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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那次“初见”

数根擀面杖、几口大烙锅，面粉口
袋几近见底，这位自驾游司机的后备
厢，可是有点特别。

记者采访时，这辆车的主人——吉
林省级非遗李连贵熏肉大饼制作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李连贵饮食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厨师程年正拉着这些物料、设备，
风尘仆仆地赶在路上。

“我们刚刚结束活动，给常州人民
送熏肉大饼去了。”程年笑着说。

所谓的“送大饼”，其实是一项已
开展了整整20年的活动——“李连贵
饼行天下”活动。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李
连贵熏肉大饼这家中华老字号品牌，也
为了将大饼送出东北让更多人大饱口
福，公司组派了一个小分队，专门到全
国各地进行推介。

程年带着同事自驾出行，每年能跑
15万公里。从2001年开始到现在，已
经跑了77站。

“记得我们第一次受邀到杭州参展
时，还闹出过不少笑话。很多食客来到
李连贵展柜前，都用特别惊讶的口气
说：‘诶，李连杰？李莲英？’一点不夸
张，他们真是第一次听说李连贵。不
过，就这第一次初见，他们的胃就被咱
东北的熏肉大饼抓住了，大家口口相
传，排的长队就没停过。”

到台湾时更令人惊叹。当时，台中
举办以“关东神韵·大美吉林”为主题
的第四届海峡两岸春节民俗庙会，李连
贵熏肉大饼作为四平市唯一一家中华老
字号受邀参展。“我们当时在省里提前

彩排，但想到远隔海峡，习俗不同，台
湾同胞可能不太喜欢这款地道的东北美
食，大家对销量都不太乐观，所以5天
展期只准备了300张票。”程年说，没
想到，刚到台湾的他，立即被台湾食客
的热情淹没了。仅仅3小时，5天的票
就抢售一空。最后主办方临时为观众支
招，在别的购物券背面写上李连贵熏肉
大饼的名字前来购买。看来，中华美食
甲天下，海峡两岸同胞在吃的热情和口
味上，也是一脉相承的。

一如那场“惊喜”

记者不禁好奇，这南北通吃、老少
皆宜的熏肉大饼，到底是啥来头？

先看这熏肉：色泽棕红、皮肉剔
透、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熏香沁脾；
再看这大饼，皮面金黄、圆如满月、层
层分离、外酥里软、滋味浓香……光是
看，就足以让人们垂涎欲滴。

而这段美食佳话，还要从1907年
讲起。那一年，20岁的河北小伙儿李
连贵，来到吉林梨树县投奔亲戚，租了
两间茅草屋，卖起了河北的熏肉和大
饼。

日子平淡如常，一个善举自此改变
了他的命运。当日，他在街上救下一位
突遭变故的老人，悉心照料后，才得知
老人竟是出自中医世家。老人为了报
恩，将家中祖传的一剂药方倾囊相授，
能够暖脾胃、调养身体。

拿到药的李连贵虽心怀感谢，却觉
得它并无用武之地，只存放在炕柜下
面。许是炕上的热气激发了药效，不久
后屋内异香扑鼻，如香水一般煞是好闻。

“这药方既然对身体好，又香气十
足，能不能煮肉？”李连贵灵机一动。
老中医也有些好奇，两人联手，三天三
口锅的煮肉、熏肉，调制配方，终于大
获成功。

“李连贵的熏肉老汤是十几味中草
药进行裸烹的，再加盐、葱、姜，但至
此留下了足以传承百年的美味，也留下
了至今为人乐道的传奇佳话。”程年
说，1941年，李连贵的养子李尧推着
两锅老汤走出梨树，创立了李连贵熏肉
大饼品牌，迈出了这张美食版图的第一
步。如今，这张版图上已有348个标
点，348家连锁店在全国遍地开花。

一如那份“约定”

“我每天就是上班、下班，21年如
一日，其实很枯燥的。”程年状似抱怨
的口吻里，却是甘之若饴的幸福。

“我的师父王开桢师承李尧，我是
师父最笨的一个徒弟，别人都是3个月
出徒，我整整花了6个月。正是这样的
机缘巧合和师父的悉心指导，让我的手
艺活儿更加纯熟。”程年笑着说，“笨鸟
先飞”的他，每天都钻在技艺里。

这技艺里，有外行人并不知晓的门
道：一张饼，规范地测算，含油只有
0.175 克，油多了，吃着会腻，油少
了，又会少香；饼的油是用老汤油烧
的，所以饼中自带肉香；而一个本领过
硬的手艺人，不仅要煮肉、熏肉样样在
行，还需要在三四分钟内出一锅饼，一
锅要烙8到9张。

