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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齐云霞）为贯
彻落实省政府关于“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工作要求，进一步提
升我市餐饮住宿行业从业人员
技术水平，激励广大职工成才、
拓宽技能报国之路，由市总工
会、焦作市餐饮与住宿行业协
会共同主办，焦作市餐饮与住
宿行业协会工会联合会具体承
办的焦作市第四届职工技术运
动会——中式烹调、中式面点

技能大赛将于10月份开赛，现
报名已经开始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大
赛对参赛者年龄有所要求，其
中，最小年龄放宽至16周岁，
但要求具有相应技能水平。
另外，具备取得人社部门审核
认定的，以四级或中级工及以
上技能为培养目标的技工学
校、中等职业院校或高等职业
院校相关专业毕业证书或在

校生也可参赛。在校生参赛
时需要提供学生证和学籍注
册资料。

据了解，此次大赛分为基
础知识和实际操作两个部
分。对获得竞赛项目决赛第
一名并符合条件的优秀选手，
按程序申报“焦作五一劳动奖
章”（不含在校生）；对获得前3
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按程序
申报“焦作市技术能手”称号

（不含在校生）。对获奖选手，
分别颁发一等奖、二等奖、三
等奖荣誉证书和奖金。对学
生组参赛并获奖选手的指导
教师，同步颁发优秀辅导员教
师奖项荣誉证书。

此外，本次大赛还将对其
他参赛选手分别发放最佳传统
菜肴奖、最佳创新菜肴奖、最佳
呈现菜肴奖和最佳营养奖等奖
项。

历史只是与我们差一碗面的距离？
本报记者 陈东明

餐饮行业精英技能大比拼10月份开赛
来报名亮你的绝招吧

自 从 2014 年
《焦作晚报》和一些省
级媒体报道了兰州与
焦作兰州牛肉面背后
200 多年的故事后，这
段历史迅速通过网络
传遍国内外，其清晰的
脉络也逐渐被业界人
士所肯定。但让人感
到有意思的是，每隔一
段时间，网上总会出现
一些不同的声音，2014
年也成为一些别有用
心之人关注的节点。

“

视频想说明啥

日前，一位热心读者与记
者联系，并传来一个视频。他
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历史
文化不断被挖掘和整理出来，
人们通过不断努力使得这些历
史事件中的一些残缺片段和疑
问得以完善、丰富和解答，这本
是一件好事，可总有些人从某
些利益出发，固步自封，试图混
淆试听。

这位读者所传视频，从内
容上看，与以前网上的某些视
频类似，看似公平叙事，并称

“要求得更接近事实的叙事，就
需要以可靠史料作支撑”。但
在语言的运用上，却在否定“陈
维精说”，而且在关键的时间点
和历史资料的引用上，要么逻
辑混乱，要么混淆视听，要么有
意忽视一些节点和资料，其目
的不外乎是一个：否定陈维精
这条历史脉络。

理清历史脉络

在还原历史原貌的过程
中，理清传承和脉络是一个必
须具备的要素。

记者与陈维精后人陈九如
及几位一直热心挖掘整理这段
历史文化的人士就视频内容进
行了交流，大家觉得视频作者
的观点矛盾、荒谬。

“我是兰州人，我坚决捍卫
兰州牛肉面在中国餐饮文化发

展史上的地位，可这并不代表
人们不可以去研究历史文化的
发展脉络，挖掘、还原历史发展
中的每个细节和本相。”此前在
与陈维精第六代孙陈九如交流
时，陈老先生表示，就像河西走
廊在5000多年的中国传统文
化发展中所具有的地位一样，
其历史的变迁、文化的传承都
不是孤立的，而是反映了中华
民族的融和性与文化的传承
性。任何一种美味的产生都不
是突然出现的，都有其生长的
环境和文化的传承。

视频作者试图否定“陈维
精说”，却拿不出自己的证据和
清晰的传承脉络。

首先，相对于其他有关牛
肉面传承的说法，陈维精这条
脉络最为清晰。同时，其焦作
和兰州后人的族谱都对应完
整，家族中一直口口相传祖传
配方。据后期挖掘和走访调
查，陈维精当时做这一碗牛肉
面，也是有其地方文化和历史
背景的。

据了解，在牛肉面的主要
制作工艺上，兰州拉面与博爱
当地民间一直流传的许良扯面
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很神奇吧，
焦作与兰州相隔1000多公里，
两种面食的工艺又如此相似），
博爱的传统美味清化小车牛肉
制作及博爱县苏寨村当地出产
的青头萝卜和清化姜都是久负
盛名，这些都与牛肉面的食材
和制作工艺有着很深的关系。
陈维精老家博爱县月山镇苏寨
村又紧邻许良镇，祖上也是以
经营餐饮为生。

证据节点混淆

视频认为，“要求得更接近
事实的叙事，就需要以可靠史
料作支撑。”对于马保子始创清
汤牛肉面的经历却拿不出证据
和历史传承脉络，而是与以前
视频所为一样，引用了民国年
间方志学家张维在《兰州古今
注》中记载，以及被称为“华人
谈吃第一人”的唐鲁孙在《清醥
肥羜忆兰州》一文中出现其
1932年去兰州考察时品尝牛
肉面的记述。

正如视频作者所言，这只
能说明上世纪30年代在兰州
牛肉面已经是闻名遐迩。两篇
文章中并没有说明牛肉面的始
创人为马保子及其传承脉络，
作者仅仅凭此就认为创始人是
马保子的说法传承可靠，并由
前人见证，显得有点可笑。

