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黄小霞 校对 皇甫静雅 组版 韩冬萍

2022年 11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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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味焦作

连日来，走访中记者发
现，沿街许多餐饮店门前均
设置有消毒液、测温仪等物
品，门上均贴着不允许堂食
的温馨提示：因疫情原因，本
店支持打包带走，暂不提供
堂食服务，感谢您的配合与
理解。

各餐饮单位也是使出浑
身解数来拓展线上服务，他们
有的通过外卖平台进行外卖
业务，拓展预制菜服务；有的
发微信朋友圈展示菜单；有的
建立企业微信群开展外卖服
务，市民在微信群中直接下
单，保证“无接触”配送；还有
的开通网上直播，开启唱歌、
聊天等方式吸引客户，以期达
到线上业务的增长。

昨日12时许，记者来到
政二街，可以看到一些市民手
里拎着打包的餐盒匆匆离
去。在各店门口，外卖小哥匆
忙穿梭的身影随时可以看
到。在这里，每一家店门口都
摆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码
通、消毒液等物品。其中一家

店老板的工作人员介绍，平时
到店用餐的顾客基本都是附
近的居民和上班族，暂停堂食
后，大家都用手机订餐，店里
将食物打包好放在门口的桌
子上，顾客来了报一下电话号
码就可以拎走。

“疫情对餐饮行业的冲
击不可否认，但作为从业者
不能坐以待毙，线下暂停可
以转为线上，消费者没法堂
食，企业可以另辟蹊径准备
预制菜。”

“虽然暂停堂食，但是我
们的服务一直都在。”焦作月
季花园酒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虽然暂停堂食，进行外卖服
务，但餐饮人的社会责任和担
当依然在，他们并没有因此而
松懈防疫工作。该店员工进
店前都要进行“无接触”体温
检测、消毒，店内每天做到三
四次无死角消杀工作；保证食
材安全、新鲜。

暂停堂食后，焦作月季花
园酒店推出面点外卖带走服
务。近段时间，又加推了两三

口之家的预制菜，如鸡汤煨海
带、小酥肉等。“我们现在的主
要顾客是附近居民，大家下班
顺路来门口扫码付款，拎了就
走，预制菜回家只要简单加热
即可。”该酒店相关负责人说。

餐饮业暂停堂食以来，记
者了解到，平日里不做外卖业
务的火锅店也纷纷上线开展
起了外卖业务。

“堂食暂停后,我们就推
出了外卖业务。”老巴头粥底
鱼火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保障食品安全，店里的
管理依旧十分严格，在岗的
员工家在外地，吃住均在店
里，即便如此，也要求他们必
须戴口罩、测量体温,每天进
行消杀。

为了让消费者回家依然
享受围坐着涮火锅的感觉，盛
装的餐盒是可以放在电磁炉
上加热的。“顾客都是提前打
电话，然后自取火锅。”该店相
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还有一些火
锅店，如三锅演义、李福建鱼

锅等加强线上推销活动，保持
一定销售量的同时，增强与消
费者粘度，为后期打开堂食作
好准备。

一些餐饮店负责人表示，
针对不能堂食的情况，不少门
店都推出了2人、3人、4人等
不同的套餐，以此来满足不同
家庭群体的需求。

此外，记者在采访中还了
解到，修炼内功给员工做心理
疏导工作，是很多餐饮老板的
选择，毕竟平日里工作比较
忙，正好趁着有时间，抓紧修
炼内功，人员管理、运营技巧
可以“更上一层楼”。

业内人士表示，多年以
来，餐饮企业一直在变化中
发展，但不变的是这些商家
对美食品质的坚持，变的是
从初次触网到精细化经营，
再到开拓创新属于自己的数
字化升级之路，从而进入堂
食、外卖并重的时代。这些
变化也让消费者享受更多便
利。

古怀庆府（今沁阳市，古
时称河内郡野王县）商业发
达、商贾云集，风味小吃品种
多，甜麻糖就是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美味之一。记者到沁阳
采访时会买上点过过瘾，走时
也会带回点这种美味，分享给
家人和朋友们。

