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里的高温不仅使人汗
流浃背，更让人胃口全无，此时约上
三五好友到南通路赵记烩面堂，边聊
天边享受怀川玉液配麻辣小龙虾，就
能让你沁透心扉，再加上室内的空
调，更让食客感到清爽无比。

走进赵记烩面堂，浓浓的人间烟
火味扑面而来。

忙里偷闲的赵记烩面堂总经理
赵红霞告诉记者，该店从成立至今已
有44年了。经过44年的发展，该店
已经成为焦作市餐饮界的一家知名
企业，每年都被评为“河南著名风味
小吃”“文明餐桌示范店”“放心饭菜
示范店”等。

赵记烩面堂主打的就是烩面。
该店的烩面筋道滑爽，汤汁鲜美，种
类也十分丰富，从价格比较低的普通
烩面、滋补烩面，到高档的保健烩面、
固阳烩面等应有尽有。

“最近是我们店的44周年店庆，
还是我们的‘赵记龙虾节’。为此，店
里推出了99元2公斤小龙虾的优惠
活动，希望大家吃得开心、喝得开怀，
其乐融融、温馨惬意。”赵红霞说，怀
川玉液是现在食客最喜爱的一款酒，
和麻辣小龙虾简直是绝配。

怀川玉液酒为何受到顾客青睐，
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营销总
监樊宇给出了答案。樊宇告诉记者，
怀川玉液自上市以来，迅速走进我市
餐厅、专卖店、特产店。而各个门店老
板不约而同将其摆放在柜台最显著的
位置，这一悄无声息的举动，在该酒焦
作市区销售经理崔红波看来，是品质
的胜利，是消费者的认可。

“怀山药作为焦作传统的道地药
材，能够研发出清香型白酒，让我感
到特别震惊。我觉得怀川玉液这样
的酒喝起来非常健康，我们非常放心
去销售。”赵红霞说。

以山药、纯粮酿造和极简环保
理念为内核的山药清香型白酒怀川
玉液开创了国内白酒的新品类。该
酒具备以纯粮固态、古法传承、极简
环保为核心竞争力的三大价值支
撑：一是精选道地怀山药和优质高
粱为原料，通过气候、温度、土壤、水
分、时间等全方位加持，赋予更佳品
质。二是传承百年古法酿酒工艺，
让酒质与口感获得明显提升，绵柔
醇厚、回甘净爽、余味留香。三是贯

彻国家碳中和发展导向，在酿造、生
产、设计、包装等方面都遵循生态环
保原则，把每一分成本都投入到提
升酒体质量上，让价值回归酒体本
源，让质量看得见、品得出。

樊宇说，在今后的企业发展方
面，河南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会继续
秉承“品质为基、文化为魂、渠道为
王”的企业发展理念，持续深耕焦作
市场，做好客户和消费者的服务工
作，让每个消费者都能喝上焦作地产
好酒。

上图 赵红霞在向记者展示酒
柜里焦作地产白酒怀川玉液的亲民
价格。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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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樊宇）7月1
日开始，我市塔南路、站前路公
交站牌陆续发布大型广告：“焦
作味道 怀川玉液”。这标志着
本年度焦作地产白酒怀川玉液
的品牌营销战略规划正式启动，
也意味着焦作地产白酒在坚持
走品牌之路的方向上又迈出了
新的一步。

作为怀川玉液的生产厂家，
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始终秉承

“品质为基、文化为魂、渠道为
王”的整体规划战略，一方面致
力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营销团
队，认真建渠道、做客情、做品

鉴；另一方面坚持科学酿酒，在
保留古法工艺的基础上融入科
技创新，保证每一批酒水都是高
品质的山药清香型白酒。

配合全方位广告支持，坚持
合作共赢路线，老怀山药酒有限
公司积极与焦作各大品牌老店
合作推广，与焦作日报社文化传
播公司建立良好的合作，同步推
出中高端新品“怀15”“怀20”

