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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改玲

——解码焦作“中原文化大舞台”的“流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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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春色“圈粉”戏迷

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生旦净丑，
行行都中。梨园春色关不住，丝竹相
和有余音。

4月24日下午，“中原文化大舞
台”演出走进市职业技术学校，河南豫
剧一团（原青年团）演员带来了《穆桂
英挂帅》《张良》两场豫剧演出。

豫剧《穆桂英挂帅》一剧生动演绎
了巾帼英雄穆桂英的传奇故事。当经
典唱段“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响
起，现场气氛瞬间被推向高潮。台下
观众跟着哼唱，沉浸在豫剧的独特魅
力之中，年轻观众更是直呼“豫剧也能
这么燃”。

豫剧《张良》以历史上著名政治
家、军事家张良为主人公，艺术再现了
他避秦兵于下邳，偶遇黄石公得授《太
公兵法》，后辅佐刘邦奠定大汉基业，
最终功成身退、归隐田园的故事。

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不止老戏迷
过足了戏瘾，新戏迷也被“圈粉”。每
到精彩时刻，剧场内掌声此起彼伏，观
众叫好声连连。独具匠心的舞台设
计、灯光音效、服装以及演员们的精彩
唱腔和表演，彰显了豫剧艺术的时代
创新与传统韵味的巧妙融合。

“听说有演出，我和朋友一家早早
就来看了，非常精彩。”戏迷田女士说。

念白抑扬含顿挫，唱腔委婉透激
昂。4月25日，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
在修武县文化艺术中心，为戏迷朋友
带来了传统大戏《千里走单骑》和京剧
经典折子戏专场《春闺梦》《钓金龟》
《挑滑车》等，演员悠扬婉转的唱腔、脉
脉含情的表情、曼妙绰约的姿态，都让
观众领略到了国粹之美。这次参与演
出的是河南省京剧艺术中心年轻的台
柱子，他们的青春气息让观众欣赏到
了“青春版京剧”的模样。

4月26日，“中原文化大舞台”焦
作站走进沁阳市朱载堉音乐厅，同样
是座无虚席。当天，传统京剧《红娘》
和折子戏《三岔口》《泗州城》《钓金
龟》，让观众过足了戏瘾。

文化大餐 点亮假日

五一假期，市东方红广场变身“露
天剧院”，焦作市2025年“中原文化大
舞台”系列活动在这里上演，为市民奉
上连续五天的文化盛宴。市豫剧院与
市歌舞剧院联袂献艺，吸引近万人次
驻足观赏，成为假日城市里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市民王先生笑道：“白天游
景区，晚上看大戏，这个假期够充实！”

生旦净丑展风采，唱念做打见真
功。5月1日至3日，市豫剧院精心准

备了《清官颂》《赵锦棠》《穆桂英下山》
三部经典大戏。由尹长群、苏银霞、常
艳霞、袁艳红等名家领衔主演，他们中
既有我省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的亲传
弟子，又有中国戏曲学院科班出身的
专业演员。他们以精湛的演技和饱满
的热情，将剧中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
现场观众掌声不断。

花开万朵，盛世中国。5月4日、5
日，市歌舞剧院带来青年节、劳动节主
题文艺晚会。演出融合歌舞、川剧变
脸、戏曲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既有
《劳动最光荣》等讴歌劳动者的经典曲
目，也有《上春山》等展现青年风采的
活力表演。演员们用精彩的演出礼赞
青春、致敬劳动者，为五一假期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演出现场，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
景，一句句情真意切的对白，一个个鲜
明丰满的人物形象，深深打动了观众。

现场不少观众表示，能在假期欣
赏到如此高水平的演出，既丰富了精
神文化生活，又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
魅力。

政府埋单 百姓受益

据了解，焦作市2025年“中原文
化大舞台”演出活动采取政府购买服
务和低价位售票的方式，这不仅让每
一个人都能轻松购票，更彰显了文化
惠民的初心，也点燃了群众走进剧场
观看演出的热情。

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的是父母带
领孩子来看戏，有的是儿女送家里老
人来看戏，现场其乐融融。“我父母都
是戏迷，有演出怎能错过？票价只有
5元，我看哪儿有演出，就开车送他们
去看，这也算是送给他们的一份礼物
吧。”市民李女士说。“孩子非常孝顺，
告诉我们晚上还有一场，别漏看了。”

戏迷刘先生的语气里透着幸福。
票价只需5元，就能在家门口欣

赏到河南“豫剧军团”新生代演员的精
彩表演，戏迷朋友直呼票有所值。

“让愿意来剧场看戏的人买得起
票，不仅能够实现精准惠民，也培养买
票看戏的文化消费习惯。”市委宣传部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舞台常青 流量不断

