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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焦作》

本报讯（记者陈东明）在传承中敢于创
新，在创新中坚守味道。日前，记者在“马
家大爷”采访时听到反映最多的一句话就
是：“吃的就是这个味儿！”

2014年，兰州牛肉拉面源自于焦作市
博爱县苏寨村的历史被挖掘报道，陈维精
第九代孙陈九如回到家乡，并将家传秘方
带回焦作，使兰州最知名的牛肉面品牌“马
家大爷”在消失餐饮江湖多年后在怀川大
地重新复出，发展成为焦作本地一个知名
餐饮品牌。

多年来，在做好牛肉面这道200多年
传统美味的同时，“马家大爷”没有故步自
封，为了不断推陈出新，在坚守传承的同
时，积极挖掘本地特色美食，创新制作工
艺，将民间风味不断整合到酒店宴席上，在
保持传统特色的基础上，突出地方特色餐
饮文化和特点，打造出更加适合现代饮食
习惯和科学膳食理念的传统地方特色菜
肴，成为市民喜爱的地方特色餐饮门店。

记者在“马家大爷”看到，大到博爱水
席这样的宴席，小到博爱丸子、凉粉、咕噜
麻糖等这样的风味小吃，经过整理创新研
发，在不失风味特色的情况下，都成为“马
家大爷”的经典菜品，让人们在品尝传统风
味的同时，感受到地方传统餐饮文化深厚
和丰富的内涵。

“我们在不断挖掘整理地方特色风味
的同时，还结合现代饮食习惯和膳食理念，
研发创新菜肴，让地方美味焕发更强的生
命力。”“马家大爷”店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马家大爷”最近推出的中式
汉堡和洛馍卷以及小碗菜都是结合焦作地
方传统饮食习惯研发出的新口味，既有现
代饮食特色，又在食材选择上体现了传统
的健康理念，口味和制作工艺上又体现出
传承与创新，让老饕在品尝传统地方风味
的同时，感受到现代时尚健康饮食理念，受
到消费者的欢迎和点赞。

“在这里吃饭，不仅能尝到传统的清汤

牛肉面，还能吃到各种具有焦作特色风味
的菜肴，特别是没想到一些风味小吃成了
这里的精美菜肴。”在“马家大爷”人民路
店，一位领着外地朋友就餐的食客表示，外
地朋友来焦作，他都会请他们到“马家大
爷”吃上一顿，让他们体验一下焦作的地方
特色饮食，感受一下怀府地方传统餐饮文
化。

图① 诱人的中式汉堡。
图② 传统风味的新式卷饼。
图③ 精美的小碗菜。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吃的就是这个味儿！”
“马家大爷”传承创新中坚守怀府特色味道受欢迎

如果火锅是一群人的狂欢，那么砂锅
就是一个人的盛宴，尤其是在这天气转冷
的季节里，来一份钟爱的砂锅、一份小菜、
一壶小酒，更是别有一番滋味。

在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待王，有一家
名为永喜的砂锅店，世代执着于砂锅烹饪
技艺的传承和发扬，因其用料考究、做法独
特、色香味美、营养丰富而远近闻名。

11月7日中午，记者来到位于马村区
待王街道附近的永喜砂锅店采访，此时，店
里忙得不亦乐乎。店主苗红艳说，永喜砂
锅店是由其丈夫的爷爷陈大功创立于待王
镇，自1915年开创已历经陈高德、陈永喜
三代传承。百年来，三代人坚守传统烹饪
技艺，不断钻研食补之法，改进秘制配方，
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砂锅烹饪技艺，传达出
美食与养生的微妙连结。

公元前1047年，武王伐纣，路经待王，
待王百姓箪食壶浆迎武王。从此，“待王”闻
名天下。相传，其中便有一道美食——砂
锅，这或许是关于待王砂锅的最早传说。

而许多人更认可待王砂锅起源于明清
时期，它是“茶马古道”上晋商、怀商等商贾
心中一道不可多得的美食。

待王历来是黄河北岸的交通要道和商
业重镇。明清时期，随着怀商、晋商的崛起，待
王也越来越热闹了。商人们在此聚集，形成了
汇聚南北特色的饮食，待王砂锅名列其中。

悠久的历史渊源，为永喜砂锅增添了
独有的文化气息和底蕴。

待王永喜砂锅坚持用时间去淬炼美
味，其做法颇有讲究：主要以炖、煮为主，经
过精心选材、分切称重、秘制配料、大火炖
沸、文火慢煨等10余道工序，制作时长最
多达7个小时，出锅前再放入葱花、香菜等
提味增鲜，一道集美味、营养与艺术于一体
的砂锅便完美呈现。

