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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长卷完成，为找寻
温县山药的文化自信作贡献

为庆祝今年的温县铁棍山药
节，也为了在温县番田镇段村
200年秦氏老宅里打造最棒的四
大怀药博物馆，温县怀药协会副
会长、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技艺
非遗传承人、怀商老字号文元裕
第十一代传承人、68岁的秦鸿凯
近日将1000多首名人山药诗赋
抄录在了百米长卷上。

2013年秋天，秦鸿凯和堂哥
秦鸿侠在祖宅里清理房间时，意
外地在建于清嘉庆十四年的四合
院一进院落的穿堂门板后边发现
了尘封在厚厚几十层报纸下面的
怀药字号匾额“文元裕”。匾额题
刻于清朝康熙年间，主营怀山药、
怀地黄、怀菊花和怀牛膝四大怀
药，已有300多年历史。

“这块老匾可是我们秦家的
血脉遗产，为了能对家族已经营
10代人的怀药老号有个交代，当
年我就决定，将家里的责任田全
部种上铁棍山药。”秦鸿凯说。

当过19年乡村民办教师的
秦鸿凯种山药非常认真，他除了
向村里的老把式认真请教外，还
仔细查阅了不少专业书籍。

“翻看书籍让我对山药的特
性更加了解，山药因此也越种越
好，经营山药也越来越有信心。
在翻阅书籍特别是一些古籍的过
程中，我发现我国历史上许多著
名的大文豪、大诗人都喜欢吃山
药，他们将吃山药写进了自己的
诗词和文学著作，有的还亲自种
起了山药。”秦鸿凯激动地说，“从
2000多年前的《诗经》到唐、宋、
元代的诗词名家，再到明清小说
家，直到清末民初的大诗人丘逢
甲和黄遵宪，历史上共有上百个
名人为山药写下诗文，我将这些
诗词一首一首都摘抄到笔记本
上，没想到五六年下来竟抄了三
四本，总共1000多首呢。”

秦鸿凯擅长写毛笔字，年轻时
就常为乡亲们题写春联和婚庆喜
联，段村附近多个村子墙上的标语、
村务公开栏、村规民约也大都出自
他的手笔。随着手上搜集的山药诗
词越来越多，他有了将这些诗词誊

抄在宣纸上的想法。于是他让儿子
到省图书馆查找每首山药诗词的古
籍原始出处，校正谬误。从去年冬
天开始，他买来宣纸长卷，将诗词一
首一首认真地抄录下来。

“今年春节过后，我开始往宣
纸上誊抄，每天抄两三个小时，看
到山药在历史上就这么受欢迎，
我越抄越喜欢，越抄越有劲头。”
秦鸿凯说。

记者在秦鸿凯展示的山药长
卷上看到了许多文学史上赫赫有
名的“大腕儿”名字。有南朝的著
名才子“江郎”江淹，有“诗圣”杜
甫、“诗佛”王维、“诗魔”白居易，
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则在诗中说
他在长安官邸种植家乡的山药，
招待朋友……

“因为种植和销售铁棍山药，
几年前我被列为四大怀药种植与
炮制非遗传承人，去年我被选为
温县人大代表，今年春天我又当
上了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副会
长，这让我备受鼓舞，我就想争取
在今年11月温县举办铁棍山药
节前，把这百米长卷完成，也算为
找寻温县山药的文化自信作一点
自己的贡献吧。”秦鸿凯说。

●近十年时间，儿子将
镜头对准铁棍山药，对准家
乡的父老乡亲

秦鸿凯的儿子秦凌杰是河南
广播电视台的一名记者，一开始
他对父亲种山药并不怎么支持。

“发现老字号那年，我爸说要
种山药，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因
为那年他近60岁，常言说‘人过
四十不学艺’，而且原来他在学校
当老师，年近花甲却要拿锄头，种
山药，很担心他身体吃不消。”秦
凌杰说，“但是看到父亲不但坚持
下来了，还经常向老辈人请教经
验，还让我给他买山药方面的书
籍，我觉得他不是在开玩笑。”

父亲的认真和坚持感染了秦
凌杰，他决定将镜头对准铁棍山
药，对准种植铁棍山药的父亲和
温县家乡的父老乡亲。

“他种山药种了近10年，我山
药也拍了近10年。一开始按季
拍，拍山药的春夏秋冬，后来按月
拍，拍山药的一年12个月，再后来

就拍山药的24节气，然后拍山药
美食，到了最后就拍各种天气下
的山药成长状态。”秦凌杰说，“我
从拍摄山药的种植、生长、炮制的
过程，看到了家乡父老的勤劳与
善良，更看到了他们的质朴和执
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山药被
人们请出太行深山，广泛种植在
平原大地，也许因为这样，中华医
药和养生文化最终将药食同源的
桂冠戴到了怀山药的头上。”

