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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
民族的生生不息，靠的是各民
族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同舟共
济的民族大团结，而这一碗面，
200多年来，承载着无私大爱，
在相隔几千里的两地之间、不
同民族之间，搭起了一座友谊
之桥，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一年
又一年……

日前，《人民政协报》以《兰
州牛肉面——各民族共享“味
觉”的故事》为题对兰州牛肉面
的历史传承进行了报道，文中
指出：从兰州牛肉面发展历史
看，清嘉庆年间，河南省怀庆府
清化镇陈维精把牛肉面制作技
艺传给东乡族马六七是我国历
史上民族团结的典范。兰州牛
肉面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不同理念、不同
民族的碰撞和融合，是彰显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部分。

恰逢陈维精六世孙陈九如
再返焦作，记者前往进行了采
访。

民族大融合的最好见证

自2014年兰州牛肉面源
自河南焦作博爱苏寨的这段历
史被挖掘报道出来后，这段历
经200多年的文化传承迅速传
遍了国内外。而深挖这段传承
的细节，人们会发现，牛肉面
20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民
族团结史，是中华民族不同地
域、不同文化、不同理念、不同
民族碰撞之后的大融合，也是
我们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最好见
证。

兰州牛肉面创始人陈维精
的家乡位于“三百里怀川”的河
南省怀庆府清化镇苏寨村，北
依太行，南临黄河，最适宜怀菊
花、怀山药、怀地黄、怀牛膝、怀
姜等药材和苏寨萝卜的生长，
这些丰富的药材和食材，成就
了驰名中外的兰州牛肉面。

清嘉庆年间，享有“怀庆食
圣”美誉的兰州牛肉面创始人
陈家十三世祖陈维精在北京国
子监读书期间，把陈家祖辈牛
肉面的制作技术传给了家境贫
寒的东乡族同窗马六七，后来
马六七把牛肉面制作技艺带入
兰州，开了史上第一家兰州牛
肉面馆——马家大爷。

兰州牛肉面的发源地博爱
县回汉民杂居，前、后莎庄村村
民自古以来以屠宰、加工牛羊
肉为生，离陈维精居住的苏寨
村不远的大新庄村是回汉民族
杂居村，近600年以来重视民
族团结，回汉民族互相尊重，亲
如一家。自明代两个村庄结为

“社亲”以来，两村堪称村街互
助的楷模、民族团结的典范。

“邘新社亲”被国务院多次表
彰，还被河南省政府授予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由此

可见，博爱县历史上就是民族
团结的典范。

乾隆年间，陈维精祖父陈
可大、父亲陈广学，因加工小
车牛肉及牛肉面经常与当地
大新庄、莎庄村屠户有买卖来
往。因此，陈家与当地的回族
朋友也结下了深厚友谊，200
多年来，陈家八代人为兰州牛
肉面的传承和民族团结作出
了贡献。

同治年间，因战乱兰州牛
肉面传承中断。光绪年间，陈
维精受兰州阁老之邀，派儿子
陈位林携孙子陈和声前去兰州
规范牛肉面厨艺，探访好友五
泉书院的山长。为了牢记牛肉
面调料配方，陈维精以家书嘱
托儿孙平安回家的形式，把牛
肉面的23种调味料巧妙镶嵌
在题为《春草》的家书中，让陈
家后人代代相传。陈维精之子
陈位林也参照老父亲的方法，
把家传卤牛肉的配方嵌进了
《苏寨赋》这首诗里，朗朗上口，
便于子孙后代记忆，世代流传。

陈家几代传承牛肉面的事
在兰州被传为美谈。后来的五
泉书院山长为了让这段佳话永
留青史，亲自撰文勒石：“兰州
牛肉面系清嘉庆年间，东乡族
马六七从怀庆府清化人陈维精
处学成并带入兰州。经后人陈
和声、马宝仔（回族，海南三亚
人）以‘一清二白三绿四红五
香’，规范了牛肉面的标准。”

而陈家六代人在200多年
间，不为名利，潜心传播推广中
华餐饮文化，不仅见证了200
多年的历史变迁，还促进了民
族融合和牛肉面成为天下第一
面，其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执着
和高度及工匠精神，也堪称楷
模。

