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举办过焦作市
“五星”支部创建村社

干部大比武总决赛的七贤大戏台，
依然“星光灿烂”。7月6日晚，它成
为百姓的舞台、欢乐的海洋，七贤
之夜文艺演出如约而至。

悠悠天地间，风雅看七贤！七
贤大戏台位于修武县七贤镇宰湾
村，“七贤大戏台”几个大字，古意
盎然。

七贤大戏台有多美？远处，远
山如黛，我见青山多妩媚；近处，竹
生空野外，安居落户自怡然。七贤
大戏台被这富有中国范儿的诗情
画意包围着，它占地面积8400平
方米，由戏台、广场和园林组成。
戏台的外观像一朵玫瑰花，戏台内
部可谓写实与抽象结合，现代与古
风齐飞。敞亮的观众席、舒适的座
椅，给人一种身在歌剧院的感觉，
怪不得七贤大戏台有“七贤歌剧
院”的美誉。

演出的名字是“七贤之夜”，观
众从四面八方而来，既有白胡子老
爷爷，也有几岁的孩童，大家像来
参加盛会一样，脸上绽放着幸福的
微笑。

七贤镇位于云台山脚下，是千
年古镇、全国重点镇、河南省首批
示范镇，这里有精品民宿群、高颜
值的镇容镇貌……美好生活歌之、
舞之、蹈之，七贤之夜文艺演出应
运而生，每年夏季，带给周边村民
一场场精神“夜宴”，还让村民体验

到露天看演出的凉爽。
当晚的节目有舞蹈、模特走秀、

啦啦操、豫剧和古风舞，看似普通，
可都是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节
目。因为节目接地气，所以特别
吸引人。来自河南工业大学的大
学生志愿者上台宣传法律知识，
成为节目中的一大亮点。

演出也激活了七贤夜经济。
在七贤大戏台不远处，小商小贩的
生意红火，因为看演出、吃冰糕、撸
串，成了不少观众的“标配”。

来看演出的，不只是宰湾村的
村民，周边村庄甚至县城里的人都
开车过来看演出，足见其圈粉能
力。异彩纷呈的表演还有网上直
播，赢得网友叫好。附近有“夜巡护
航”巡逻队队员、志愿者在执守，给
人满满的安全感和稳稳的幸福感。

当天21时许，演出结束，观众
依依不舍地散开。观众侯老汉告
诉记者：“上了年纪最怕孤独，来看
演出，热闹、凉快！”带着两个孩子
来看演出的观众侯小能说，七贤之
夜是七贤镇政府送给群众的夏日
纳凉大餐，演出内容接地气，节目
健康向上，宣传正能量。

据七贤镇党委书记曹学贤介
绍，七贤之夜节目均由七贤镇文体
协会人员来组织，来自我市马村区
和新乡辉县的业余文艺团体也报
名参加演出。演出的节目都是宣
传党的好政策，宣传乡村文明新
风，丰富和充实了村民的夜生活。

夜幕降临，星星点灯，星光熠熠。
七贤之夜，更是点亮文明幸福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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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七贤大戏台演出现场。
图② 舞蹈《万疆》。
图③ 节目演出带动了夜经济

发展。
图④ 大学生志愿者普及防诈

骗知识。
图⑤ 舞蹈《祖国你好》。
图⑥ 精彩节目吸引观众拿起

手机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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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焦作之美食街区四

融入老焦作人记忆中的美食小巷
本报记者 齐云霞

焦作商业街

作为我市的老商圈，承载

着几代人太多的记忆……

而就在这个老商圈的黄

金地段，有着这样一条

美食街，它不仅地理位

置优越，而且停车便利，

小吃街的 40 余种特色

美食，在使人们大快朵

颐的同时，也有效解决

了下岗工人的就业问

题，进而成为繁荣如火

如荼“地摊经济”的助力

器和助推剂——它就是

焦作商业街美食小巷。

“

深藏巷子的美食记忆

关于一个城市的记忆，总
离不开美食，那些深藏小巷的
美食总会时不时地勾起你的食
欲，慰藉你日渐挑剔的味蕾。

城市烟火气，最抚凡人
心。焦作商业街美食小巷集合
了众多美味小吃，这条小巷虽
然建立才17年，但早已在不知
不觉中融入了焦作人的记忆。

小巷的小吃店如同蜗居一
样，商户们每天却十分开心。

老商户李玉兴对这里最为
熟悉。“这里位于焦作市的老城
区中心地段，西临民主路，南临
解放路，北临学生路，东西与当
时的市锦云商场、市百货大楼
相连，交通便利，多路公交车均
可顺利到达。”李玉兴说，这周
围有学生路小学、焦作十一中
等文化中心，有密集的消费人
群。

李玉兴说，十多年前，市百
货大楼这里是焦作商业最繁华
的地段，一到节假日，不少人邀
约朋友或拖家带口来逛街。其
间想简单吃点、喝点，但这里当
时就缺一个短、平、快的美食场
所。