2019 年 11月，全国各地山
药种植大户和专家云集温县，成
立了“国家山药产业科技创新联
盟”。秦鸿凯和秦凌杰父子俩在
会场布置了铁棍山药摄影书画及
古籍文献展，引得与会者纷纷驻
足观看。2020年冬天，秦鸿凯父
子俩组织村民在段村举办“铁棍
山药宴”，款待八方宾朋，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专门对此采访报道，
制作出长达半个小时的纪录片
《铁棍山药之乡》在央视《我的美
丽乡村》栏目播出。

2022年10月31日，也就是
温县铁棍山药节举办的前一天晚
上，秦鸿凯完成了长100多米的山
药长卷。11月7日，在第23个记
者节到来的前一天晚上，当了23
年新闻记者的秦凌杰在自己的微
信公众号里发表一篇题为《光影
中细数铁棍山药的24节气》的文
章，用50多张照片向朋友们展现
铁棍山药在24节气里春种夏护、
秋收冬藏的每一个瞬间。

秦凌杰在文章结尾深情地说：
回首一年又一年的寒来暑

往、秋去春回，善良勤劳的家乡父
老遵循着大自然的运行轨迹，播
种着希望，收获着喜悦……

铁棍山药正是在无数代温县
人的相守相伴中被赋予了药食同
源的高度评价，这味古老的本草
在滋补护养着人类生命的同时，
也得以让自己的生命常新，而祖
祖辈辈的温县人也在种植、炮制、
观察、研究和享用铁棍山药的过
程中，无比虔诚地传承着先辈的
经验，但又从来没有停歇过创新
的脚步……

也许，正是因为成就了千年
本草的神奇，我们便在祖辈辛劳
和奉献中获取了人类生存进步的
最高智慧和文明。

本报记者 王龙卿

2013 年 9 月 13 日，

本报曾以《百年“金字招牌”

见证怀商历史》为题，报道了温

县番田镇段村200年秦氏老宅

里发现300年前的怀商老字号

匾额“文元裕”的事情。报道

中，秦家人表示将经营四大怀

药，重振老字号。日前，记者对

段村秦家父子进行了回访。

●

①①

图① 秦凌杰在拍摄山药。
图② 父子俩穿汉服合影。

本报记者 王龙卿 摄

②②

“

编辑 李学杰 校对 马 丽 组版 常 琳

2022年 11月 11日 星期五 服务热线：15893090301 周末·美食B06

周
刊

打造健康美味

百姓饮食指南

主编：陈东明

新闻热线：

15893090301

监督维权热线：

18639136028

扫码关注焦作日报公众号

扫码关注焦作日报抖音号

“马家大爷”的老板王军近一个月来都
窝在办公室里不停地看书。他说当前状况
是一个难得的静下心来思考和学习的时
间，平时淘来的书籍终于有时间系统完整
地去读一读。他读的既有专业书籍，也有
文化传承方面的书籍，结合实际也有了更
多的感悟。王军表示，陈家牛肉面200多
年的传承中，还有一些细节要去印证，而这
一段时间里仔细查看资料和阅读相关书
籍，让他收获很多，也让其以前内心的一些
疑问得到了解答。

王军说，认真学习的同时，他也在认真
思考目前的形势下企业今后如何发展。据
了解，目前企业线上经营工作也加快了速
度，通过线上平台推进“马家大爷”品牌方
便食品的售卖力度，形成线下线上优势互
补成为必须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

早就想重回焦作的陈九如因为兰州的
疫情未能成行。作为陈维精六代孙，陈九
如也利用这段时间在兰州的家里精心整理
资料。在与记者的通话中，陈九如表示，其
正在整理陈家菜谱，已经写了几十万字。
同时，老先生还重新整理了其姐夫马中杰
与人合作的一个 25集电视连续剧的剧
本。剧本描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名藏
族青年致力于兰州拉面推广的感人故事。
陈九如说，这是当年马中杰和友人的心血，
也是对牛肉面200多年文化传承的一种敬
意。“一碗牛肉面成为中华民族不同地域、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碰撞之后的大融合，是
中华文明最值得骄傲的一部分。”陈九如
说。

