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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家村史馆：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如 今 ，

到村史馆里寻

觅 乡 愁 ，已 成

为不少人乡村

游的新选择。

记者昨日

从市委党史和

地方史志研究

室 获 悉 ，近 年

来 ，结 合 焦 作

地 域 特 点 、历

史 文 化 特 色 ，

从实用性与时

代 性 出 发 ，鼓

励广大乡村充

分挖掘当地资

源 ，打 造 了 一

批 以 传 统 文

化、民俗风情、

家 风 家 训 、历

史 典 故 、乡 贤

名人为主题的

村 史 馆 ，在 传

承 乡 土 文 化 、

推动乡村文化

振兴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目

前 ，我 市 共 建

有 村 史 馆 172

个，另有拟建、

在建村史馆 20

个 ，村 史 馆 覆

盖率位于全省

前列。去年 6

月 ，马 村 区 马

村街道白庄村

史馆被河南省

委党史和地方

史志研究室确

定为首批河南

省村史馆示范

点之一。

“ 展现乡村文明的窗口

老辈人用过的农具、泛黄的老照片、曾
经用过的生活用品……走进村史馆，和浓浓
乡愁撞个满怀。

记者从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获
悉，我市将村史馆建设纳入乡村公共文化基
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坚持以
党建引领、历史沿革为主线，以乡村振兴为
主题，以见证发展、激励当代和启迪未来为
目的，充分利用现有文化阵地、历史建筑、村
民旧居、闲置公共用房和教育活动室等，调
动各方力量，整合各种资源，积极探索实践，
持续推进村史馆建设。

比如，建筑面积近千平方米的白庄村史
馆，就是利用现有的文化广场闲置公共用
房，对原村史馆进行升级改造，通过再次设
计布展，丰富馆藏物品，充实陈列内容，充分
利用大型沙盘模型、灯光平面展板、实物展
示、投影、大型电子屏等多媒体现代化技术
形式，使村史馆的展示内容和装饰色彩以及
显示方式更加丰富，进一步增强了展览的视
觉效果和感染力，也使村史馆成为乡风文明
的窗口和乡村文化振兴的前沿阵地。

一村一品，一馆一景

漫步在村史馆，仿佛穿越在时光隧道，时
间好像在这里凝滞了。据悉，每个村史馆按
照“一村一品”“一馆一景”的原则，以组织建
设、村史沿革、村规民约、民俗风情、乡贤名
人、家风家训、发展成就等为基本内容，通过
在提升乡土味上下功夫，用群众视角深度挖
掘本村特色，用文化符号记录乡村发展变化，
让村史馆成为乡村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温县招贤乡安乐寨村以司马故里展览
馆、兄弟书屋为文化载体，以翔实的历史资
料、图片、实物，全面展示了“院士之乡”“黄
河文化第一村”等独特历史文化内涵，实现
了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武陟县西
陶镇西滑封展览馆融声、光、电、多媒体为一
体，全面展示了西滑封村从一个“糠包村”到

“全国文明村”的奋斗历程，今昔对比推进了
美丽乡村建设；高新区苏家作乡寨卜昌村以
红色教育为主题建设村史馆，通过挖掘晋冀
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在本村组建成立的革
命历史，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被命
名为河南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和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

打造焦作村史馆品牌

近年来，我市编纂了一些代表地域文化
的村志、乡镇志。其中，《安乐寨村志》入选
第六批中国名村志丛书，《恩村志》被国家图
书馆永久典藏，《西滑封村志》《寨卜昌村志》
成功申报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这些志书从
不同视角展现了乡村本土发展情况。村史
馆建设通过认真研究、挖掘展陈内容，将展
陈与乡镇村志紧密结合，把地情或地域文化
的精髓内容提炼出来，重点突出鲜明的时代
特征和地域特色；通过坚持对标一流、精益
求精，打造焦作村史馆品牌，全面展现焦作
美丽乡村新形象。