“怀30”上市。热诚欢迎新老客
户到怀川玉液专卖店（映湖路
1925号）品鉴购买。联系电话：
18439192226。

■酒文化

我为焦作地产白酒代言

赵记烩面堂总经理赵红霞

怀川玉液配小龙虾就是绝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怀川玉液品牌营销战略规划正式启动

（照片由老怀山药酒有限公司提供）

怀川玉液15之贵妃醉酒款。 怀川玉液20之昭君出塞款。 怀川玉液30之西施浣纱款。

有大人先生，以天
地为一朝，万期为须
臾，日月为扃牖，八荒
为庭衢，行无辙迹，幕
天席地，纵意所如。止
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
提壶，唯酒是务，焉酒
是务，焉知其余。

有贵介公子，搢绅
处士，闻吾风声，议其
所以，乃奋袂攘襟，怒
目切齿，陈说礼法，是
非锋起。先生于是方
捧甖承槽，衔杯漱醪，
奋髯箕踞，枕麴藉糟，
无思无虑，其乐陶陶。

兀然而醉，豁尔而
醒。静听不闻电霆之
声，熟视不睹泰山之
形，不觉寒暑之切肌，
利欲之感情，俯观万
物，扰攘焉如江汉之载
浮萍，二豪待侧焉，如
踝赢之与螟蛉。

扫描二维码
关注老丁视频号

酒德颂
□刘 伶

一

“还是太行山太偏爱我们了。
云台山红石峡的一部分水源沉入地
下，经过十几公里地下河，在我们这
地界涌出地面，方圆几公里之内，形
成了马坊、海子、龙母、蜈蚣、圣井5
个泉源，所以我们这地方叫五里
源。”修武县丑鸭蛋品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李国顺见我正在“修武县五
里源乡地形模型”前看得入神，满脸
自豪地说。

我抬起头，环顾着这座“五里源
松花蛋非遗展示馆”。馆内面积不
大，装饰得古色古香，黯青色的地
板、深黄色的摆件，半空里悬着几个
柳条编织的大鸟巢，朴素中透着雅
致。

在李国顺的讲解中，我的思绪随
着眼前一块块精致的场景模型变换
着，一幅幅剪辑的画面被拼接在一
起，还原出这个关于松花蛋起源的
古老故事：大约800年前，李国顺的
先祖李通在海蟾宫里为道士们做饭
时，养了不少的鸭子，收集的鸭蛋都
储存在一口缸里。一天，几个顽皮
的孩童趁李通不在来偷鸭蛋。临出
门，突然撞见正好回来的李通。孩
子们躲避不及，就随手把鸭蛋藏在
一堆山柴灰里跑走了。一段日子
后，李通在清理山柴灰的时候，发现
了这些蛋壳有些变色的鸭蛋。他很
是心疼，但没舍得扔掉，随意地敲开
一枚，竟意外发现整个鸭蛋晶莹剔
透，深褐色的蛋清上还生出一些霜
晶样的花。他试着尝了一口，鲜滑
爽嫩，口齿欣悦，满嘴留香。回到家
后，李通反复斟酌这些被生活的巧
合而天工出的鸭蛋，逐渐摸索出一
套制作流程来。

“山柴灰呈碱性，但碱力弱了些，
应该还有一些小石子被烧化成了石
灰在里面，是植物碱混合石灰碱共同
作用的结果。”李国顺看我有些疑惑，
解释着。

“古书上说‘桑薪灰，最入药
用’。山柴灰也是可以入药的吧？”我
又问。

李国顺似乎谈兴正浓，说：“植物
不同，吸收的山川精华也不同，那些
对人有益处的，就是药性草木了，像
松枝、柏枝、花椒树、酸枣树等，还有

太行山特有的降龙木。将山柴灰作
为制作松花蛋的主要配料，是我们独
一无二的特色。”

我插嘴说：“鸭蛋毕竟是食品，不
是药品，还得好吃才行吧？”

李国顺指着“配料模型版”，有些
神秘地说：“这就是山花椒、山茴香、
陈皮、桂圆、肉蔻、红棍茶和新采的松
枝、柏叶的用处。把这些原料按照一
定的比例调配在一起，熬制成为原
浆，再掺上山柴灰、适量的食用碱和
石碱，当然，还有食盐，把这些搅拌成
泥，用这种泥包住蛋，裹上稻糠，入缸
后泥封。整个工艺流程完全保持原
生态，确保蛋品不仅口感好，而且不
含铅，绿色健康。”

