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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弄口农贸市场于赛华
香肠界的“老候鸟”每年要用坏近10台绞肉机

闸弄口农贸市场里，有一个摊位平时永远空着，每年只在入冬后做一季生意。
摊位的主人于赛华在这里打拼了十多年，很多杭州人都知道“灌香肠的于师傅”。

今年也不例外，11月 7日，于赛华和徐美贞两口子来了，带了肠衣、调料和自家
酿的米酒，正式开摊。这是这对“香肠候鸟”的第14次迁徙。前13次，他们在杭州卖
掉了近百万斤手工香肠。

于师傅两口子是兰溪人。今年雨水多，天气忽冷忽热，大家灌香肠的劲头还没
起来。于师傅这两天也难得地比较空，可以在摊位上坐坐。他说，一到12月就会进
入一个疯狂的忙碌状态，肯定都是要排队的。到时候，他们的8个帮工也都会到位，
开足马力灌香肠。

说是帮工，其实都是很亲的亲戚，这样才能打硬仗。最忙的时候，每天早上4点半
到晚上6点半，连轴转地剁肉、搅拌、加料、灌香肠⋯⋯夫妻俩的手，全部长满冻疮，远看
就像一根根胡萝卜。晚上回去，两口子还要配2小时的调料，行走江湖全靠这点秘方，
所以必须关起门来亲自动手。他们会按这个节奏一直做到明年1月底，很累，但年年
如此，劲道十足。

现在杭州城里大大小小的农贸市场如今都有手工灌香肠的服务，但论人气、论
销量，这个敦实的兰溪汉子罕有敌手。

前年，客户拿肉来灌香肠的价格是5.5元，他们灌了12万斤；去年涨到6元，灌了
大概15万斤。今年虽然白糖涨价很厉害，但他还是收6元一斤。至于准备灌多少？
于师傅笑笑说他也想不好，能做多少做多少。

香肠声名远扬，于师傅说主要是自己的调料配方好——其实也简单，就是糖、
盐、味精和酒，但其中的配比绝不透露。

这份配方的来历颇为传奇：当年于师傅还是装修队里的木工，替一位大老板装
修房子。老板觉得他老实肯干，就把家传的秘方送给他，说是让他老婆没事可以靠
这个赚点小钱补贴家用。

于是，14年前，也是一个冬天，揣着秘方的徐美贞第一次到杭州菜市场帮人灌香
肠，第一年门可罗雀。但伴着口碑，生意呈几何级数增长起来，还弄起了网店和微信
支付。前两年，用作调料的自酿白酒，他们每年要用掉五六千斤，今年带了更多。他
们每年都要用坏将近10台绞肉机。他们的客户遍布全国，甚至有海外订单。

值得一提的是，不做香肠的日子里，如今的于赛华依旧在接木工活，一来赚钱，
二来也是怀念曾经的日子。

地址：闸弄口农贸市场一楼33-34号摊位

在杭州私人定制一根极品香肠
要找谁？

秋风起，灌香肠。在杭州人的美食江湖里，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市场上买的香肠，嫌咸嫌淡，或嫌肉不精致，味不够
重，独有私人定制，才是最乐胃的，当一盆冒着锃亮油光，油瘦有致的香肠端在面前，那种幸福感，是不是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手工定制越来越金贵的当下，杭州哪里灌香肠才好？快报美食狗仔队为你搜寻了三位市场大
咖，由你选择。 记者 吴轶凡 文/摄

叶青兜农贸市场徐大姐
一年四季都做 各种口味任选

金华佬赵记香肠加工店，位于杭州叶青兜农贸
市场二楼东北侧。摊主老赵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
主要负责卖肉；老板娘徐大姐却是个活泼角色，负责
灌香肠的业务。这家店开了好多年，生意极好，经常
要排队。他们家的香肠很好辨认——都是用一种灰
绿色的草来扎的，“这是我们从老家山上采来的棕
草，可以解腻留香，天然环保”。

有别于闸弄口的于师傅，这里“灌香肠”的服务
长年都有，不是季节性的。“像现在这个天，灌香肠的
人渐渐就多起来了。”徐大姐说，“现在每天大概可以
做八百斤香肠，到了 12 月，每天就要做一千多斤
了。”

徐大姐两口子和香肠为伍已经 20多年了，而到
杭州来开店也已经好久。

“以前在香肠厂的车间里干活，就是个小工人。
后来时间干得长了，自己摸索出了经验。当年还得
到厂里一位老师傅的指点，他传授给我了祖传的调
料配方。”而这配料，也成了老赵两口子制作香肠的
秘诀之一。

“我们这可以做原味、酱油、微辣、麻辣、咸味五
种口味。其实也都是加盐、糖、味精、自酿高度高粱
酒等调料制出来的，但每一种添加比例不同，给大家
更多的选择。”

如果客人不特别说明，徐大姐都会给他们最标
准化的香肠——用八成的夹心肉配上两成的腿肉。

“以前做香肠基本都是用夹心，但现在的人不喜欢
肥，所以要加一点腿肉进去。”

当然，所有的配比，都可以根据顾客的要求来调
整。比如有的不要加糖，有的需要麻辣味儿，有的则
需要更高的腿肉配比⋯⋯徐大姐都会一一照做。

和一般的手工香肠店比起来，徐大姐算是“高科
技”的拥趸。她的香肠可以有真空包装，方便运送到
很远很远的地方。正常灌香肠，手工费是5元一斤，
如果要用烘箱，就再加5毛。“今年，尤其这段时间天
气不太好，所以烘干还挺受欢迎的。你拿回去直接
吃也可以，等西北风吹一吹再吃呢，会更香一点。”

因为生意很好，他们也开始拓展线上业务，儿子
负责打理淘宝店，叫做”妈妈的香肠“。但生意最好
的，还是徐大姐的微信。她老兴奋地向我们展示微信
上客户的聊天记录：“微信上生意很多，外地的也很
多，一买就是几百斤，微信转账，现在真的很方便。”

地址：叶青兜农贸市场二楼72号

下周快报美食狗仔队将挺进吴山一带，寻
找那里的美食。皇城根下，都有什么好吃好喝
的，无论是小馄饨，还是大餐，欢迎小伙伴们来
报料，我们会根据你的线报，绘制最诱人的美食
地图。报料请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舌尖上的杭
州”或“乐活杭州”，后台直接留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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