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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民俗花

闻闲趣闲

“春节，家乡的暖锅吃起来！”春节
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邮政局
职工陈党福微信朋友圈的图片中，隆
德县神林乡神林村的乡亲们正围在长
长的案几旁，案几上一口口暖暖的铜
锅冒着热气，看着就香，所以吸引着更
多人挤进来。

还真是：味从煮中来，香自锅中
生，诱人的暖锅，暖胃又暖心。

隆德暖锅的“光阴故事”

一直以来，“吃暖锅”是隆德人的
“光阴故事”，也是他们最温暖的乡情
记忆。

隆德县自古处于中原农耕文明和
北方游牧民族交融的地方，由于常年
气温较低，逐渐出现地方特色小吃
——暖锅。这也是民间的一道当家菜，
一年四季皆宜，但冬季吃更增添一份
温暖和情趣。“门前雪花白，屋内锅子
红”，一家人或五六个亲朋好友围坐，
大快朵颐，好不惬意。

为了一探究竟，春节期间，记者来
到隆德县，感受暖锅带给隆德人的独
特暖意。

当天，固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隆德暖锅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陈素芳正
在店里忙碌着。她们严格按照“五面一
盖”的暖锅盛装方式，将食材一层一层
码垛，认真把控每一个细节，只为食客
能吃上符合团体标准的隆德暖锅。

陈素芳告诉记者，隆德暖锅民间
最早多用砂锅盛装，由于砂锅易碎难
洗，现在餐馆一般都用铜锅。但民间仍
有很多人家沿用砂锅。暖锅的食材也

各有讲究：五花肉最好过油，更加紧
致、耐煮；豆腐用手工卤水老豆腐最
好，越是用肉汤炖煮，越是软弹可口；
如果有干黄花菜、干白菜、干豆角之类
的“干货”，那暖锅便更有韵味了，鲜菜
嫩香，干菜味长，二者是绝佳搭档。

记者看到，厨师们先将炒制的萝
卜片和大白菜进行铺底，俗称“菜底
子”；第二层放入炸好的肉丸子；煮熟
的土豆块、炒制的大豆芽菜、豆腐则作

为第三层，上面再铺上
炒制入味的粉条；到了
第四层，是把煮熟的排
骨放在粉条上面，随即
在码摆好的暖锅中，加
入汤汁。

此时，厨师们又在
食材与锅体处贴上萝卜
片，目的是将食材和锅
体隔离开，防止菜品烧
煳。待汤汁煮沸后，将肉
片码入暖锅最上层，再
撒上蒜苗丝、红辣椒丝、
葱丝，俗称“盖面子”。一
切准备就绪，盖上锅盖，
在锅底架火开烧。

美味还在锅里蒸腾，
食客早已寻味而来。揭盖
瞬间，香气扑面而来，男
女老少一个紧挨着一个，
排着长队盛上一碗，美美
地吃上几口肉菜，再吸几
口汤汁。孩子们吃到根本
顾不上说话。

对于隆德县的乡亲
来说，春节吃暖锅，不仅

是民俗，更代表着团圆。热闹喜庆的鞭炮
声中，围着咕嘟咕嘟熬煮着的暖锅，大口
吃肉，笑语不断，家的温暖，家的味道，在
热气中蒸腾。

隆德暖锅的标准新篇

2023年12月7日，隆德暖锅迎来了
新的篇章——隆德县举办隆德暖锅团体
标准发布暨冬季旅游启动仪式，自此，隆

德暖锅有了行业标准，即《隆德暖锅》《新
式隆德暖锅》《隆德暖锅质量管理规范》
三项标准。

宁夏标准化协会会长韩作兵告诉记
者，隆德暖锅主要食材分为“四柱”和“四
稀”。“四柱”指隆德本地人把4种以上的
荤菜作为暖锅的主要食材，“四稀”指把
4种以上的素菜作为暖锅配菜。暖锅食
材种类多达十种以上，素菜与荤菜混合，
既能解腻，又能满足各种口味需求。