“我们师兄弟之间会‘攀比’，看谁
做得好，看谁卖的熏肉大饼多。”程年

笑着说，甚至为了做熏肉大饼，他还给
自己留下了一个至今难忘的、与众不同
的婚礼。

结婚那天，程年正好“双喜临
门”，迎来了一个1500斤熏肉的大订
单。为了做饼、做熏肉，他早晨3点起
床准备；为了做饼、做熏肉，在婚礼结
束后的下午1点，他将媳妇送回了老丈
人家；为了做饼、做熏肉，他的新婚夜
是在厨房里度过的。

也许正是这样的执着和勤勉，程年
这位“笨徒弟”，最后成为第四批省级
非遗传承人，从师父手中真正接过传承
的衣钵。

也许正是这样的努力和付出，他被
更多人熟识，受邀参加“中华老字号走
进故宫过大年展”，带着熏肉大饼走进
故宫；受邀到湖南电视台录制节目；受
邀录制《李连贵传奇故事》，成为小有
人气的明星大厨……

也许正是这样的热情和热爱，他
有了十多年以上的回头客，还潜心研
发了熏肉大饼的延伸款：烩饼、包
子、熏鸡……

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他
们还推出了塑封食品。按照说明书，配
上李连贵的专用老汤油，用锅回烙一
下，家中就能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李连贵
产品的味道……

“如今，我师父做熏肉大饼已经50
年4个月了，现在他依然在一线。我记
得自己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师父就和我
说：‘程年，你就在这儿干吧，这儿长
远！’我想像师父一样，争取也做个50
年！让咱中国人的美食飘香世界！”程
年说。

一张饼 行天下
本报记者 徐金玉

近日，宁夏国家葡萄及葡
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
（以下简称“综试区”）在银川
市闽宁镇正式挂牌成立。该试
验区为全国首个特色产业开放
发展综合试验区。

根据今年5月份国务院批准
的 《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
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建设总
体方案》，“综试区”由农业农
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宁夏
回族自治区政府共同建设。

酿酒葡萄种植的先天优势
和良好的产业基础是“综试
区”落户宁夏的根本原因。“作
为我国最早种植葡萄、酿造葡
萄酒的地区之一，宁夏贺兰山
东麓有着独特的风土条件和自
然禀赋，近十年在国际葡萄酒
大赛中，有50多个产区内酒庄
获得近千项大奖。实践证明，
宁夏已经具备中国葡萄酒高质
量发展基础，极其适宜酿酒葡
萄生长，可以酿出世界一流品
质的葡萄酒。”宁夏贺兰山东麓
葡萄产业园区管委会有关负责
人表示，宁夏产区酿出的葡萄
酒色素沉淀良好、香气发育完
全、糖酸比例适中，造就了

“色泽鲜明、甘润平衡、香气馥
郁、酒体饱满”的特征特质，
可与世界高品质产区比肩。历
经数十年的探索，葡萄酒已成
为宁夏的一张名片，宁夏也已
成为国内与世界葡萄酒界接轨
最为紧密的产区。

为更好地发挥“综试区”
的“样板效应”，“综试区”建
设方案明确在优化葡萄酒生产
许可服务、创新金融服务方

式、开辟优质种苗引进“绿色通道”等8个方面给予政
策支持。同时，宁夏还聘请了葡萄酒行业知名专家学
者、技术带头人和国内外大型企业代表组成“综试区”
专家委员会，提供智力支持。

目前，宁夏种植酿酒葡萄55万亩，建成酒庄101
家，年产葡萄酒1.3亿瓶，是全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
连片种植区和酒庄酒产区。“综试区”的设立将给宁夏
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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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在北京 2022冬奥会开幕倒计时 200天之
际，石景山区冬奥社区举办了一场热闹的“燃动冰雪，情系
冬奥”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随着2022年北
京冬奥会志愿者之歌《燃烧的雪花》热情活泼的旋律唱响，
现场志愿者、社区居民随着律动的节拍一起舞动，体验营首
场联合活动也拉开序幕。

200余名居民带着放暑假的孩子，现场体验陆地冰壶、
冰球拨球、冰球射门等冰雪项目，感受冬季运动项目的
快乐。

电厂路小学冰雪特色课程主力教师刘士荣带着20余名
学生及家长参与了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的活动。