更滑稽的是，无法自圆其
说的视频作者自己也承认，“可
惜兰州地方史志的编辑者并没
有交代所依据的史料出处，也
许有口述史料或档案资料汇编
而成，这也是这种说法无法确
凿的地方”。

在时间节点上，作者表示
相较马保子，虽然陈维精的活
动年代早了100多年，由其始
创兰州牛肉面的说法很晚才出
现，在本世纪初，这一说法零星
出现在网络和报纸上，但记述
简略，尚无太多细节，直到
2014年，河南一家媒体连续发
表了兰州拉面源自博爱小吃等
系列文章，经多家媒体和网站
的转载，河南人陈维精创始兰
州牛肉面的说法才出现在大众
视野中，引起热议。

“很遗憾，这种说法只能证
明作者并没有深入兰州当地去
深入调查过，把臆想当成结
论。”一位始终参与了牛肉面挖
掘工作的人士表示，视频作者
既不愿深入挖掘，也不愿仔细
搜索相关资料，或者有意忽视
2014年之前的相关证据和资
料，而在传递一种错误信息。

2014年，最初报道兰州牛
肉拉面与博爱苏寨的关系时，
大家并没有想到陈维精在兰州
有后人。报道刊出后，通过网
络传播，兰州陈维精的后人看
到后，与记者联系，最终有了后
面陈九如回到家乡、两地亲人
相见的故事发生。

而有关文字记载方面，
2006年8月28日出版的《人民
日报》品牌故事专栏介绍兰州
牛肉面知名品牌马子禄时称：
有史料记载的是兰州牛肉面始
于清朝嘉庆年间，系东乡族马
六七从河南省怀庆府清化人陈
维精处学成带入兰州的，经后
人陈和声、马宝仔等人以“一清
(汤)、二白(萝卜)、三红(辣子)、四

绿(香菜蒜苗)、五黄(面条黄亮)”
统一了兰州牛肉面的标准。
1999年，兰州牛肉面被国家确
定为中式三大快餐试点推广品
种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面”。

2011年8月，由中州古籍
出版社出版的《河南特色饮食
文化》系列丛书中，也对牛肉面
与陈维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
细介绍。

包括《兰州日报》《兰州晚
报》都先后报道过兰州牛肉面
有关“陈维精说”的历史渊源。

2014年有关报道刊出后，
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到兰州考察
时，看到兰州当地许多牛肉面
馆为了证明其牛肉面的正宗，
在墙壁上张贴有“陈维精说”的
宣传画。

在2016年1月出版的《金
城面道——兰州牛肉面》上，也
叙述了陈维精与牛肉面的关
系，表示“真正定义的兰州牛肉
面是河南省怀庆府（今河南博
爱县）清化小车牛肉老汤面演
变而成的”。该书作者为兰州
市社科院原院长、党组书记。
为该书做序的则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原部长、兰州市委
原书记陈宝生。

视频作者“有意”忽视这些
证据和历史传承脉络，在一个
看似严肃的文化视频中，却不
严肃、不严谨地从事实出发，不
免让人怀疑其真正的目的是什
么。

视频中更可笑的是，作者
认为“陈维精说”的相关报道中
引用“相传为清代甘肃籍学者
张澍的一首无题诗‘拉面千丝
香，唯独马家爷’二句，来说明

‘马家大爷牛肉面’的地位。纵
览全诗，很难认为诗作会出自
一位清人学者之手”。然而作
者可能想不到的是，兰州政府
在介绍兰州牛肉面的宣传册上
引用一首在当地流传已久的古
诗“汤如甘露面似金，一条入口
赛神仙”，其上两句是“兰州拉
面天下功，制法来自怀庆府”，
视频作者是否能搜索一下这首
诗的出处。

历史与我们有多远，历史
不仅仅只是与我们有一碗面的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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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我市治安环境和谐
稳定，有效震慑违法犯罪行为，
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昨日，
市公安局特殊警务支队举行了
模拟实战处置极端暴力案件综
合拉动演练活动。

昨日上午，我市某地区发生
一起严重暴力案件，4名“歹徒”
在制造案件后，随即驾车向北部
山区逃窜。

接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
后，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组织4个特警武装巡
逻组进行抓捕。

在北部山区设卡盘查中，特
警武装巡逻组经过严密围堵，成
功查获嫌疑车辆及两名“歹徒”。

通过挖掘线索，发现另外两
名“歹徒”徒步向北部山区逃
窜。特警队员根据情报信息，分

组包围，沿着北部山区崎岖小路
进行搜索抓捕。

“谁敢上前，我就砍死他……”
一名持刀“歹徒”被搜山的特警
队员逼到山崖下，走投无路时穷
凶极恶。在烟雾弹的作用下，该

“歹徒”冲向特警队员，随着一声
枪响，应声倒地。与此同时，另
一名“歹徒”迫于压力主动投
降。至此，4名制造“暴力案件”
的“歹徒”全部落网。

据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支队
长苗继立介绍，此次演练活动紧
贴实战需要，加强了特警队员警
务技能战术训练，密切了团队互
助协作，提升了特警队员应急处
置能力。也为全力保障我市社
会面治安大局稳定奠定了基础，
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创造了
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处置极端暴力
案件综合拉动演练随行记

本报记者 吉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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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特 警
出击。

图② 持 刀
“歹徒”被发现后
相持对抗。

图③ 特 警
队员山区集结。

图④ 特 警
战斗小组深山搜
捕中。

图⑤ 顽 固
抵 抗 的 持 刀“ 歹
徒”被“击毙”。

图 ⑥ “ 歹
徒”逃至深山，被
搜山的特警队员
制服。

图⑦ 狙 击
手作好了战斗准
备。

本 报 记 者
吉亚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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