为让暖锅向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
的方向发展，《隆德暖锅》三项标准中对
制作、工艺、烹饪方式等都进行了明确：
制作要求采用烤炙、炸、炖、卤、炒的烹饪
工艺；烹饪器具宜选用砂锅和铜锅两种
材质；盛装方式宜采用混装式、隔档装、
盖面子等3种方式。

作为行家里手，陈素芳也参加了《隆
德暖锅》三项标准发布会。

“在《隆德暖锅》三项标准制定前，不
同的餐厅对暖锅的食材、烹饪方法和口
味，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导致消费
者难以选择合适的暖锅店。而《隆德暖
锅》三项标准的制定使得这些问题迎刃
而解，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规
范、透明和可靠的餐饮服务。”陈素芳
说，得益于《隆德暖锅》三项标准的制
定，食客对暖锅食材质量、卫生和安全
等更加放心。

“围炉聚饮欢呼处，百味消融小釜
中。”隆德暖锅，不仅传承了地方饮食习
惯，满足了味蕾的需要，更成为当地美食
文化象征、地方美誉名片和餐饮业的特
有竞争力。

“最近几天，我们每天卖40多个暖
锅。节假日期间，生意更好，每天能卖
100多个暖锅。预计今年营业额达200
多万元，带动30多人就业。”陈素芳说。

如今，在西北一隅的这个小县城里，
“龙源暖锅”“小张暖锅”“笼竿城暖锅”等
百余家暖锅店，正满足着八方来客的新春
味蕾，散发着当地饮食文化的无穷魅力。

隆德暖锅已经逐渐走出当地，走向
全国。

春节，隆德暖锅吃起来！
本报记者 范文杰

“很激动、很感动，澳门团员都
被贵州‘村超’‘村晚’展现的激情深
深打动了！”对于刚刚过去的春节，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工联总会理事
长李从正最为难忘的，就是他作为
团长，与几位顾问一道，带领澳门
90多人组成的代表队远赴贵州，去
参加火遍中国的“村超”“村晚”。

李从正介绍，首先打响的是澳门
职工联队与贵州“村超”联队的2024
龙年“村超”贺岁战，比赛时间正是农
历小年那一天，地点安排在黔东南州
榕江县三宝侗寨。当天的侗寨可谓人
山人海、热闹非凡。

“去的路上澳门代表队就热情
洋溢，大家都很激动，但是入场时，更
震撼了！”李从正说，澳门球员入场时，
几万人一起喊“澳门队加油”，“我们的
队员下来说，踢了二十多年球，没有过
一场比赛有这么多观众为他助威、观
赛！当地老乡和内地游客的热情、友
好，深深唤醒澳门职工联队队员的归
属感、家国情怀。大家感觉到在这里，
被爱护、被欢迎，都非常兴奋。”

这场跨越近900公里的角逐，澳门
职工联队以2:3负于贵州“村超”联队，
但情谊却得到更深的凝结。

“我们带去了澳门著名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醉龙表演队，在球赛开
始前，澳门的舞醉龙表演与榕江啦
啦队的舞龙芦笙及鼓藏节等巡游表
演轮番登场，吸引了许多的游客；比
赛结束后上演的‘村超村晚’文艺展
示中，双方更是联手将氛围推向了
新高潮。”李从正说，之前多次参加

政协组织的考察调研活动，对乡村振
兴的成果有很多体会，但此次春节前
夕走入榕江，更加深入感受到当地的
勃勃生机。

他表示，有几个体会非常明显。
“首先是当地村民把生活中的爱好，很
好地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动力，反
哺了乡村振兴产业。特别是通过蓬勃
发展的自媒体，培养了很好的‘村超’
和‘村晚’的文化品牌，火遍全国，带来
游客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其次，