促进经济建设的智慧钥匙

在200多年的发展史上，
牛肉面不仅成为加深各族人民
融合的一座桥梁，还成为繁荣

当地经济、助推脱贫致富的金
钥匙。

据兰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
田修武介绍，早在20世纪 80
年代初期，兰州市政府推行“早
餐工程”时，兰州牛肉面创始人
陈维精的五世孙陈万通（时任
甘肃省卫生防疫站站长）向兰
州市政府推荐将牛肉面等例为
市民的营养早餐品种。市政府
采纳了陈万通的意见，把兰州
牛肉面作为首选的营养早餐工
程来推广，这为日后兰州牛肉
面在兰州大面积推开、走向全
国全世界成为中华第一面打下
了坚实基础。现在兰州市面上
的牛肉面馆有2000多家，绝大
多数是少数民族兄弟在经营。

而牛肉面传入兰州后，不
但后世不断发展壮大，还带动
了青海民众脱贫致富。20世
纪80年代，在青海当地政府的
大力扶持下，青海东部农区的
农民，纷纷走出贫瘠大山，亲帮
亲、邻帮邻，开牛肉面馆谋出
路。

据中国新闻网 2021 年 7
月6日的报道显示：目前，青海
约18.7万名牛肉面从业者在省
内外经营牛肉面店超3万家，
国外开店500多家，“牛肉面经
济”年经营性收入180亿元，青
海牛肉面已成为引领民众脱贫
的“致富面”、促进社会稳定的

“和谐面”、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的“幸福面”、提升生活品质的

“小康面”，对当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脱贫攻坚发挥了重要
支撑作用。

2014年，《河南商报》《焦
作日报》《焦作晚报》关于兰州
牛肉面源于博爱系列挖掘报道
推出后，迅速被国内外多家报
社、电视等新闻媒体报道，引发
了全国及世界各大新闻媒体转
载和讨论，上亿人的参与。《人
民日报》、新华社等也多次撰文
报道兰州牛肉面的传承。

2018年 12月 19日《人民
日报》关于兰州牛肉面的一篇

题目为《从一碗面，看40年变
迁》的报道更是引起了国家媒
体的高度重视，央视、央广、新
华社及国内外200多家新闻媒
体争相报道和转载，在国内外
引起巨大反响。

文章以小见大，从一碗兰
州牛肉面中展现了中国改革开
放40年的巨大成就。《人民日
报》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一碗牛肉面帮助甘肃、青海
的许多百姓走出大山，摆脱贫
困，融入城市。据统计，甘肃兰
州、青海海东市化隆县等地百
姓在全国开设的牛肉面馆有数
万家，从业者更是数以十万计，
闯了路子、挣了票子、换了脑
子、赢得面子，牛肉面成了老百
姓改变命运的“聚宝盆”。一碗
面帮助青海和甘肃的几十万回
族、汉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
族等群众摆脱了贫困。

《人民日报》的文中写道：
“其实，这碗面本就有丰富的文
化内涵，是亟待开发的富矿。
有200多年历史的牛肉面，伴
随城镇化进程走向全国，香飘
神州，丰富了全国食谱。牛肉
面传入西北前，传承自河南陈
维精家族。该家族原本就是中
医世家、厨艺高手，熬一锅牛肉
汤需要20多种中草药。博大
精深的中医文化、养生之道，也
融合在一碗面汤里。中国饮食
文化中有的是连绵不断的柔性
力量，破解消费升级的密码，传
统文化不失为一把金钥匙。”这
段话画龙点睛地给了我们挖掘
整理及传承中国饮食文化的一
把金钥匙。

陈家热衷于公益事业，苏
寨村现存的碑刻上都有记载。
而陈维精家族传承的牛肉面是
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精髓，这也
是留给后人的丰富文化财富和
巨大经济财富，具有不可估量
的无形资产价值。

兰州牛肉面系列只是陈维
精留存餐饮文化中极小一部
分，而这些恰恰是重要的无形
资产，它是各族人民多少代人
用血汗甚至生命支撑、经营、捍
卫下来的宝贵财富，也为促进
区域性经济发展、市场繁荣、社
会进步、民族团结发挥了积极
作用。