2005年，焦作商业街美食
小巷正式走进焦作人的视野。
短、平、快的就餐方式，经济实
惠、方便快捷、省时省事。17
年来，这条美食小巷默默书写
着属于自己的繁华，它不但满
足了附近居民、学生的饮食需
求，还让近40家商户有了属于
自己施展手艺的舞台，更让他
们有了收入来源。

“美食小巷也就3米多宽，
巷子里的店面都不大，有些店
面食品单一，经营多年却一直
人气爆棚。”市民陈先生说，“路
的两边有小吃店、小摊点，章鱼
小丸子、东北烤冷面、董记裹凉
皮、阿姨串串、鸡蛋灌饼、炒凉
粉……应有尽有。中午、傍晚
是小巷最热闹的时刻，我以前
每次下班经过那里时，都会忍
不住钻进去，追寻我所心仪的
味道。”

小巷美食历久弥新，让人
不禁想问，这些小吃店为何这
么火？专家认为，多年如一日

的坚守，这些食品风味独特、口
感出众的小吃店渐渐成为一种
最具烟火气的街巷饮食文化符
号。食客追寻的，多是一种情
感归属和地域饮食文化认同。

期待美食小巷带来更多美好

7月6日，华灯初上，记者
伴着人流走进了焦作商业街美
食小巷。小巷北至学生路，南
至解放路，短短的小巷五六分
钟就能走完，但它里面却聚集
了近40家不同风味的小吃。
此时，已经有市民三三两两在
各个摊位前买小吃，身穿白色
工作服的摊主，也开始忙碌起
来，很快，小巷中开始飘散的食
物香气，吸引着来往行人的注
意。

“我入驻这里已经有7年
了，生意很不错。在这里，我有
了归属感，不但解决了工作问
题，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美好的
期望！”在这条美食小巷中卖手
抓饼、烤冷面的商户杨女士说
起自己的生意，脸上始终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

这里的小吃店面积特别
小，里面的空间除了摆一些放
置调料和食材的小柜子等，只
能站下一两个人；小吃店的对
面是和推车一样的美食摊，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

杨女士说，以前，一辆三轮
车上放一个小煤球炉，旁边摆
个小案板，再放上一盆早起揉
好的大面盆，这就是她的“小吃
店”。为了碎银几两，每天杨女
士和这辆三轮车走街串巷。“我
多数都在百货大楼附近，这里
人来人往的，再加上有不少学
校，学生们光顾的多。”杨女士
说。

2001年，我市在百货大楼
东边规划建设占地0.08公顷
百货大楼商业步行街，期望将
餐饮文娱及购物进行多元融
合，打造属于一站式体验综合
业态商城。该步行街的整体设
计采用轴线对称、网络状布局
手法，中心广场建筑采用欧式
风格，四周采用欧式柱廊，与中
心花坛、喷泉、雕塑共同形成典
雅空间。

2005年，在该步行街对外

招餐饮商户时，杨女士立即前
去报名。

“我也想有个安稳的地方，
这样生意也稳定，风吹雨打也
不用担心出不了摊。”杨女士
说。

令杨女士欣喜的是，她最终
美梦成真，入驻焦作商业街美食
小巷。“虽然地方不大，但我也是
有店面的人了。”杨女士乐呵呵
地说，在这里，杨女士有了“同
事”，有了正规的管理等，这让她
感觉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清真牛肉饼的摊主李女士
也开心地说：“从这里建成我就
过来了，有一个固定摊位，也有
了稳定收入，让我有能力撑起
一个家。”

每天来这里消费的大都是
一些年轻人，短、平、快的就餐
方式，经济实惠、方便快捷、省
时省事。

此时，几名在旁边的美食
店等候老板做白吉馍夹肉的学
生表示，他们是附近学校的学
生，来这里买小吃方便不说，价
格不贵，味道也好，经常来这里
买吃的。

“我们在这里工作是非常
幸福的。你瞧，这里卫生、干

净，管理也很规范，在这样的环
境中，我们商户干劲十足！”李
玉兴说。

李玉兴说，焦作商业街美
食小巷的地摊经济未出现脏乱
差现象，这种规范化的管理，变
成与城市品质相融合的城市风
景，变成与市容市貌相匹配的
民生项目，更变成了与城市文
明程度相辉映的文化标志。“街
巷小吃店带来的不仅是口福之
乐，在餐饮业不断革新的今天，
小吃店要做好品牌塑造，做出
最原汁原味的美食。”李玉兴
说。

“小巷美食承载着我们浓
浓的记忆和情感，期待这些小
吃店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美好。”
市民李女士说。

藏在小巷里的美食代表了
一种文化，成为焦作餐饮业的
一个亮点；一条美食老街，让你
在百步之内尝尽山阳美食小
吃；一条飘香的小巷，一条美味
的老街，给人美味，令人回味！

图①② 华灯初上，焦作
商业街美食小巷开始热闹起
来。

图③ 顾客在选购食品。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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