‘村超’‘村晚’火起来后，带动了很多
年轻人返乡就业，发展事业、盘活乡村
经济的同时，解决了空巢老人和留守
儿童的问题。老少团圆、一起致富，实
现更美的乡村生活图景。此外，‘村超’

‘村晚’衍生出更大的交流发展平台，
不仅是打打球、办办节目，各类文化、
美食、旅游等好的产业、理念带进来，
得以融合发展、扩大成果。”

李从正说，贵州与澳门长期以来
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数年前的对口
帮扶工作深入推进了黔澳在不同领域
的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正因此，贵
州与澳门一向人缘相亲、情缘相连。此
次离开榕江时，当地相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希望澳门代表队搭建桥梁，帮助
贵州榕江引进葡语系国家足球文化。

“这非常可行，我们后期会跟进此事，
一起努力。当然，大家也希望通过此次
学习能为澳门带来好的经验，比如如
何把‘村超’模式复制到澳门，为澳门
群众的文体生活带来新的动力。总之，
非常感谢榕江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
会，我们希望能常来常往。”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工联总会理事长李从正：

难忘贵州的“村超”“村晚”
本报记者 李寅峰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神林村的乡亲们用吃暖锅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神林村的乡亲们用吃暖锅
的方式庆祝新春佳节的方式庆祝新春佳节 陈党福陈党福 摄摄

啡时光咖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红得
好像燃烧的火，它象征着纯洁的友
谊和爱情……”随着优美轻快的旋
律响起，一群姑娘身着维吾尔族服
饰步态轻盈地跃上舞台，动人的舞
姿引得台下阵阵掌声。细看，表演
者既有当地华侨华人，也有外国友
人，但此刻的她们却把这支歌舞演
绎得非常到位。

日前，美国犹他州盐湖城华助
中心、犹他州中国旅美科协等近二
十个华侨华人团体联合在州府盐湖
城举办第23届“犹他华人春晚”。
犹他各界各族裔民众两千多人欢聚
一堂，共庆中国新年。

“早在这之前，已有不少忠实
的粉丝，按捺不住期待的心情，询
问我春晚何时举办。如今，它终于
如约而至。”美国盐湖城华助中心
理事长、“犹他华人春晚”领衔创
办人乐桃文笑着说，自2002年创
办以来，每年一度的“犹他华人
春晚”已经在盐湖城家喻户晓，
成为许多犹他人共同期盼的节日
象征。

而舞台上由各族裔共同表演的
欢乐一幕，更是在“犹他华人春
晚”上频频上演：星熠教育舞蹈班
孩子们表演《白马》、班尼恩中学
生们表演《小苹果》、犹他东方中
文学校和盐湖书画社联袂为大家表
演《龙年说龙贺新春》等，处处都

有犹他各界各族裔民众参与的身
影。“连台下的观众，非华裔的人数
也能够达到1/5到2/5。”乐桃文说。

在乐桃文看来，春节是中国的
传统佳节，春晚更是一个文化交
融、分享年味的舞台。“初级的分
享是邀请各族裔来观看演出；中级
的分享，是邀请他们来表演特色节
目；而高级的分享，是请他们和海
外华侨华人一起携手，共唱一首
歌，共舞一支曲，共同演绎一个节
目。”说到这里，乐桃文不禁反
问，“还有什么比这种参与更令人
铭记在心的吗？这个‘融’字，让
我们的年味格外浓！”

为了增添年的互动性和趣味

性，今年的春晚还特别增
加了春节文化游园活动。

“活动从下午 5 点开始，
大家可以猜灯谜、写福
字、画图腾，参与各种小
游戏，到6:45观看每年
必不可少的舞狮表演，7

点正式开始观赏春晚演出。”乐桃文
说，没想到，游园现场摩肩擦踵，远
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华助中心准
备了近百份奖品，根本不够用，幸好
参与游园的各个团体也都有准备。”