那么，村史馆建设带来了哪些效益？记
者从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找到了答案。

为乡村振兴添动能。将村史馆纳入红
色旅游、民俗风情游等线路，采取“村史馆+
旅游”“村史馆+民俗”的宣传模式，不仅使村
史馆成为文化观光点、民俗体验点，也成为
文化价值与经济产业连接点；扩大村史馆宣
传面，利用线上线下双渠道，使村史馆人气
逐渐“旺”起来，也让展品“活”起来，同时带
动乡村游发展，为村级旅游业增添新的血
液，丰富了基层文化生活，有效促进了群众
增收。

村史馆里看变迁。一个村，一部史，通
过村史馆中陈列的物件，一段段历史被重新
挖掘，一个个乡风民俗也被记录下来。同
时，乡镇村志中收录的农村生产情况和生活
趣事的民间谚语、婚丧习俗、民间传说和代
表人物等，极大丰富了本土文化的历史内
涵，也详细记录了农村的文化变迁，能够让
曾经的历史故事重新走进当地百姓的生活，
是留住乡愁、弘扬民风和保持传统的有益载
体。

村史馆里忆党史。通过深入挖掘各村党

史村史、文化底蕴、民俗风情，把一张张弥足
珍贵的图片、一件件充满岁月印痕的物件、一
个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故事作为活教材，让广
大党员群众直观感受农村发生的巨大变化，
让老百姓看得到家乡的发展及党在建设发展
农村过程中的作用和功绩，进一步激励大家
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也让广大人民群众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建设家乡作
出更大的贡献，确保红色文化代代相传。

走，到村史馆里觅乡愁，一定不虚此行。

修武县七贤镇韩庄村史馆。 （图片均由市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提供）

山阳区中星街道李贵作村史馆。 马村区马村街道白庄村史馆一角。

武陟县西陶镇西滑封展览馆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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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州路与工业路交叉口附
近有一家老字号美食店——潘记
驴肉烩面。这家老店，承载着潘家
几代人的匠心与传承，也是不少吃
货心中的一个美食地标。

6时许，潘记驴肉烩面的店主
潘小锤和妻子就开始忙活了。此
时，来店里批发生熟驴肉、牛肉的
店家和附近住户络绎不绝，满载而
归的车辆往来穿梭。

“我家祖上以卤驴肉、牛肉为
生，世代相传的绝技吸引着一波又
一波的吃货接踵而至，我们兄弟五
人，有三人传承着祖上的技艺。”潘
小锤说，他排行老五，和妻子在这
里开店已有30多年了。

潘小锤的父亲名叫潘延淇。
上世纪80年代，传承了祖上卤煮技
艺的潘延淇，在三门峡宾馆担任厨
师长，他凭借精湛的厨艺，赢得了无
数食客的赞誉。然而，他心中始终
挂念着家乡的味道，于1991年回到
焦作，创立了老潘家酱肉。

1994年，老潘家酱肉店里的
怀府驴肉，因独特的口感大受欢
迎。潘延淇潜心研究，将怀府驴肉
与传统烩面相结合，自创出了独具
特色的潘记驴肉烩面。

在父亲熏陶下，幼时的潘小锤
便对烹饪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长大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为
了潘记驴肉烩面的新一代传承人。
潘小锤不仅继承了家族的烹饪技
艺，更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使潘记驴肉烩面更加美味可口。

该店制作的驴肉经过多道工
艺精制而成，高蛋白质、低脂肪，具
有补血益气、滋肾养肝的功效，能
为体弱、病后调养的人提供丰富的
营养。

“民谣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要长寿吃驴肉，要健康喝驴汤。驴
肉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肉类食
品。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其中必
需氨基酸的含量和比例非常接近人
体的需求，因此被誉为‘动物中的人
参’。此外，驴肉还含有丰富的微量