通过实地采访，记者发现“中原文
化大舞台”受欢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几方面：

首先，政府主导保障惠民属性。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牵头，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社会力量参与等方式，确保其
公益性和低票价。

其次，专业院团铸就高质量演
出。活动邀请河南省曲剧团、京剧团、
豫剧团等多家省级院团及市级院团参
与，演出涵盖《赵锦棠》《穆桂英挂帅》
《卷席筒》等经典剧目，由专业演员呈
现，保障了艺术水准。

第三，多元形式扩大覆盖范围。
演出不仅局限于焦作市区，还到修武
县文化艺术中心、沁阳市朱载堉音乐
厅等，让更多人欣赏到高水平的演
出。

文化惠民，戏韵芬芳。值得期待
的是，5月31日至6月2日，“中原文化
大舞台”将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场持
续10余年的文化盛宴，不仅是一场场
视听盛宴，更是政府推动文化惠民、提
升群众幸福感的生动实践。

上图 五一假期，焦作市2025年
“中原文化大舞台”系列活动在市东方
红广场上演，连续五天为市民奉上文
化盛宴。

本报记者 马雅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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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晨雾还萦绕在竹林梢
头，竹农们已背着竹篓穿梭其
间。农历四月，作为从春到夏
的过渡季节，正是清化笋破土
的好时节。而其中令人垂涎的
清化笋“顶破天”，正上演着一
场与时间的较量。

日前，记者跟随“马家大
爷”董事长王军和牛肉面创始
人陈维精六代孙陈九如一起来
到博爱县许良镇的一家竹园，
采摘“顶破天”这道怀府绝鲜。
陈九如将用这道老清化特有的
食材，制作一道经典豫菜——
虾籽烧竹笋。

清光绪末年，为了将最鲜
美的竹笋进贡宫廷，人们想出
奇招：在健壮的笋尖盖上蒜臼，
当竹笋凭借顽强生命力顶翻沉
重蒜臼的那一刻，便是它最完
美的采挖时机。这一“倔强”生
长的笋尖，被赋予“顶破天”的
霸气之名，也因洁白如玉的外
观获称“白玉笋”。

“顶破天”的诞生地，位于
今博爱县许良镇、磨头镇、清化
镇街道一带。这里的竹林，是
华北地区面积最大、产量最多
的竹林区，承载着千年的贡笋
历史。自宋、元、明三代起，清
化笋便凭借其出众品质，成为
宫廷餐桌上的常客。而“顶破

天”作为清化笋中的极品，更是
将这分鲜美推向极致。它的皮
壳洁白如雪，剥开后内部笋肉
脆嫩，能直接入口品尝。其肉
质如凝脂般鲜嫩，咬上一口，清
脆的口感在齿间散开，随之而
来的是独特的清新淡雅，余韵
悠长，满嘴都是春日的芬芳。

“豫菜的精妙在于善用
食材本味，更擅调和诸
鲜。”据王军介绍，在豫
菜名菜录中，虾籽烧竹
笋堪称一朵奇葩，而

“顶破天”则是这道菜
的灵魂所在。当鲜活
的虾籽与“顶破天”相
遇，一场味觉的盛宴就
此拉开帷幕。虾籽的鲜
美与“顶破天”的清嫩完美
融合，虾籽的醇厚滋味渗入
笋的肌理，赋予其更丰富的层
次。而“顶破天”的脆嫩又巧妙
化解了虾籽的厚重，二者相辅
相成、相得益彰。烹制后的虾
籽烧竹笋，色泽诱人，香气扑
鼻，夹起一筷，笋身裹满浓郁的
酱汁，入口既有虾籽的鲜香，又
有“顶破天”的脆爽清甜，虾籽
的浓鲜衬出笋尖的脆嫩，笋香
的清逸又消解了虾味的厚重，
两种鲜味在舌尖层叠绽放，恰
似怀庆府的山水相依，刚柔并

济。
“这道看似寻常的虾籽烧

竹笋，实则暗藏食疗智慧。”陈
九如表示，虾籽富含易被人体
吸收的优质蛋白，钙、磷、镁等
矿物质与维生素A、维生素D
的组合，为人体筑起免疫力的
屏障，尤其适合老幼滋补。而

“顶破天”则是天然的健康使
者，低卡高纤维的特质让肠道
轻盈舒展，丰富的维生素C与

钾元素，更在满足口腹之欲的
同时默默守护着心血管的健
康。二者相合，既成就了浓鲜
不腻的味觉体验，让这道菜在
满足味蕾的同时，还能为人体
提供全面且均衡的营养，让滋
补之事变得风雅自然。

