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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今宵看碧霄，
牵牛织女渡河桥。为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充分挖掘七夕
内涵，倡导勤劳智慧、忠贞爱
情、家庭美满、追求美好的价值
理念，在七夕前后，市文明办等
部门围绕七夕开展了形式多
样、各有特色的文化活动，让人
们在参与活动中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

别开生面“鹊桥会”

在七夕来临之际，我市各地充分挖
掘该节日文化内涵，引导青年树立正确
的婚恋观，满足青年交友需求。

温馨的场地、浪漫的氛围、轻柔的
音乐、香喷喷的糕点……8月10日，焦
作市七夕节青年交友联谊会闪亮登
场。通过个人才艺展示、自我介绍、游
戏等环节，大家从陌生变得熟悉起来。

大胆出击，寻找真爱。一名单身青
年说：“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能聊
得来的、合眼缘的，就是我想找的。”在
现场，一名单身男士说，他除了工作外，
下班后喜欢到公园里去健身、晚上经常
学习。此语一出，这名单身男士就被现
场一名单身女士亮出“终于等到你”的
牌子，两人牵手成功。“他的学习力打动
我了。”这名女士说出了选择他的原因。

“七”待已久，“夕”望是你。我市各
地用真心、真情共同搭起一座座通向爱
情的“鹊桥”，多名单身青年牵手成功。

8月9日，小董乡首届七夕文化节
暨2024年青年联谊活动吸引了100余
名未婚青年欢聚一堂，展示自我、交流
感情、缔结友谊、寻觅知音。看国风婚
礼演绎，领取小董乡老年书法协会成员
现场挥毫泼墨的祝福字画，上台参加相
亲互动活动，让参加联谊活动的大龄青
年放松了自我，敞开了心扉。

8月 10日，孟州市民政局开展了
“爱在七夕 缘定孟州”——集体颁证活
动，为新人送上“第一手”祝福，上好婚
姻“第一课”。通过发放《文明婚嫁倡议
书》、新人代表集体宣誓、集体颁证、婚
事新办承诺墙签名等环节。让新人感
悟铭记婚姻蕴含的责任担当，增强结婚
登记的神圣感和当事人的幸福感，引导
新人树立正确的婚姻观、爱情观、价值
观，为爱“减负”，为幸福“加分”。

移风易俗树新风

马村区九里山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开展“乐在银龄，相伴七夕”主题活
动。该街道九里山社区的6对70岁以
上金婚、银婚老年夫妻现场分享了他们
的爱情故事，用最质朴的语言讲述了他
们的家庭生活和夫妻相处之道，诠释了
爱情的珍视和美满。

沁阳市王曲乡组织青年干部观看
婚嫁新风的典型事例公益宣传片，青年
干部轮流上台，交流观看公益宣传片后
的感想，让大家感受到了婚姻的真谛。

孟州市化工镇在横山文化广场举
办2024年“相约七夕·唱响仲夏夜”移
风易俗活动，现场组织群众及党员干部
学习“孟州市新风二十条”，作出移风易
俗签名承诺。活动现场，红娘联盟成员
为到场青年组织“相约七夕 牵手真爱”
相亲会，向群众宣传证婚倡议海报、优
秀村规民约。

七夕节前后，博爱县鸿昌街道各村
（社区）围绕七夕节传统习俗、良好家
风、健康婚恋观等主题，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活动。九街社区、文化社区组织
开展“抵制高额彩礼，推动移风易俗”
主题讲座13场，金城乡、许良镇
等组织党员志愿者向村民发

放移风易俗宣传册，提倡喜事简办、低
价彩礼、零彩礼，提倡保护环境、家庭
和睦、邻里守望，引导村民破旧立新，
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念，坚决抵制高价彩
礼，自觉遵守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章
程等相关规定，不大操大办，不盲目攀
比，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
立个性现代的婚俗新风。全县发放移
风易俗宣传册2000余份，受益群众3.2
万人。

据市民政局统计，七夕节当天，全
市共有320对新人登记结婚。市民政
局温馨提示所有新人要树立正确的爱
情观、婚恋观、家庭观，抵制高价彩礼、
盲目攀比、大操大办、低俗婚闹等陈规
陋习，以实际行动共树文明新风，让文
明婚育新风走进千家万户。

传统民俗受热捧

七夕是一个美丽温暖的传说、一段
历久弥新的传奇，更是民间文化的经
典。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
萤”。在七夕，团扇手工制作应该是最
应景的文化活动之一。