元素，如钙、磷、铁、锌等，对于增强
人体免疫力、促进血液循环有很好
的效果。”潘小锤说，驴肉的热量适
中，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能量。驴
肉的营养丰富，可以帮助人体补充
因饮食不规律而可能导致的营养不
足。驴肉的口感鲜美，可以提高人
们的食欲，帮助人们在冬季保持好
的心情。

性格豪爽且爱广交朋友的潘
小锤，再加上一手绝佳的祖传绝
技，让潘记驴肉烩面的名头在怀川
大地十分响亮。

“我在好几个地方开过饭店，
后来又开了这家夫妻店，主要批发
生熟驴肉、牛肉。”潘小锤说，后来，
因为朋友众多，为了朋友有个可以
随时痛快聚餐的地方，他们才扩了
店面、摆了桌椅，又把家传的驴肉
烩面等美食拿出来，打出了潘记驴
肉烩面这个招牌。红烧驴板肠、驴
肉鲜汤、驴肉饺子、驴肉烩面等都
是店里的特色。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潘小锤
始终秉承绿色、健康、原生态的理
念，拒绝使用防腐剂、食用香精等
食品添加剂，秘方配料全部采用纯
天然中草药。潘小锤在传统与现
代的融合中，开拓进取、不断进步，
走出了自己的特色之路。

现如今，该店早上批发生肉、
熟肉，中午就是饭店，晚上则摆夜
市，来店里的很多都是老客，大家
都喜欢店里温馨的氛围。

30多年来，潘记驴肉烩面凭
借独特的风味和良好的口碑，成为
了焦作市的地方名吃。该店选用
优质的驴肉，经过严格的选材和独
特的烹饪工艺，使得每一碗烩面都
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口感鲜美，营
养丰富。

潘记驴肉烩面不仅是一道美
食，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它承载
着潘家几代人的辛勤付出和对美
食的热爱，也成为了焦作市一张靓
丽的名片。

本报讯（记者齐云霞）烩面鲜香味美、
驴肉唇齿留香、焖罐滋补鲜香……这些独
属于怀川大地的老字号，让人们品尝美食
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历史与文化的交融。
为深入挖掘河南省老字号资源，促进老字
号保护与发展工作，即日起，焦作市餐饮与
住宿行业协会开展征集河南老字号培育储
备名录入库企业活动，焦作市符合条件的
企业在9月16日前均可联系焦作市餐饮与
住宿行业协会进行申报。

据了解，入库条件需具备7个方面，分
别是：在河南省行政区域内注册并正常运

营的企业或组织；拥有注册商标所有权或
使用权（仅限排他许可或独占许可使用
权）；品牌创立40年（含）以上；商号、商标
或品牌具有延续、演变和发展的过程；传承
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中华民族特
色和鲜明的中原文化特征，具有历史价值
和文化价值；信誉良好，得到广泛的社会认
同。

值得注意的是，符合条件的企业要认
真、清晰、真实、完整、准确填写《老字号培
育储备名录入库企业信息表》，并按要求提
交相关证明材料。企业综合情况说明材料

主要包括企业目前规模、近3年经营情况，
品牌（商号、字号）创始人、创立时间以及发
展历程，企业历代传承的特色产品、技艺、
服务和文化内涵，创始人、传承人情况介绍
等；历史传承考证材料：包含但不限于地方
志记录，历史档案记录，当时出版的报刊杂
志的报导、广告、启示以及可考证的历史照
片、碑刻、牌匾等；相关证照：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商标注册证复印件，专利（专有技
术）证复印件，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
份证复印件；企业2023年度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的财务报告。

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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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怀川“老字号”

全城征集！等你来报名！

栏目支持：焦作市丽源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主要承接：餐饮与住宿服务人员岗前培训与安置、保洁和托管保洁、外墙

清洗、门头招牌清洗、地面防滑、管道及阀门安装和更换、中央空调维保及空调
清洗与维修、厨房清洗和设备维修、管道疏通、防水堵漏、保姆月嫂护工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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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焦作》
本报记者

齐云霞

卤牛板肠。

驴肉烩面。

牛肉、驴肉双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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