李福记鱼锅的老板李建华最近也没闲
着，在加大外卖力度的同时，其李氏鱼锅制
作工艺刚刚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李建华表示，这对企业下一步连锁加盟工
作的开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助能，他最近
一直在忙着带人拍摄一个新的企业非遗宣
传片，准备参加有关部门组织的“2022中

国非遗美食大集”活动。
记者采访时，李建华还拿出了最新完

善的企业发展方案，详细地介绍了其对企
业整体发展的思考和未来打算。“作为焦作
本地发展起来的餐饮品牌，不能拘于现
状。”李建华表示，近20年来，李福记鱼锅
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运行特色，但结合现代
餐饮营销和管理理念，企业还有许多需要
改进整合的空间。

“行行都干遍还是开饭店。其实餐饮
企业并不是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看似简单，
实际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耕焦作
餐饮市场几十年的李建华深有感触地说，
最近他一直在与团队研讨市场和企业管理
上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同时，他还借
着这段时间，与众多朋友和同行积极进行
沟通，希望能发现更多的问题，完善自己的
思路。

作为焦作知名地方特色美食的“靳贤
书烧饼”，生意上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
响，但其老板刘斌也没闲着，同样在忙着筹
备拍摄非遗视频，忙着筹划旅游产品的开
发。

“不敢大意呀，现在的市场环境不同于
以前，不敢抱着老本吃老本呀。”刘斌说，他
也在忙着重新拍摄一个非遗宣传片，参加

“2022中国非遗美食大集”活动，希望通过
线上平台拓展市场，加大品牌宣传力度。
同时，他正在积极考察、研讨开发靳贤书烧
饼旅游产品的可行性，希望利用焦作的旅
游资源和靳贤书烧饼的地方特色品牌，在
疫情过后，积极布局旅游市场，拓展市场，
推进品牌建设，使靳贤书烧饼真正成为焦
作一张靓丽的名片。

“三锅演义”的老板李秀梅也同样在积
极应对。“抓队伍、抓管理、抓新产品开发、
抓企业文化。”说起来最近的工作，李秀梅
感觉比以前还忙。平时生意好时有些方面
顾不上，抓得不到位，这段时间便静下心来

仔细捋一捋，抓一抓薄弱环节，加强队伍建
设和新品开发，为以后工作更好地开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

“每个人背后都需要撑起的是一个家
庭。”李秀梅说，“现在店里工作的都是老
员工，越是在困难时期，越要保证每一名
员工都不掉队。开好饭店更要带好这个
队伍，这才是一个企业负责人应尽的社会
责任。”

鸿鹄餐饮是近几年在焦作餐饮界崛起
的一匹黑马，谢记炒鸡、小花椒金汤酸菜
鱼、怀府宴鱼头泡饼、东小巷美食街，四个
品牌四家店面一条美食街，面对现状，企业
负责人谢毅表示一点儿不敢放松。

“首先要保持队伍的稳定。”谢毅说，平
时生意忙时，大家都顾不上家，也休息不
好，这段时间多慰问一下团队，让大家保证
健康的同时，多陪陪家人。

“工作上也不放松，为随时开放堂食作
好准备。”谢毅表示，这一段时间来，他们在
企业营销和品牌建设上也一直没有放松，
与同行研讨，与外地朋友交流，与团队成员
沟通，线下停了，线上一直在忙着。

疫情无情，但烟火仍要依旧。
如果说从2012年开始，中国餐饮格局

开始重塑，让餐饮行业焕发出更加理性的
新红利，那么，如今的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影
响可谓醍醐灌顶、脱胎换骨……

疫情之下，既是对每个餐饮人内心的
极大考验，需要迫切解决燃眉之急，又要放
眼未来，考虑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与赢利
点，如何去重新撬动人心与市场。

疫情之下烟火依旧，相信我们的餐饮
人在千锤百炼之后必然迎来更强大的自己
与更美好的未来。

图①②③④ 最具焦作特色的风味美
食。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疫情下的餐饮：

烟火依旧 前景将好
本报记者 陈东明

快一个月了，对于许多餐

饮人来说，这是一段难熬的岁月，

而对一些餐饮企业负责人来说，这

段时间更艰难，除了要安抚好自己

的员工，何时开放堂食、疫情之后

的企业如何迅速恢复生气、疫情之

下的餐饮之路该如何走？种种问

题都在他们脑海里不停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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