上色、描绘……七夕，高新区组织
开展干花非遗团扇手工制作活动，国风
雅韵，制“扇”至美。大家用一双双灵巧
的手，亲手描绘上色出一幅幅鲜明生动
的扇面，让艳丽的鲜花、葱翠的枝叶、素
雅的团扇唯美元素相互碰撞，激发了大
家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

孟州市财政局开展以“巧手七夕、
浪漫花情”为主题的插花活动。借花的

“浪漫”“祝福”的寓意，将七夕乞巧与插
花联系到了一起，丰富了干部职工的精
神文化生活，让干部职工真切感受到了
传统节日的内涵与魅力，进一步提升了
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营造了健康文明的节日氛围。

孟州市在化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开展“花好月圆”扇面书法鉴赏活
动。邀请辖区3名书法老师、21名男女
青年参加鉴赏活动。书法老师慧心巧
手，泼墨挥毫，“以字得巧”，展现书法魅
力，书写七夕情怀，传播诗词智慧。

修武县王屯乡开展“我们的节日·
七夕”戏曲专场演出活动，以小舞台来
营造浓厚节日文化氛围。

中站区启心村以剪纸为媒介，开展

了“七夕亮巧手，编织话美好”文明实践
活动，剪纸达人向村民传授剪纸技巧，
将传统文化与传统节日相结合，充分挖
掘了七夕节的深厚文化内涵。

沁阳市组织开展经典诵读活动，
《七夕》《鹊桥仙》《牵牛织女》等一首首
声情并茂的诗词诵读，让大家沉浸在了
爱情诗歌的世界当中，“书写巧字”“穿
针乞巧”等环节更是让大家切身体验了
七夕的传统民俗文化。

七夕节风俗以其美好的情感愿景、
深厚的文化底蕴、唯美的人文意境、通
俗的话语表达，让这个节日深受人们喜
爱。

据统计，今年七夕前后，我市各地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共开展“我
们的节日·七夕”各类主题活动357场，
参与群众16万余人次，各有特色的系列
文化活动，勾勒出一幅幅幸福美满的画
卷。

图① 山阳区在新城街道恩州驿
古街开展“情定七夕 爱在山阳”迎七夕
青年职工联谊活动。

图② 武陟县北郭乡举办“武陟县
2024 黄沁文化旅游节暨北郭丰收采
摘·相亲大会”。

图③ 沁阳市委宣传部开展“神秘
交友 邂逅良人”交友派对活动。

图④ 博爱县开展青年人才交流
会活动。 （市文明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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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焦作》

本报讯（记者齐云霞）如今，在数字化
营销的浪潮中，我市越来越多的餐饮商家
在短视频平台“圈地”经营，通过短视频、直
播形式向观看人群更直观展示特色美食、
菜系更新、就餐环境等，并适时推出丰富的
套餐服务，吸引消费者下单。这不仅为线
下门店打通了线上销售渠道，还与老顾客
重识，并结交了“新朋友”。

近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获客难依
旧是餐饮店最大的“痛点”。到店顾客较
少、门店租金高、人工和原材料成本高等让
餐饮老板头痛不已。于是，越来越多的餐
饮老板着手于“流量”，因为获客已经成了
餐饮商家存活下来的关键。

热气腾腾的火锅、香喷喷的烩面、鲜
香美味的炒菜、各类精致面点的制作过
程……这种随时随地、简便灵活、成本低却
传播速度快的营销方式，促使更多餐饮商
家积极推出创新的网络玩法，在满足消费
者多元需求的同时，不断探索自身营销、经
营的突破口。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大长垣酒店
相关负责人认为，餐饮商家的营销方式不
能只停留在传统的引流方式上，餐饮人唯

有寻找新的获客途径，方能打破瓶颈，赢得
市场。

最近很流行一个段子：自从看了抖音，
想去重庆坐轻轨，想去西安喝摔碗酒，想去
厦门吃冰激凌，想去郑州吃烩面……而现
实生活中，真的有不少人就是这么做的，千
里迢迢跑过去，只为了拍个视频。由此可
见，一个能“拍抖音”的特色餐厅对于顾客
来说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餐饮人拍抖音不是为了当网红，再好
的产品和服务也需要宣传。”赵记烩面堂总
经理赵红霞说，她拍短视频有四五年了，之
前都是分享一些店里的菜品、制作过程和
生活日常。今年，为了加大流量，她选择和
一家制作短视频的团队合作，讲述品牌背
后的故事、征集活动等，并推出了与顾客互
动的优惠活动。