二

印象中，花椒、茴香和陈皮这些
香料，往往用来炖肉、做菜，没想到，
这里竟然用来腌蛋！转念一想，我
恍然大悟，这些凝结着香料芳香、松
柏霜华的泥浆，像是给鸭蛋披上了
一层带着山川灵气的外衣。碱力就
是火力，相当于给鸭蛋包裹了一层
温柔的火、和顺的火。密封的陶缸
仿佛哺育婴孩的胎盘，剩下的就交
给时间，在整整 100天的漫长等待
中，这些来自云台山的药性植物所
特有的香醇，在弱碱的轻轻灼烧中，
渗过蛋壳上的细密气孔，将鸭蛋凝
固、结晶、成型，使鸭蛋发生着状态
的变化和灵魂的置换，而后再把一
枚枚漂亮的松花、柏叶钤印在琥珀
似的蛋清之上。

在进一步的交流中，李国顺告诉
我，不同于单靠强碱火力的烧灼而速
成的变蛋，也不同于弱碱加高温而简
单质变的皮蛋，这里的松花蛋不仅每
一枚蛋清上都会被印上松花，关键是
那玲珑剔透的墨绿色蛋黄，举一枚对
着太阳看，不仅能看到几近美玉般的
通体亮色，玳瑁一般的颜色仿佛让你
看到一个小精灵初萌时勃勃的生命
之光。

李氏松花蛋的制作工艺，早在
1983年就获得了新乡地区的科技成
果奖；1988年，被列入中国商品大辞
典；2008年，被列入河南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李国顺被命名为
代表传承人；2012年，李氏“丑鸭”品
牌松花蛋被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
救工程委员会等部门认定为“中原
供品”。如今，李国顺的公司已经发
展成为年产值数千万元的名牌企
业，吸纳附近村庄60余户参与就业，
不仅传承了先祖的传统工艺，而且
造福着四乡八邻的村民，致富一
方。还有不少网红，借助着“丑鸭”
品牌，在乡村振兴的叙述里续写新

时代的故事，创造着各种有趣的丑
小鸭之类的佳话。

三

走出展示馆，在一片苍翠的绿化
植被中，我一眼看见李通的石刻塑
像。老者裤卷膝盖，短衫束腰，一手
捋着胡须，一手擎着一枚鸭蛋，似乎
在审视着什么，坚毅的目光中闪着睿
智，又像是在凝视着自己最溺爱的孩
子，一脸的慈祥。

我不由朝李通像投去景仰的目
光，感谢这位老人为中华食谱又增添
了极具魅力的精彩一笔。

在去往养殖场的路上，李国顺的
女儿李转红告诉我，在五里源的诸
多松花蛋品种中，“丑鸭”品牌之所
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将李氏家族祖
传的制作工艺赋予了现代化、人性
化，并突出表现在三个特点上：鲜，
当天产的蛋，当天进入鲜蛋库，经过
选蛋机一个个筛选后，再经过清洗、
消毒、晾干，之后才能裹上调制好的
泥浆入缸封腌；靓，包浆蛋需要等足
100天，才能算是成品，去泥开壳的
鸭蛋色泽明亮，圆润如墨玉般晶莹；
醇，入口后，晶莹的蛋清、溏心的蛋
黄，牙尖的弹、舌尖的软，鸭蛋所独
有的清香和药性植物的熏香激荡在
一起，味蕾被彻底唤醒了，丝丝层层
的芬芳甜蜜，让人在反复的咀嚼里
唇齿绕香。

“我们家的松花蛋还有一个特
点。”李转红继续介绍，“非常好剥
壳。在鸭蛋的小头敲开后，揪着一
小片蛋壳，轻轻一撕，整个外壳就被
剥掉了，特别利落。切片、摆盘的品
相很是好看。”说话间，她指着前面
几排鸭舍朝我示意：“这里是我们的
一个小型养殖场，养了 1万多只鸭
子，北边还有一个更大的，有10万多
只鸭子。”

