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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家谱 传承历史

“天下之根在国，国之根在家，家之根
在人……”4月5日大典现场，陈维精六代
孙陈九如谈起这次家谱修订，感慨万千。

时隔30年，苏寨陈氏再续修家谱，各
地陈氏后人纷纷发来贺信，公证部门也
对陈氏一脉传承及相关修订证据进行了
公证保全，这不仅是陈家的一件大事，也
是一件焦作地方餐饮历史上的重要事
件。这让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奔波在兰
州、焦作之间，致力于将200多年前的陈
氏苏寨牛肉面技艺带回家乡，促进怀府
地方餐饮文化和经济的陈九如老先生内
心十分欣慰。

谱牒如史，家风一脉，这次修订不但
将陈维精五代孙陈万通之后的脉系进行
了完善，还将牛肉面传承方面的相关资
料进一步补充，这将进一步明晰牛肉面
创始人陈维精这条线的历史脉络，为今
后的历史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坚实后
盾。

其实，陈氏家谱在整个牛肉面传承的
挖掘中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证据。

2014年，在记者挖掘报道兰州牛肉面
发源于焦作博爱苏寨这件事时，最初找到
的一个最有力证据就是陈家的家谱。

因为在此之前，《人民日报》《焦作日
报》以及兰州当地资料上有关兰州牛肉面
历史渊源表述的都是：清嘉庆年间，甘肃东
乡族人马六七从河南省怀庆府河内县苏寨
村（河南博爱县境内）陈维精处学习小车牛
肉老汤面制作工艺后带到兰州，经陈氏后
人陈和声、回族厨人马保子等人的创新、改
良后，以“一清（汤）、二白（萝卜）、三绿（香
菜蒜苗）、四红（辣子）、五黄（面条黄亮）”统
一了兰州牛肉面的标准。

但当时并没有媒体对苏寨陈家后人这
一脉络进行详细挖掘和采访，由于当年信
息不通畅等原因，兰州的陈家后人也未出
现在人们面前。

2014年，《河南商报》《焦作晚报》对兰
州牛肉面发源于焦作博爱苏寨一事进行挖
掘报道时，根据苏寨陈氏家谱印证了陈维
精、陈和声这一脉传承。相关新闻报道后，
文章通过网络传到兰州，引出了陈维精六
代孙陈九如老先生。甘肃、河南，兰州、焦
作，两地双方陈氏后人通过家谱、前人书信
等相关证据，形成了一个完整清晰的传承
脉络，并最终促成了陈九如当年回到老家，
将陈家牛肉面及马家大爷品牌带回焦作，
在兰州牛肉面发源地再现了200多年前那
碗面的味道。

相隔30年后的家谱修订，将兰州等各
地陈氏后人续修进家谱，将有关牛肉面传
承的相关资料及挖掘出的几通碑碑文补充
完善进家谱，并进行公证，这无疑在焦作地
方餐饮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作好传承 创新发展

做好保护传承工作，在挖掘的基础上
更好地把产业做好，做成焦作的一张靓丽
名片。

4月4日上午，在博爱沁园春大酒店举
办的一场陈家牛肉面非遗传承和地方餐饮
文化座谈会上，与会人员达成一致的共识。

当天参会人员包括市县文旅部门有关
负责人、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负责人及社
会文化名人等。会上共同研究了这段厚重
的历史，分析了这碗面背后的文化现象，对
如何进一步保护好这种文化，促进焦作当
地餐饮行业发展进行了探讨。

相对于发源地，青海、兰州对牛肉面文
化的保护开发值得我们借鉴。

青海化隆为了加强品牌保护，于2004
年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登记了化隆牛肉拉
面商标，并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将牛肉拉面店开遍全国。

据了解，甘肃也已经在成功将兰州牛
肉面晋级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同时，由甘肃
省政协办公厅提出将《兰州牛肉拉面产业
发展条例》列入立法规划的立法建议，目前
已列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2023年度立法
工作计划调研项目，将由相关部门和单位
抓紧推进立法调研、论证、起草等工作。

而早在2018年，甘肃省就出台了《关
于促进兰州牛肉拉面产业发展的意见》，提
出大力实施品牌战略，不断壮大兰州牛肉
拉面品牌集群，促进集团化、规模化发展。
2019年，兰州市出台《兰州牛肉拉面提升
发展质量行动实施方案》，拿出真金白银鼓
励兰州牛肉拉面品牌企业走出兰州。

据2020年西北民族大学易览大数据产
业研发中心发布的一份《兰州牛肉面大数据
报告》显示，兰州市区705条道路中，有453
条道路上开了兰州牛肉面店，占比达
64.3%。作为与沙县小吃、黄焖鸡米饭齐名
的中式三大快餐，兰州牛肉面已遍布世界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面馆超过50万家，年
销售额粗略估计超过4000亿元。