如今，我市很多餐饮商家越来越重视
网络营销手段，并通过在短视频平台发布
优质美食内容，获得了大量精准的客流。
更有不少餐饮老板在注重短视频餐饮文化
运营的同时，还亲自直播，为自家品牌助
力。

通过特色直播玩法，高曝光、高转化、

高增粉成为餐饮商家的特色。而老板上场
亲身讲述，也让更多人了解到关于品牌背
后的故事，塑造品牌形象，拉近与消费者的
距离，激活消费欲望，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
就餐参考。

焦作月季花园酒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化，如果不往前走，
固守原地就是在后退，要抛弃刻舟求剑的
认知，不断创新。

娓娓道来的品牌故事，让直播间成功
留住粉丝，但如何把粉丝变成潜在客户？

“在直播间，我们借优质餐饮组合、多套餐
优惠等活动，为粉丝带来实打实的优惠冲
击，把优惠但品质不打折的美食带给大
家。我们坚守的匠心品质，始终如一地站
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三锅演义火锅店
相关负责人说。2021年年底，该店开始在
短视频平台推广，之后又在直播间和顾客
进行互动，推出各种优惠套餐。几年下来，
该店的粉丝不断增加，并从线上引来一大
波消费者。“结合新时代消费需求，我们要
做的就是客流进不来，但餐饮可以走出
去。”该负责人说。

一家村边无名小店，
因独特的菜品味道，成为
众多食客的打卡之地。

这家店位于修武县
006县道旁，从当阳峪村

走，过了大洼村不远路西的
圪料返村。该店没有名字，

但很好辨认，门前有棵枣树。
昨日11时，记者来到这家

店时，门前已经停满了轿车。
说是小店，但进去后发现

并不小，里外两个厅，开上十
几桌席面没点问题。

小店主要售卖的是农家
菜，而在众多食客的口碑中，店里
的扣碗软嫩鲜香是一大特色。
南炖北蒸，扣碗是河南的一种传统

美味，主要分布在豫北各地市，其主要
工艺是蒸。作为我国传统烹调方法之
一的蒸制，是在煮之后出现并在煮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烹食法。《古史考》中记

载：“黄帝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黄帝始
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这说明早在黄帝时

以甑蒸饭已经是很成熟的工艺了。相对于早
期以甑蒸饭，后期青铜甑等金属器具的发明，
带来的则是肉食原料的蒸肴流行，质地软嫩，
味更鲜厚，且易消化，如汉代以后流行的蒸鸡、
蒸鹅、裹蒸生鱼等佳肴，更是被贾思勰记录于

《齐民要术》。明清至现代，各地结合当地食材和习
惯制作的各类蒸制菜肴尤为民众所喜爱。

以前只有过年或办红白喜事时才能吃到这种
扣碗，现在生活好了，很多饭店将扣碗作为一道主
打传统菜品推出。

这家店的老板姓李，16岁就开始从事餐饮工
作，至今已经30余年。最初，他在市区一家知名饭
店上班，后来回村开起了这家农家菜馆。目前，他
和妻子一起经营，妻子在前台招呼，他在后厨操作，

日子过得平静而快乐。
说起扣碗，李老板表示，他家的扣碗主打的就是

新鲜和传统味道，每次食材准备得不多。所以，有时
候食客到店会发现吃不到想吃的菜品。

采访期间，邻座的一位食客表示，上次来就没
吃上小酥肉。李老板说，前段时间天气太热，所以
店里就没做小酥肉。“天热不好存放，会影响口感。”
李老板说。

该店菜量足，也是食客点赞的一个原因。记者
采访时发现，按一个人一个菜点，最后会发现有近一
半的菜吃不完。食客们纷纷表示，该店的菜品不仅
味道好，还实惠。“我开店不图挣多少钱，一个是手艺
不想丢，另一个是有个事儿干。”李老板笑着说。

记者发现，李老板炒菜之余会坐在前厅和顾客
聊上两句，问问吃得咋样、菜的味道如何，言谈之间
是对烹饪的热爱和一种悠然的生活态度。

图① 健腐肉。图② 小酥肉。
图③ 李老板喜欢亲自上菜和顾客聊上两句。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讲好“焦作故事”，打造怀府品牌

我市餐饮商家纷纷线上“圈地”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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