甜麻糖在当地又叫喜麻
糖、糖稀麻糖,其色泽酱红、
外焦内软、香甜酥脆、清香满
口。它具有营养丰富，健脾
开胃，强身健体之食疗功效，
是在古怀庆府地区流传上千
年的传统节日食品，老幼皆
宜。现在一般都是现做现
卖，咀嚼有滋有味，素有“吃
过甜麻糖，吃啥都不香”的说
法，也被誉为“肉不换”“隔夜
想”。

据历史记载：建安十一年
（206年）曹操率兵亲征晋国
高乾（今山西长治和晋城），途
中经过野王（今沁阳）往北上

太行山著名的羊肠阪道，魏国
数万大军风雪交加，食宿无
依。恰在这时，河内郡野王县
（今沁阳市）的百姓们送来了
精心炸制金黄醇香的甜麻糖，
曹公和大军吃过以后颇为感
激，备加赞赏。

甜麻糖是古怀庆府家喻
户晓、人人爱吃的风味名吃，
民间嫁闺女，一直作为馈赠亲
友的上等礼品。现在焦作各
（县、市）民间都会制作甜麻
糖，许多人在逢年过节、定亲、
结婚时，仍会以甜麻糖作为礼
品。在记忆中，每年春节前，
家家户户都要支起油锅炸甜
麻糖，城乡到处飘荡着甜麻糖
的焦香味道。遗憾的是，现在
路边已经很少有卖甜麻糖的
小店了。

甜麻糖的主要原料是麦
芽糖稀、小麦面粉，制作时将
玉米、大麦芽制作的糖稀，加
白糖，少许碱面，用清水稀释

搅匀，倒入面粉中揉成面团，
再加上适量植物油，把面团揉
至光滑闪亮备用。

制作时，把面团切块，制
成长条状，正面用刀切上两条
刀印。然后放入滚烫的植物

油锅中炸制，慢慢炸至成酱红
色，棕中带红，红中泛黄，捞出
即可。

图①②①② 怀府名吃甜麻
糖。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积极应对 开拓创新

餐饮企业加强“线上”服务
本报记者 齐云霞

疫情以来餐饮业再遇“寒流”，但依然振作精神，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暂停堂食，

大家顾大局、听党话、跟党走，服从安排的同时，主动作为转战线上开拓业务，不断创新，

以应对疫情带来的冲击。
“

怀府美味“肉不换”
本报记者 陈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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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的山阳大地，留下了许多
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聚落特色
明显、建筑形态丰富的传统村落。从
2012年至今，已有18个村落列入中
国传统村落名录、51个村落列入河
南省传统村落名录，尤其今年是10
年来列入国家和省级传统村落名录
最多的一年。今年，7个村落列入国
家级传统村落名录、14个村落列入
省级传统村落名录，表明焦作市传统
村落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
何更好地保护和活化传统村落，本报
记者就有关问题采访了河南理工大
学中原传统村落建筑文化艺术研究
中心主任陈兴义教授。

活着的文物、有生命的历史

陈兴义说，传统村落被称为“活
着的文物、有生命的历史”，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是红色文化
的重要载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
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是
增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
量，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抓好后继
有人的根本大计，所以，保护好传统
村落意义重大。

传统村落列入国家级和省级名
录后，有力推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
与活化。但也有一些列入名录的传
统村落或因过度开发，或因无力保
护正在走向消亡。

传统村落中蕴含许多有价值的
文化资源，如何去寻找优秀文化资
源，挖掘资源的文化价值，在保护的
前提下利用文化资源，这些都是需
要专业人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去完成的。

传统村落的资源往往很脆弱，保
护与利用不当，必将加速其消亡。因
此在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多专业协
同、精心策划保护发展路径是制定村
落保护发展规划的前提。

保护中求发展

传统村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逐步形成的，是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产物，蕴含着劳动人民的智慧
与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保护与
发展过程中，“尊重”是关键。尊重
自然、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重建
筑，应努力做好人与自然、人与环
境、自然与环境、自然与建筑的“协
调人”。