数据显示，近些年，兰州牛肉面行业出
现的品牌商家纷纷在全国多地开了分店。

其中扩张速度最快的是2013年进入北京
的东方宫，仅用两年时间就开了105家分
店。此外，来自上海的兰州牛肉面品牌马
记永、陈香贵、张拉拉也都在2021年先后
完成了融资。其中，红杉资本为马记永递
出了10亿元以上估值的投资意向书；陈香
贵的估值也有将近10亿元，规模稍小的张
拉拉估值则为3.9亿元。

此次甘肃省政协办公厅提出将《兰州
牛肉拉面产业发展条例》列入立法规划，出
发点也是因为目前甘肃省还未形成比较统
一的牛肉拉面质量、技术、标准体系，生产、
加工、经营、服务等环节服务质量都缺乏法
制保障，亟待通过制定牛肉拉面产业发展
的专门法规，保障和推动兰州牛肉拉面产
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有专家认为，作为有文化、有内涵的怀
府地方菜品，政府可以通过支持单个优质
品牌企业形成规模化发展、以企业品牌带
动用户认知的方式更为可行。与此同时，
在推动品牌企业规模化发展的同时，分析
研究博爱清化美食在焦作市、河南省的影
响与地位，打造属于焦作的餐饮文化品牌，
进一步促进地方餐饮行业建设，推动当地
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事业发展。

“众鸟高飞尽，贵子独去远。豆蔻年华
和，身强余百倍。春风草木香，当归怀庆
府。新绿欲涌，丁香初开，花香叶茂，碧波
涟漪，百里林草果然繁盛芳香。路远难行，
高山奈何？汝等避草寇而返苏寨。车前着
吉服马卦红袍，夜宿八角楼，晨饮胡荽汤。
马良将行千里，遍地黄花时至，司碧玉书联
水席相敬：月山姜汤茴香豆，烹肉扣碗贵老
忙。橫披垒灶。”

当年陈维精一封暗藏秘方却又饱含深
情的《维精送子位林孙和声西行手记》家
书，道出了牛肉面传承“路远难行”的艰辛，
但山高又奈何，相信这碗传承了200多年
的美味，一定会在发源之地再绽芳香。

图① 座谈会现场，市餐饮与住宿行
业协会会长和金贵（右三）在讲话。

图② 座谈会上，陈九如（中）在介绍
陈家牛肉面。

图③ 与会人员参观陈家老宅。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非遗传承与地方餐饮文化发展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最近两天，在焦作餐

饮界有两件事情引起了许多人

的关注，多年后回头再看，人们

会发现这两件事情意义重大。

一件是 4 月 4 日在博爱沁

园春大酒店举行的非遗传承与

地方餐饮文化座谈会，一件是4

月5日上午在博爱县苏寨村陈

家祠堂举行的陈氏家谱续修请

谱大典。

①① ②②

③③

2023年4月7日 星期五 编辑 史 凯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王金伟 组版 常 琳 新闻报料：3909990

AA0202

庆祝庆祝《《焦作日报焦作日报》》复刊复刊4040周年特刊周年特刊

一朝相知 一生相守
——乔国立与《焦作日报》的深情互动

本报记者 朱颖江

乔竹梅：

晚报实现了我的梦想
本报记者 王 冰

刘松梅：

我与日报的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 王 冰

34年，1万多个看似平凡的日子，有《焦作日
报》在，就有不一样的精彩，就有不一样的故事。

1989年的春天，焦作市第十五中学英语教师
乔国立从课堂“转场”，调任中站区委宣传部当新
闻干事，负责办《中站报》。

专程到焦作日报社学习的乔国立，把这里当
成了他又一个“课堂”。清晨相约采访的身影中
有他，黄昏组稿画版的身影中有他，深夜认真校
对的身影中还有他……频频奔波于两级党报之
间的乔国立，把中站区到主城区之间10公里的道
路，变成了自己与报社的结缘之路，也变成了他
结识报社朋友、提升新闻业务的学习之路。

34年时光匆匆过去，如今已是市纪委监察委
派驻市检察院纪检监察组组长、市检察院党组成
员、检察委员会委员、一级调研员的乔国立，至今
难以忘记他与报社编辑、记者结下的真挚友谊，
更难以忘记他的深度采访成为铅字之后，在新闻
纸上闪耀出的智慧光茫。

4月3日，春和景明,面对为了《焦作日报》复
刊40周年特刊而来访的记者，乔国立似乎走进了
一张又一张散发着油墨香的老报纸之中，他的娓
娓讲述，每一句都蕴含着他与新闻事业不一样的
情愫。

“好新闻是悟出来的。”
这样的感悟，源自于乔国立在中站区委办公

室的一段工作经历。当时担任区委书记秘书的
他，站位不一样，视野不一样，出手不一样。在学
思践悟中，他与《焦作日报》记者吉勇合作撰写出
《搬掉“铁交椅”企业添活力 中站区属企业开始
出现生机》一文，成为当年“两会”的新闻爆点。