具体来讲，永喜砂锅分为荤、素两大
类，荤类砂锅的招牌菜当属健腐肉砂锅。

除了健腐肉砂锅，小酥肉、月牙骨和素什锦
等砂锅同样备受欢迎。其中素什锦砂锅选
材非常独特，包含有香菇、杏鲍菇、白玉菇
和腐竹等，炖好后汤汁浓白、鲜香味美，可
谓是养生佳品。

一份砂锅一碗米，永喜砂锅的主食——
大米也独具特色。其精选优质的东北大米，
将米淘洗干净后分装入耐高温砂碗中，先
用大火蒸，八成熟后改用文火焖10分钟即
可。热气腾腾的米饭，浇入砂锅汤汁，香气
扑鼻，吃一口丝丝醇香萦绕在舌尖，回味无
穷。

待王永喜砂锅坚持用心做好每一份砂
锅，经过百年传承发展，已由街巷小吃变为
马村区乃至焦作市的品牌名吃，因具有重要
的历史、文化、艺术等价值，待王永喜砂锅于
2018年被马村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20年，待王永喜
砂锅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1年，其被评为“怀川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作为待王永喜砂锅第三代传承人的
陈永喜，不但继承延续了砂锅烹饪技艺，也
一直注重传承人的培育和教授，致力将此技
艺发扬光大，积极探索非遗传承、发展新模
式。

今年年初以来，马村区委、区政府利用
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陈永喜把
握机遇，在区委、区政府和街道办事处的支
持下，投资200余万元打造永喜砂锅预制菜
车间。

“产品制成后将采用太空铝盒包装，保
质期延长至180天。”陈永喜向记者介绍，他
们将依托电商直播平台，采取“线上+线下”
双渠道的营销方式，将产品用顺丰冷链销往
全国各地，让马村非遗美食“香飘出圈”。

图① 厨师在炖煮砂锅。
图② 健腐肉砂锅。
图③ 正在炖煮的各类砂锅。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待王永喜砂锅：百年砂锅三代人的传承
本报记者 齐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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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改玲

国家一级图书馆：

11月1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文化和旅游部关于第七次全国县级以上公

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上等级馆名单的公示》，焦作市图书馆、沁阳市图书馆、修武县图书

馆再次被认定为国家一级图书馆。记者采访得知，这些国家一级图书馆传承与发展

并重、颜值与实力并存。它们守正创新，传承文明，担当起服务社会的使命与责任。

如今，这些国家一级图书馆已成为新晋打卡地。

“

文化场馆新业态：图书馆奇妙夜

图书馆里不仅能借书、还书、读书，还可以露营、
住宿。市图书馆“奇妙夜”活动今年出圈、出彩。

“随着读者的阅读需求日趋多元，能够引发人们
共鸣的沉浸式、交互式、嵌入式的阅读新模式，越来
越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焦作市图书馆馆长
吴保成说。

为适应社会的发展和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该
馆在文旅深度融合中，以倡导全民阅读为己任，不断
探索并开展主题鲜明的新型阅读推广活动，为阅读
注入新的时代活力，让图书馆的读书活动掀开了崭
新的一页。

“背着行囊住焦图”是焦作市图书馆今年创新性
开展的图书馆奇妙夜活动。该活动以“新、奇、探、
寻、阅”为亮点，极大地丰富了夜间到馆读者的阅读
体验和文化生活，是图书馆探索文旅深度融合、打造
公共文化场馆夜间服务新模式的一次有益尝试。5
期活动中，每期围绕不同主题，寓教于乐，将读绘本、
做手工、玩游戏、寻宝藏、住帐篷等活动进行融合，读
者以家庭为单位共同参与，沉浸式体验阅读的魅力，
共同度过了愉快温馨的亲子时光，让阅读的种子潜
移默化地深植于孩子心中。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图书馆成为“行”的最佳平
台之一。

为了让读者在“知”与“行”中体验浓浓的书香氛
围，焦作市图书馆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
式，深入开展内容丰富的系列主题研学活动。在“书
香带你去旅行”活动中，与读者一起走进李商隐文化
主题公园、韩愈陵园、老家莫沟、云上院子等文化场
馆、文物遗迹、民俗景区，通过聆听、诵读、分享等方

式，使读者亲身感受文化魅力，培养读者发现文化之
美、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能力，实
现以文化人、实践育人的目的。

活字印刷、植物拓染、绘本剧演绎、经典诵
读……主题鲜明的沉浸式研学活动，同样受到读者
的追捧，暑期43场研学活动共吸引3200余名读者
参与。

吴保成表示，下一步，焦作市图书馆将继续深
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积极开展“讲好焦作故事”文
旅宣讲活动，引导广大群众认识和感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魅力。同时，拓展“奇妙夜”和“书香带你
去旅行”活动内容和形式，把阅读与夜宿、书香与旅
游相结合，让沉浸式、嵌入式阅读模式常态化，不断
打造文化场馆服务新业态。

