味儿！老板，给
我来一盘半毛的！”进入大集没逛几
步，来自丰台区的常先生面对不易寻
得的美食，果断下手。

毛鸡蛋摊主刘兰红是永乐店镇永
二村村民，今年 58 岁，卖毛鸡蛋已经
20多年了。“这是我们通州的特色，想
吃毛儿蛋，您还得来咱们通州，来咱们
永乐店。”刘兰红卖的毛鸡蛋分为全
毛、半毛，价格 10 元到 45 元一盘不
等。在大集摆摊十多年来，她春天卖
毛鸡蛋、炒螺丝，冬天还会增加各种卤
货。“过了五一，天儿一热，您在大集上
就看不见我了，天儿冷了我再出摊。”

因为卤味儿正宗，爱吃她做的羊
卤味儿、炒螺丝、毛鸡蛋的客户们纷纷
通过微信订货，“春节一到，更得多备
货，不够大家订的。”

南堤寺香油

只要老周的香油瓶打开，那
香气别提多诱人了。“我们家磨
香油打新中国成立前就开始，一
直干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说
着，57 岁的周富财打开香油瓶
盖，芝麻纯厚馥郁的香气钻入鼻
腔，“来这儿买的，十个人九个都
成了老主顾。”

周富财是南堤寺西村村民，
43年前，他跟着父亲学会了磨香
油，为了磨出好香油，他只选择湖
北的芝麻，“湖北是芝麻的主要生
产地之一，香气浓郁，味道香醇。”

周富财一年能消耗一万斤芝
麻，年销售香油超 1 万瓶。“很多
都是老主顾，大家吃过我这香油，
就忘不了了。”除了在自家磨坊销
售外，老周也赶集销售，“赶大集
能让更多人知道咱永乐店地道的
好东西。”

德仁务黄牛肉

牛肉，是家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
食之一。永乐店大集上，被围个水泄不
通的黄牛肉摊，称得上是集市的明星摊
位之一。

摊主何广军今年 60 岁，目前住在
德仁务后街村。20 多年前下岗后，他
养起了牛，开起了肉店。“以前我就在
德仁务奶牛厂上班，下岗后再就业，还
是没离开牛。”老何十分健谈，前来摊
上买肉的人都愿意和他唠上几句。

老何的黄牛，每头都挂着溯源码。
“饮料不喂药，屠宰不注水，纯黄牛肉，
您就吃去吧，保准下回还得来找我。”老
何笑呵呵地介绍自家黄牛肉，爱吃他家
牛肉的主顾，有的都追着他赶集，“有时
候我也去周边的大集，基本一个大集能
卖一头牛。”

小务草莓

草莓是北方冬天的明星水果
之一。永乐店大集的众多草莓摊
中，冷叶的草莓总是卖得最快。

冷叶今年 50岁，来自河南信
阳，目前在小务村承包大棚，主要
种植红颜草莓。“今年种了 5个大
棚，亩产量估计能达到 6000斤。”
冷叶说，种草莓只要细心管理，产
量都不会太低，除了赶大集销售，
还有其它销售渠道，“有上门批发
的，也有采摘的。”

按个头儿大小，冷叶家的草
莓便宜的20一斤，贵一点的30一
斤，比城区便宜实惠些。“来赶集
的草莓都是早晨从棚里现摘的，
保证新鲜。”

廊坊糕点

“老板，来点饼干头儿。”只要
赶集，家住永乐店镇的李大姐就会
到王书习的糕点摊买上几斤饼干
头儿，用她的话说，实惠、干净、便
宜、好吃。

41岁的王书习来自安徽，出摊
已经 20 年了。最开始他的摊上有
几十种糕点，随着买卖做大，现在
品种达到了上百种。“蛋糕是现做
的，热乎、软乎、香甜，每次一出锅
就卖没了，有的人一买就是一锅，
说是帮街坊邻居带的。”因为物美
价廉，王书习的糕点摊在永乐店大
集上收获了一批粉丝，秉承着薄利
多销的原则，现在还在廊坊开起了
实体店。

安徽板面

永乐店大集上，10 元一碗的安
徽板面，是许多人赶集必吃的美食
之一。摊主汪抗震，今年 48岁，“出
生在抗震那年，家里人就给取了这
个名字。”在永乐店大集摆摊 15 年
来，汪抗震已经从毛头小子变得成
熟稳重。摊位里，食客们坐在桌子
上，一碗碗刀削面、板面陆续从热气
腾腾的锅里盛进碗里，鸡蛋、豆腐
皮、丸子等各种卤货还可以根据个
人口味加入。

因为畅销，每个大集，汪抗震都
至少要制作300碗面。

“他们家的面特别劲道，味儿也
正宗，小碗 10块、大碗 11块，有时候
我带着孩子来吃，点一个大碗就够
了。”前来赶集的村民周女士说。

5元理发

公共交通乘坐 805、T67 永乐
店 北 口 站 下 车 即 到 ，可 乘
T23、T24 永乐店站下车向北
走 300米即到；自驾可导航搜
索“永乐店大集”。

运河大集运河大集 蛇年大吉蛇年大吉
策划策划：：金可金可 陈冬菊陈冬菊

置办年货是必不可少的迎春节仪
式感，在永乐店的年货大集上，老百姓
们从京津冀三地陆续赶来，逛大集、尝
美食、办年货。

永乐店镇地处通州区东南部，东与
天津市武清区高村镇相接，南与河北省
廊坊市广阳区南尖塔镇相连，是京津冀
三地的连接要地。这儿的大集，不仅吸
引着北京市民，天津、河北的市民也会
就近前来感受北京大集的热闹，购买各
种特色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