“好新闻是聊出来的。”
这样的感悟，源自于乔国立担任山阳区人民

法院办公室副主任，主抓宣传工作的经历。乔国
立说，到山阳区人民法院工作之后，每天都特别
忙。一次，《焦作日报》记者唐子军到法院采访，
随口问他每天都忙什么。“基层法院案件多，工作
也多，每天下班办公室里还坐满了人，大家都在
加班。”乔国立的话引起了唐子军的兴趣，他们就
这个“忙”字聊了起来，聊出了一组《走入法官生
活》的系列报道。

“好新闻也是跑出来的。”

带着对法官生活的思考，乔国立深入一线观
摩法官办案、了解干警生活，以记者的视角深挖
案件背后的线索，以编辑的思维组织稿件的撰
写，以读者的身份感悟文章带来的启示，通过系
列报道生动展现了4名基层法官的日常工作。

看到报道，群众心中的法官形象不再是冷冰
冰的，而是有血有肉、有喜有怒的人。

他在成就好新闻的同时，开始让好新闻成就
工作。

“在温县法院工作期间，青年法官‘导师制’
的原创先进经验登上《焦作日报》，经省级、国家
级媒体转载，被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全国法院集中
学习，并写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
报告（2009年）》……”

由温县而北京，由小报而大报，由《焦作日
报》挖掘提炼后首发原发的一系列先进经验，开
始频频出彩——

青年法官“导师制”、和谐调解“三种机制
六种模式”“小板凳法庭”“小黑板”告知书……善
思善悟、能跑能写的乔国立与报纸互动，成就了
一个又一个新闻“爆款”，也成就了一个又一个可
以推广的工作机制。

2011年12月，乔国立任市中级人民法院党
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他提出“登大报、上头条、创
刊设栏”的举措，打造了《焦作日报·法苑》专刊，
给广大人民群众打开了一扇了解司法、感受司
法、参与司法、监督司法、支持司法的窗口。

复刊40年，《焦作日报》已非一“纸”，融媒体
矩阵正融合发力。乔国立与《焦作日报》的互动
也由翻阅变成了“赞、评、转”。一朝相知，一生相
守。乔国立说，阅读的形式在变，他与《焦作日
报》一生一世的相守，永不会变。

退休前，她每天与各类报纸打
交道。阅读时，看着报纸上洋洋洒
洒的文字，她心里除了佩服那些撰
稿人和记者的文笔外，还有一分羡
慕，一丝梦想……退休后，她笔耕
不辍，实现了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的梦想。

乔竹梅是《焦作日报》老年记
者团的资深记者，在单位工作的那
些年，她几乎天天看报，她说：“那
时候报刊是引导社会舆论、大众传
播的重要载体。经常看《人民日
报》《河南日报》《参考消息》《焦作
日报》《焦作晚报》等各种报纸。”

那时候，因为工作忙，在报纸上
发表文章的梦想被乔竹梅深深埋在
心底。直到有一次聚会上，她看到
了久别的农友和战友，难掩内心的
澎湃，一气呵成，写了一篇《忆我知
青年华》。这篇文章得到了网友的
一致褒奖，写作兴趣一发不可收拾，

并发表在各大网络平台上。不久，
她加入了焦作日报社主办的老年记
者培训班。

在这里，乔竹梅系统学习了写
作技能和写作技巧以及诗歌、散文、
纪实等不同文体的写作手法，还与
大家一起去采风，以扩展视野。终
于，她写的文章刊登在了《焦作晚
报》上。手捧报纸，闻着那一缕油墨
香，让她感到非常开心和无比荣光。

上图 乔竹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采访老年记者刘松梅时，她
话语间不时会流露出对焦作和
《焦作日报》的真情实感：“焦作是
我的第二故乡，当年因为《焦作日
报》，我才来到了这个城市。”

上世纪80年代初，刘松梅还
在老家村办中学教英语，急需英
语学习资料。当时她在焦作工作
的男友、现在的老伴儿寄来一本
《实用英语》。“我记得书是用半张
《焦作日报》包的书皮。报纸上一
篇关于焦作市未来宏伟蓝图的报

道吸引了我，也让我原本摇摆不
定的心稳定下来，决定答应和他
组成家庭。”刘松梅说。

刚来焦作时一切都是陌生
的，在无所适从的时候，刘松梅就
看《焦作日报》打发时间,从此她与
《焦作日报》结下了不解之缘。

退休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得
知焦作日报社成立了老年记者团，
刘松梅第二天就办理了入团手续，
成了老年记者团早期成员。

随着刘松梅的写作水平不断
提高，她写的游记、人生感悟、乡
愁记忆等不断见诸报端，圆了自
己的写作梦。

“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
老年记者团这个大家庭，在这里
寻找快乐，让我们的晚年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刘松梅说。

左上图 刘松梅。
本报记者 王 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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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国立在阅读
《焦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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