这份高涨的热情一直持续到晚会
现场，原本计划9点闭幕，结果一直
开到近10点才结束。当人们欢笑着
为演出点赞，彼此道着声声“新年快
乐”时，乐桃文的心头涌上了一抹难
以言说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乐桃文的记忆，一下子回拨到
初创办“犹他华人春晚”的时刻，
当年经历过的坎坷仍历历在目，那
段连续8天每天只睡3个小时的时光
还恍如昨天，“如今一晃，我们举办

春晚已20多年，看到这么多华侨华
人同胞和各族裔民众欢聚一堂，看
到春晚被异国他乡的这么多朋友理
解、接受和喜爱，真是付出的所有
辛苦都值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离祖 （籍）
国越远这种感受就越深刻。”乐桃文
感慨道，“春节是中华儿女最看重的
节日，当初要在犹他州举办春晚活
动，就是想给自己制造点年味，寄托
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向海外传播中
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丰富当地文化
生活的同时，促成心与心的交融。”

再回首，当初的愿景早已实现，
新春的年味越来越浓。“今年，是农
历新年首次登上联合国节庆日历，中
国文化正在以更加丰富、多元的样貌
走出国门。看到这个消息，我特别高
兴。我想各国各地的华侨华人举办春
晚，或许也起到了一定的助推作用。
未来，我们会共同努力，继续讲好中
国故事，让全球各地对中国传统文化
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犹他华人春晚犹他华人春晚””：：

年味年味““浓浓””暖意暖意““融融””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金玉徐金玉

春节是农历的新年，在每个中
华儿女心中占有重要位置。伴随着
历史积淀，在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
也形成了一套具有马来西亚特色的
过年习俗。

今年春节，我是在马来西亚度
过的。节日期间，可以看到满街都
是大红灯笼，夜市里人满为患，各
个华侨华人社团都在分期举行团拜
活动，而这些活动几乎都有舞狮表
演、古装文艺演出等，来宾着唐装
汉服更是常态。

这个超长假期也让中国来马游
客激增，往返机票一票难求，转机票
也必须提前预订。大家畅游在马来西

亚的春节氛围中，纷纷感慨，这里的
年味真浓！尤其是年三十晚上，吉隆
坡放炮放礼花最甚，各式各样的礼花
连成一片花的海洋，绚丽多彩。

正月初九同样是马来西亚华侨
华人春节活动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节
日，也就是“天公诞”。“天公诞”传
承于福建闽南地区，因在福建人的眼
里，“天公”就是“玉皇大帝”，“天
公诞”作为玉皇大帝生日，是需要被
谨慎对待的。拜祭天公的供品中必不
可少的就是甘蔗了。据相传，闽南人
曾数遭倭寇侵袭，一次倭寇又来进
犯，闽南人躲进甘蔗地里，躲过了一
劫，从此甘蔗被当作福建人先祖的救

命恩物。甘蔗用来拜天公不仅因为它有
着一层救命意味，还因为甘蔗在闽南话
里与感谢同音。初九这一天大家都会在
家里摆起供桌，桌上放有玉皇大帝像及
各类贡品。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新年团拜
活动也是最能体现年味的时候，是交
友拜年的最佳选择。

现如今，马来西亚华侨华人把拜
年与社交、商业融为一体，创建了特
别的团拜活动，这种拜年方式不仅为
现在快节奏生活的人们减轻了拜年所
需的时间负担，也互相联络了感情，
最大限度地增进了多边联络的机会，
促进了人们的交流。

我在吉隆坡有幸参加过多次大型
团拜活动，能够切实感受到现代社会
的团拜模式，把传统意义上的拜年创
新发展成集体形式，提高了效率，增
加了广度，也提升了马来西亚当地人
对华侨华人文化的了解。

马来西亚华侨华人也会在春节期
间推动实行公益活动。这些活动包括
推进华语教育、救助弱势群体以及赈
灾等等，这让春节更有社会意义。特
别对于马来西亚这种多民族国家来
讲，更多的公益活动可以提升春节在
其他民族心目中的好感度，让他们更
能认可和接受华人春节。