这是一片鸭的海洋，数千只白羽
青壳鸭聚集在鸭舍边的一条蜿蜒的
溪水里，一个个高昂着长颈，舒展着
流畅的线条，远看像一片灰褐色的云
团，忽而膨胀着压来，忽而如巨浪一
般旋舞着而去。

“这水是马坊泉流来的吗？”我
问。“不是，这水是李固矿刚抽上来的
地下水。现在的马坊泉被保护起来
了，据说要开发旅游。不过，泉水下
游有一段沟渠，我们在那里有个小的
养殖场。要去看看吗？”李转红飒
爽地甩一甩满头的秀发，眼睛里闪
着清纯的热情。她长得特别像她
姐姐——中国第一个空手道世界冠
军、“丑鸭”品牌形象代言人李红，姐
妹俩的性格有着相似的执着、坚韧和
爽利。

四

上车后没几分钟，我们就到了马
坊泉。

这是一片面积不小的水域，近岸
不远处，能看见好几处水面上汩涌着
的串串气泡，想来，正是这宛如晶莹
珍珠串的数百眼细泉才成就了被誉
为“中原四大名泉”之一的马坊泉。

泉的边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海蟾
宫，是全国非常罕见的一座坐南朝北
的道观。水面中心的小岛立有刘海
像。仙气缥缈的刘海宽衣大氅，脚下
卧着一只硕大的石雕金蟾。旁边的
石碑上还记载着刘海戏金蟾的故事。

五代时期，道号“海蟾子”的刘海
遍游四方，看中了马坊泉这块宝地，
便在泉边搭建茅舍，打算在此修行。
无意之间，刘海发现了泉水里有一只
三条腿的金蟾也在此修真渡劫。每
至月上中天，金蟾都会爬出来修炼，
口里吐出一团雾气，雾气里有朵雪白
的莲花。刘海想夺得莲花，无奈金蟾
警惕性很高，无从下手。他便在船上
扎了个草人，推进水里。金蟾起初心
生疑虑不敢出来，后来发觉草人总是
不动，没有危险，便放心大胆地出来
修炼。刘海择机把草人换掉，自己蹲
坐到船上，当金蟾出来修炼时，刘海
一把抢过它嘴边的莲花，吞进自己腹
中。那莲花确实是宝物，刘海因此得
道成仙。而金蟾上当后，发觉所有的
修行都前功尽弃，气得身体炸裂，化
为无数的带着石头壳的小虫子，在泉
水里祸害一方，当地人把这种虫子叫

“活石头”。刘海成仙后，得知金蟾变
身为毒虫戕害人间，便带着仙宫里的
仙鸭下界，令仙鸭捉食“活石头”，保
一方平安。

这就是五里源盛产鸭子的传说。
五里源松花蛋不仅带着太行山的

灵气、地下泉水的秀气，还带着传说中
仙人的仙气，怪不得在明清时期，这里
的松花蛋就成为了皇家供品。

据《修武县志》记载，乾隆皇帝西
巡路过此地，品尝过五里源的松花蛋
后赞不绝口，即兴挥毫御批：脱去胎
膜亮眼帘，松花晶莹细纤纤，天工巧
手令吾醉，鲜香味绝透舌尖。

无尽的感慨里，我抬起头朝马坊
泉的出口望去，忽地看见蓝天上有三
只野鸭正在盘旋着飞翔。“也不知道
什么原因，马坊泉这片水特别招绿头
野鸭喜欢。它们常来这里戏水。”李
转红看了我一眼，这样说。

很可能，世界上最早将野鸭驯化
为家鸭的就是3000年前的中国人。
马坊泉与鸭有缘，而那凝结着灵气、
秀气和仙气的松花蛋，正寄托着这一
方山水走向乡村振兴之路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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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运

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松花
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破壳开 一个地方的特产，总是凝结着这个地方的灵秀之气。灵气源于

山，秀气来自水，独有的气候和土壤孕育着大自然所特许的精华，呈

现在其他地域所没有的物产上。当地人也许早已习以为常，外来者

却总会因为初见而惊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