“这次体验营的活动形式很丰富。除了陆地冰壶、冰球
射门等常规项目，还有冰球拨球、冬奥图片拼图等形式新颖
的体验活动。”刘士荣说，其中冬奥图片拼图活动为3人一
组的竞赛项目，三四十块拼图需要在3分钟内完成，哪组拼
得又快又准，哪组就胜出。“拼图主要是中国运动员参与冬
奥项目的照片，既锻炼了小团组的协作能力，又传播了冬奥
知识，很受参与者的喜爱。”

在冬奥知识问答环节，电厂路小学的张金浩同学成为名
副其实的小“冬奥通”，在一次只能连答8题的环节设置
中，张金浩以全对的战绩成为佼佼者。“我们学校平时就开
展冬奥知识的课程，所以对冬奥的很多知识点都很了解，在
ABC的三个选项中，很容易做出判断。”张金浩说，由于他
答题又快又准确，很多社区居民都看完他的选择再作答。

“这种社区体验活动非常有意义，既传播了冬奥项目的
知识，又通过互动性较强的体验活动，拉近了大众与冰雪运
动的距离。”首次参与冰雪运动体验的王女士说。

“志愿者工作是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中十分重要
的一环。”冬奥组委志愿者部部长张秀峰表示，本次冬奥冰
雪文化体验营活动是塑造冬奥氛围、宣传冬奥精神、展现志
愿者形象的良好契机。未来一段时间，广大志愿者将面向社
区居民开展冬奥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带动更多人了解冬
奥、参与冬奥、投身冬奥，树立冬奥志愿者的良好形象。

据介绍，接下来“燃动冰雪，情系冬奥”冬奥冰雪文化
体验营活动还将举办系列活动，提升冬奥储备志愿者队伍的
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为举办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
奥运盛会作出青年志愿者的贡献。

冬奥会倒计时200天

冬奥社区举办冰雪文化体验营活动
本报记者 刘圆圆

在时下流行的盲盒文化中，有
一句话为“万物皆可盲盒”。这不，南
昌大学刚刚为2021级新生送上一
份特别的礼物——盲盒版录取通知
书。两种版本随机发放，一抹中国
红，代表南昌大学一路追随中国共
产党走过的红色历程，一抹香樟绿，
则象征着南昌大学校徽上那棵向阳
而昌的香樟树，二者拼在一起，恰好
是“100”的模样。直到拆开包装的
那一刻，新生才能揭晓自己属于哪
一份“惊喜”。

生活的“小确幸”

现在，盲盒形式可谓是在生活
中无处不在。但作为初创者，日本
百货公司或许不会想到，他们当年
的一次营销创举，竟在多年后引起
这样的时尚风潮。当时日本百货公
司在新年期间销售福袋，不事先公
开其中内容，但价格要低于袋内商
品的标价。商家通过这种方式来处
理商品尾货，而消费者则能获得趣
味性的体验。

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营销方式
逐渐演化为扭蛋机和“集卡”营
销，再发展至近些年火遍世界的潮
玩盲盒。

一个个透明的展示盒，一排排
肉嘟嘟的公仔，“00后”的珍妮总
喜欢不同角度对比拍照。

“社会大学”系列盲盒就是她
的珍藏品。潮玩设计师依据现实中
每个职业的不同特点来进行设计，
产品惟妙惟肖、风格各异，令她爱
不释手。“我特别喜欢他们的神
情，有时我还会根据这类产品的形
象去脑补公仔背后的故事，让它们
的形象更加立体。”

珍妮喜欢在抽取盲盒过程中，
找寻到一种故事里的快乐的感觉。

“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
远不知道下一颗会是什么味道。”这
句话则被赭衣标记为自己喜欢盲盒的
理由。“有一次，我甚至抽到了序号
和自己生日相同的隐藏款。别提多惊
喜了。盲盒的未知，一直让我充满好
奇和挑战的欲望。一旦盲盒开出的东
西特别好看，那种心情真像捡到宝一
样开心。”赭衣说。

她还由此结交到了不少志同道
合的盲盒玩家朋友。“我们经常在群
里讨论当下的热门款，或是聊聊抽
盲盒的技巧等。渐渐地，话题越来
越多，延伸到了游戏、生活等各个
方面。这真是盲盒特别的魔力所
在。”赭衣说。

行业的“新业态”

记者注意到，现如今，盲盒不再
仅仅存在于潮玩的小圈子里，更多元
的商品加入到盲盒的货品清单中，更
多行业通过这种模式来吸引关注。

今年天猫平台“618购物节”期
间，网购平台就采取了盲盒形式贩
售，挑动起一批消费者的尝鲜参与。

“盲盒这种游戏属性，迎合了年
轻人爱玩的心理，尤其对于本身价值
不大的小商品，还能够增加一些额外
的游戏附加价值。”北京大学光华管
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助理教授雷莹
说，盲盒玩法如今已经逐渐“出
圈”，考古盲盒、菜场盲盒、鞋类盲
盒、文具盲盒、生鲜盲盒等前所未有
的新商业模式开始出现。