“兰州牛肉面在历史的发
展中因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
精神逐渐成为各民族共享的文
化符号。”《人民政协报》文章指
出，凝聚了各族人民的聪明智
慧，承载了各族人民在其特有
的文化场域、不同历史时期形
成的民风民俗、社会生活方式
和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团结
的和睦基石。

左上图 陈维精六世孙陈
九如。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日前，《人民政协报》以《兰州牛肉面——各民族共享“味觉”的故事》为题，对兰

州牛肉面的历史传承进行报道，指出一碗面200多年的变迁——

见证民族之情 彰显民族大爱
本报记者 陈东明

2023年12月1日 星期五 编辑 马允安 版式 从华杰 校对 王金伟 组版 王翠翠 新闻报料：3909990

A02

“五星”支部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耀怀川
本报记者 杜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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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中站区龙洞街道
武 钢 社 区 主 题 公 园 环 境 优
美。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图② 修武县王屯乡新
庄 村 大 力 发 展 特 色 大 枣 产
业。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图③ 山阳区艺新街道
成丰路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居民在志愿者之家兑换商
品。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图④ 马村区武王街道

秦庄村，环境优美的村口一
角。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图⑤ 修武县五里源乡

西水寨村网格员对村民进行
反电信诈骗宣传，手把手教村
民用手机安装反诈APP，筑牢

“平安法治星”。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图⑥ 山阳区中星街道

李贵作村打造田园综合体，建
设以采摘娱乐、游玩休闲的自
然农家文化观光园。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图⑦ 村民在修武县郇

封镇大位村“网红”党建综合
体内玩耍。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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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御坝黄河文化研学
营地项目，武陟县嘉应观镇御
坝村通过研学营地向村内扩
展，带动农户就业增收。

马村区武王街道东孔庄
村，空闲宅院等通过改造成为
文化健身主题公园，吸粉”无
数。

山阳区太行街道阳光社
区运用“党群360工作法”，协
调解决了老旧楼院的供暖问
题……

放眼焦作，如今一个个走
向更加幸福和谐的村庄、社
区，正成为怀川大地上崭新的
名片。百姓的幸福路径，在

“五星”支部创建中不断向前
方延伸。

自“五星”支部创建工作
开展以来，我市坚持建机制、
强考评、搭平台、聚合力、让乡
村党建质量整体提升、城市基
层治理系统增效、群众获得感
成色更足。

今年年初以来，“五星”支
部创建更是持续发力。我市
建立“书记抓总、常委领星、部
门包星、基层创星”的责任体
系，抽调担任过乡镇党委书记
的市直部门县级干部、县乡村
各级骨干等组建创建工作调
研指导员和信息宣传员“两支
队伍”，不间断到乡入村开展
督导暗访和政策宣讲，帮助乡
村干部提升思想认识、增强创

“星”本领。
先后组织开展三次全市

“五星”支部创建季度拉练观
摩，定期召开全市“五星”支部
创建专班推进会。各创“星”
专班牵头单位和县（市、区）互
相交流经验，剖析问题，安排
部署工作。

摘“星”夺旗热潮涌动。
各县（市、区）坚持从全局上谋
势、在关键处落子，注重因地
制宜、精准施策——

孟州市创新开展“头雁工
作室”培育工作，推动形成一
批履职能力强、服务本领高、
示范带动好的“头雁”，以“头
雁”超强战斗力构建“五星”争
辉大格局。

温县积极探索村级党组
织领办合作社发展路径，创新

建立农户“绑定”合作社、合作
社“绑定”龙头企业，把小农户
带入大市场的“双绑”机制，强
力推进产业发展。

高新区以“产业先行、教
育先行、创新先行、机制先行、
保障先行”为抓手，牢固树立
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
向，“十抓”常态化，推动“五
星”支部创建标准化。

解放区从基层治理难点、
堵点着手，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积极探索智慧化网格化运
作，充分整合辖区企事业单
位、物业服务、居民群众三支
力量，有力统筹各类组织和社
会资源参与到基层治理中。

一幅幅惠民新图景正在
绘就。下一步，全市上下将继
续加压奋进，一步一步推进，
一项一项落实，确保“五星”支
部创建再取佳绩，为乡村振兴
和基层治理赋能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