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图书馆

博尔赫斯说过：“这个世上如果真的有天堂，那
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一座独特的图书馆涵养着一
个城市的气质，沁阳市图书馆就是这样一座图书
馆。该馆面积6000余平方米，馆藏30余万册图书，
外在形式“美”、功能服务“好”、理念模式“新”，以“阅
读+颜值”“阅读+内涵”“阅读+情怀”的不断延伸，为
市民打造一座没有围墙的图书馆。

侧耳青山，书声琅琅。
每日6时，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升起时，沁阳市的

滨河公园、怀府广场、朱载堉广场就浸染在朗朗书声
中。每个读书点有上百个家庭参与，只见大家手捧
《论语》，在优秀志愿者宋立体、李利霞、华珊等人的
带领下，认真朗读、细心品味，用琅琅读书声唤醒了
怀川大地美好的一天。

“这是由沁阳市图书馆与‘书香沁阳志愿者联

盟’组织的读书活动，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分组轮
流值班，负责签到、诵读篇目、活动主持、领读宣讲、
后勤保障等工作。活动分为老师领读、大家齐读、学
生领读、老师讲解4个环节，力求循序渐进、掌握领
会，在潜移默化中让阅读成为全民好习惯。”沁阳市
阅读爱好者阮芃霄说，“晚上诵读地点在沁阳市图书
馆报告厅，该馆还会根据活动参与情况，对表现优异
的诵读者给予奖励。”

“书香沁阳·经典诵读”晨读晚诵活动已成为引
领社会大众“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风尚的阅
读品牌，在省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展示交流活动
中摘得一等奖。全民阅读东风起，书香四溢荡怀川。

为倡导辖区群众多读书、读好书，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让书香飘得更远，沁阳市图书馆持续推进总
分馆制建设，建立了覆盖全市的文献信息服务、文献
资源共建、共享服务网络，形成“1个总馆+14个分
馆+16个馆外服务点+1个24小时智能图书馆”的公
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每个分馆及服务点自助饮水等
设备健全、无线全覆盖，成为全民阅读的首选地。

同时，该馆不断拓展服务范围，将触角延伸到社
区、景区、企业、校园、机关等，使公共文化服务深入
基层群众。

沁阳市图书馆负责人白玉莲认为，时时处处的
小空间都是阅读学习的大阵地，要让阅读的阵地有
温度和内涵，就需要打造一个没有围墙的图书馆，以
脚丈量、用爱传递，以阅读点亮智慧，以书香润泽心
灵。

据了解，今年年初以来，该馆打造了企业书房、
馆外书房、学校书房、超市书房等，把阅读送到群众
的身边。

以颜值为增量、以服务为引领、以情怀为延伸，
沁阳市图书馆融合图书借阅、艺术展览、文化沙龙、
文创生产、非遗展示、研学推介等服务于一体的文化
服务模式，打造了沁阳市馆外阅读集群，延伸了公共
文化服务阵地，增强了阅读服务效能。

创新推广方式，打响少儿阅读品牌

少儿是阅读的主力军，修武县图书馆创新推广
方式，打响少儿阅读品牌。

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修武县图书馆总馆和各
分馆联动发展，共同探索和培育阅读品牌项目，其中
包括一系列受读者喜爱的少儿阅读品牌；推出“童心
悦绘”“国学经典诵读”“手作时光”三个品牌活动，分
别从绘本阅读、书本朗读和手工制作三个方面进行
少儿阅读推广，主题鲜明，针对性强。这些活动不仅
培养了少儿的阅读习惯，也增进了家长和孩子的情
感交流，让大家爱上阅读。

拓宽阅读服务，开展全民阅读“书香七进”活
动。修武县图书馆紧紧围绕每年的全民阅读工作总
体要求，开展“书香七进”活动。该馆与乡镇分馆、农
家书屋、流动服务点合作，开展服务进社区、进景区、
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军营、进工地、进家庭、进
特殊人群等多种主题阅读活动。

把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文化数字资源服务
与推广作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强面向农民、
进城务工人员、老年人、未成年人、低收入人群、残障
人群等的图书馆服务，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高效、普
惠均等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
文化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读书活动丰富
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有力地推动了修武县精神
文明建设。

随着焦作这些图书馆知晓度、美誉度不断提升，
相信会有更多人走进图书馆，也必将为中华民族文
化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图① 志愿者在焦作市图书馆整理图书。 （本报资料图片）
图② 读者在沁阳市图书馆翻阅图书。 （图片由沁阳市图书馆提供）
图③ 焦作市图书馆备受市民欢迎。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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