做着水果摊生意的李姐，最近也
是喜上眉梢。自从和线上平台合作推
出“鲜果切”水果盲盒以来，每月都
有几十份订单，盲盒形式深得她心。

“这种形式增添了趣味，对商家
也好，还避免了浪费。”李姐边说
着，边给一位顾客做了一个盲盒，这
是一份由西瓜、葡萄、圣女果组成的
水果盲盒，水果很新鲜，但确实是目
前货架上余量较多的种类。

除了吃、穿、用，盲盒甚至可以
“行”。今年暑期，携程就提供了机票
盲盒，覆盖飞往北京、上海、武汉、
西安、拉萨等全国9个热门城市的热
门机票，为用户带来了“一场说走就
走的旅行”。

不过也有专家坦言，盲盒营销在
勾起消费者猎奇心、刺激兴奋点的同
时，产品质量和后续服务保障也在考
验着旅行平台本身的服务。携程研究
院战略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沈佳旎表
示，Z世代人群在要求创新有趣的同
时，在旅游品类中也同时要求高品质
的产品和服务承接。消费需求的升级
对旅行企业提出了更高要求。

可以预见的是，盲盒所带来的改
变可能成为某些行业发展的助推器，
更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生活方式正带
着诸多未知的属性，为人们的休闲生
活增添一抹新的色彩。

小盲盒里的大世界
本报实习记者 陈建璋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7月17日，保利文化集团与
天街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将北京
喜剧院打造成北京乃至全国最具影响力、最有品牌特色的剧
院之一。

北京喜剧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是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
家主打喜剧品牌的专业剧院。保利文化集团与天街集团的合
作，旨在发挥“文化东城”资源聚合力，深化央企和区属国
企合作，增强“大戏东望”品牌辐射力。双方表示，将以创
建新喜剧、新IP、新文化地标名片为目标，加强文艺精品
创作力度，做好品牌文化活动，结合区域定位，为喜剧类剧
目的创研和交流搭建国际互动平台，推进“戏剧之城”
建设。

签约仪式当晚，北京喜剧院上演了“献礼建党百年·红
色经典系列”音乐朗诵会《纪念碑》，多位朗诵表演艺术家
参加演出。

北京喜剧院迎双企合营

本报讯（曾天泰 记者 照宁） 7月 17日，由厦门市
商务局指导，厦门市餐饮行业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华美
食荟暨2021“寻味厦门”鹭岛美食节正式启动。活动旨在
通过线上线下融合，讲好厦门美食文化故事，弘扬闽菜文
化。这是2019年以来，厦门举办的第三届“寻味厦门”鹭
岛美食节。前两届每届吸引数十万人次关注，消费总额超
亿元。

今年的美食节将结合商务部“中华美食荟”活动，在吸
纳往届经验的基础上，做好“百姓家常菜”“传统特色菜”
和“精品创新菜”推选，开展线下线上促销优惠活动，同时
继续推行文明餐桌等行动，加快促进消费回升和消费潜力
释放。

活动时间从今年7月至明年1月。其中，前期将开展具
有厦门地方特色的闽南菜推荐活动，包括菜品推荐、门店推
荐及大厨推荐；主体活动则将通过与餐饮门店、商场、街道
社区、展会等合作，举办线下美食品鉴、直播、名菜展示等
活动，并结合线上平台推出主题美食优惠。

厦门市餐饮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许晓春表示，厦门美食文
化背后凝聚着浓厚的闽南文化、海洋文化和海丝文化，今年
美食节在促消费的同时，关注和助力闽菜传承、宣传和推
广，推动闽菜繁荣。

“寻味厦门”鹭岛美食节正式启幕

这饼，家常、美味；
这肉，熏香、料足。

这样一对“跨界”组
合CP，足足迷住了吉林
四平几代人的味蕾，牢牢
占据着吉菜面点的重要之
位，如今还成功入选第五
批国家级非遗。100多年
过去了，它竟然还是那个
味儿！

在中国面食史上，这
张饼有姓名——李连贵熏
肉大饼。

程年程年 （（左左）） 和师父王开桢指导制作熏肉和师父王开桢指导制作熏肉熏肉大饼的经典吃法熏肉大饼的经典吃法

盲盒玩家珍妮的书桌一角盲盒玩家珍妮的书桌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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