传统村落的乡村风貌背后代表
的是文化，凝聚的是乡愁与记忆。
一个传统村落最值得珍惜和炫耀的
资源就是它的文化印记，在传统村
落保护与发展过程中，不要仅在外
在的形式做文章，更应该从文化层
面上下功夫。

陈兴义指出，传统村落的村庄
肌理形态是自然与人文有机的结合
体，是村落发展过程中积淀下的形
态特征，蕴含着丰富的传统生活内
容与生活氛围，是历史文化活的见
证。在保护与发展过程中，要因村
制宜，精准施策。如果忽视村落形
态和肌理的意义，违背村落特点和
发展规律，破坏村落形态和肌理，从
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破坏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和根基。

传统村落是活态的。村落进入
当代，生产和生活都要现代化。村
民有享受现代文明和科技带来便利
的权利，应该在保护中求发展，在发
展中加强保护，从静态保护向活态
传承转变。以保护为前提的利用，
不仅能促进村落的发展，也能推动
文化传承。

文化赋能、设计赋能、艺术赋
能、创意赋能，是传统村落实现产业
兴旺的有效途径。

传统村落振兴，人才是关键。
村干部的见识、能力、格局，很大程
度上决定着乡村的发展。村书记作
为一村的带头人，必须树立文化自
信。

传统村落振兴要坚持农民的主
体地位，要从思想改造上入手，要提
升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的综合能力，
要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激活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
在村落的振兴中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发挥广大农民群
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真正把
广大农民群众的创造潜力转化成全
面推进村落振兴的强大动力。

高度评价焦作传统村落

陈兴义高度评价焦作的传统村

落资源。新进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
录的博爱县许湾村，一泓溪水穿村
而过，传统的石头民居与青山绿水
和谐共生，是丹河流域难得的精致
水岸小山村。在保护与发展过程
中，应高度重视水岸山村聚落特色
的保护，充分发挥引丹入村溪流的
景观与生态作用，注重发展红色文
化与丹河流域文化产业，稳步推出
特色民宿，推动村落发展。

同时入选国家级与省级传统村
落名录的博爱县武阁寨村，千百年
来在沁水滋润下，历史文化源远流
长，历朝历代人才辈出，村落肌理形
态与自然有机结合，是怀川大地上
很有代表性的传统村落之一。在保
护与发展过程中，应充分挖掘怀商
文化的历史价值，推出怀商文化产
业品牌；传承柳编工艺，提升产品文
化价值，打造柳编之乡品牌；保护好
传统民居，重塑乡村公共空间，提升
人居环境，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的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

入选省级传统村落名录的博爱
县下伏头村，枝繁叶茂的千年古槐
成了游客的祈福树，丹河边的黄石
滩成了网红打卡地，保存完好的下
伏头影剧院又展示出50年前的豪
气。闲置的传统民居正在焕发新的
活力，干群和乡贤的内生动力在激
发，有力推动了村落旅游业的快速
发展。

同为入选省级传统村落的温县
段村，蜀葵成为村落新的名片，打造
文旅融合IP、研学基地等一系列举
措正在推动传统村落有序发展。位
于AAAAA级景区神农山下的省
级传统村落沁阳市赵寨村，花海的
田园风光登上了央视，景区与乡村
融合发展初见成效。这些村落虽然
在今年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时未
能入选，但陈兴义相信只要继续努
力，加强保护、有序发展，定未来可
期。

在山阳大地，还有不少非常有
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如有“中原太
行第一窑洞村”之称的黄岭村，有

“千年古村镇、豫晋老商埠”之称的
待王村，有“北方水乡”之称的北孔
庄村，汉献帝封地墙南村，电影《地
雷战》的发生地赵庄村……建议这
些尚未申报成功的传统村落，高度
重视村落文化的挖掘、传统民居的
保护，在下一次传统村落申报工作
时继续组织申报，以申报促保护、促
发展，让传统村落历久弥新，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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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赵庄村秋色。
图② 赵寨村口唐代练何将军雕像。
图③ 下伏头影剧院。

本报记者 王龙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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