这道承载着怀庆府千年饮
食文化的虾籽烧竹笋，不仅是
舌尖上的享受，更是一场与历
史的对话。每一口“顶破天”，
都能让人感受到古人对美食
的执着追求以及大自然对这
片土地的慷慨馈赠。据王军
介绍，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
节，他们会在博爱县沁园春、
马家大爷、清化街等店推出清
化笋相关菜品，市民不妨前往
尝一尝虾籽烧竹笋这道佳肴，
感受春夏的鲜与千年的韵在
味蕾间绽放。

图① 虾籽烧竹笋。
图② 鲜嫩的清化笋。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享美食、逛夜市……人间
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初夏时
节，华灯初上，越来越多的市民
走出家门，开启丰富多彩的夜
生活，在感受城市烟火气的同
时，释放出强劲的消费活力。

5月7日晚，记者来到小蜗
牛美食街区，虽然五一假期该
美食街区开展的“美食狂欢·乐
享五一”促消费活动已结束，但
这里依然人声鼎沸，热闹非
凡。这里汇集了各地的特色美
食，不仅让大家寻得美味，也让
该街区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群体
的网红打卡地。其中的南左七
小龙虾店，人头攒动，刚出锅的
小龙虾“热辣滚烫”，各类烧烤
也已“热火朝天”……

朦胧的夜色中，忙碌了一
天的人们脱去一身的疲惫，呼
朋唤友，走进各个档口。记者
看到，此时每个档口已是食客
云集、人声鼎沸，将市井的狂欢
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倍感亲
切。结伴而来的食客，流连于
各类美食前，商量着、问询着，
上前挑选各自喜爱的烤串、海
鲜等，然后心满意足地坐下来，
夹起一筷子提前端上来的凉

菜，碰下酒杯，边说边吃，聊得
热火朝天。

夜晚，同样热火朝天的景
象在大杨树步行街、香港城步
行街、锦祥商业街、工业路焦南
市场、东苑路、和平街等美食街
区上演着：摊主的叫卖声、食客
的交谈声、商户播放的音乐声
此起彼伏，各色亮眼招牌灯光
交错，铁板烤鱿鱼、烤生蚝、长
沙臭豆腐、饮品、甜点等，令人
目不暇接。城市的烟火气被点
燃，不仅聚集了消费人气，也激
发了消费活力，让“夜经济”点
亮城市夜空。

当晚，记者在各处美食街
区走访时看到，不少店面里座
无虚席，热闹非凡。不冷不热
的天气，更增加了人们撸串、喝
酒的豪气。无论大人还是小
孩，在这里总能找到自己喜欢
的美食，总有那么一个摊位会
触动人们的味觉神经。

“初夏的晚上天气凉爽，约
朋友出来吃点夜宵，再在夜市散
散步、逛逛街，感受热闹的烟火
气，很舒心。”5月7日晚，走进锦
祥商业街，各种美食摊位已经一
字排开，市民李女士和朋友穿梭

在人潮中，品尝着炸串、烤鱿鱼、
水果捞等各色美食。

立夏后，烟火气与清凉感
交织的夜市成了市民消暑纳
凉、享受美食的热门选择。

据锦祥商业街夜市一位摊
主介绍，这个夜市位置好，周边
是居民区，离商场还近，很多市
民晚上都爱来这里逛，自己的
摊位每天客人也不少。

“20时左右是店里客人最
多的时候。”位于市东苑路的小
东苑饭店的老板张周说，今年
五一假期的生意不错，五一过
后相信会更加火爆，他已着手
开始准备了。

除了热闹的夜市，五一假
期，焦作的商超餐饮也呈现出
异常火爆的景象。放下繁忙的
工作，在夜晚陪着家人到商场
购物后，走进商场里的各类餐
馆，让身体放松之际，品味各种
美味，享受与家人相伴的喜悦。

记者在焦作万达广场、市
百货大楼焦东超市等处看到，
19时许，各餐饮店内均是顾客
爆满，不少门店前还排起了长
队。

一座城市，既要有便利的
设施，又要有马路边的烟火
气。如今，越来越多的“深夜
食堂”给焦作人提供了更多去
处。

街头巷尾飘散的饭菜香，
灶台前跃动的火苗，食客们满
足的笑脸，共同勾勒出怀川大
地最动人的风景。

焦作的夜市不仅给创业
者、就业者、普通市民、外来游
客带来了有滋有味的生活，更
为城市发展和夜市产业升级带
来有益探索，提供了有力支撑。

图①② 美味的烤串。
图③ 香辣小龙虾。
图④ 烤生蚝。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怀府绝鲜：

“顶破天”与虾籽的奇妙邂逅
本报记者 陈东明

记者走访街头夜市

烟火升腾人气旺
本报记者 齐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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