春节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
统节日，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
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继承与发
扬，不仅使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更强，
也使我们的文化能让更多的人看见，
更多的人体会到。

（作者系马来西亚海内外传媒集
团主席）

在马来西亚寻味中国年
续炳义

春节期间，带着孩子去看电影
《热辣滚烫》，感动于主人公自我救
赎、勇往直前，创造热辣滚烫人生的
故事。不知不觉间，我竟莫名想起那
个雪天，在武汉喝的那杯热辣滚烫
的咖啡来。

2024年春节前夕，借回乡过年
之机，我带着家人顺道在武汉旅游。
不想，抵达武汉的当天，便遭遇了始
料不及的雪和冻雨。雨雪阻挡不住
我们Citywalk的热情。然而，即使
我们全副武装，仍然在历史文化街
区黎黄陂路冻得无处躲藏。这条始
建于1900年，后划入汉口俄租界，
仍保留多处租界时期遗留的欧式建
筑的街区，在刺骨寒风中，我们顾不
上欣赏它的神采，只想寻一处温暖
的所在。慌不择路中，我们走进了一
家咖啡馆。

咖啡馆位于十字路口一栋欧式建
筑的二层。拾阶而上，推开门，有暖意袭
来，一同袭来的，还有咖啡的甜香。

“冷吧？先喝杯热水。”一位约摸
50岁的姐姐走过来，笑意盈盈的，
想必是这里的店员。

“咱们什么咖啡比较有特色？”
对于我不熟悉的地方，我习惯征求
他人的建议。

“我们最有特色的是手冲。你们
喜欢偏酸、还是偏浓香型的？”

见我犹豫，她又解释说，“一般来
说，烘焙程度低的咖啡偏酸，苦味也
低，味道相对轻盈一些。烘焙程度中
等的咖啡平衡性比较强，酸味苦味适
中，味道香浓，大多数人比较喜欢。”

“那就来两杯手冲，浓香型的。”
专业的解释，让我愉快地接受了她
的建议。

“如果再搭配一块海盐焦糖巧
克力蛋糕，口感就更完美了。蛋糕是
我昨晚烤的，可以尝尝看。”

我连忙点头，心想，“姐姐不仅

对咖啡很专业，烘焙也很拿手”，不免
有些好奇，便坐在吧台处观察了起来。

只见姐姐拿起手冲壶，优美的水
线之下，咖啡粉冒出油亮均匀的泡泡，
一股浓郁的香气蔓延。“真香。”我脱口
而出。

“我们进口的是生豆，自己烘焙，
一般烘焙一次两天内用完，确保新
鲜。”姐姐一边熟练地制作咖啡，一边
与我聊天。原来，她就是这家咖啡馆的
主人，十年前，退休后的她百无聊赖，
因为喜欢咖啡而开了这家咖啡馆。从
零起步，她开始学习咖啡、蛋糕制作，
一点点装饰店里空间。咖啡馆没有请
其他员工，包括清洁、维修等都是她一
个人负责。而眼前的她，一头乌黑的长
发，挺拔的身姿、轻盈流畅的动作，实
在让人难以相信她已经65岁了。

品着原汁原味、浓郁醇香的手冲
咖啡，再吃一口海盐焦糖巧克力蛋糕，
入口即化，瞬间将咖啡的微苦褪去，只
剩下香甜留连在唇齿之间。美好的舌
尖感受，温暖了身心，我方顾得环顾四
周。只见吧台一侧柜子上的玻璃罐子
里，盛放着从坦桑尼亚、肯尼亚、哥伦
比亚进口的咖啡豆。大厅环境雅致、布
置温馨，一台老式留声机里音乐流淌。
而在另一个房间的墙壁上，照片墙上
满是姐姐周游世界的照片，其中有一
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照片上，一本
《撒哈拉的故事》，斜插在一望无际的
沙漠里。

“这是你带着《撒哈拉的故事》去
了撒哈拉沙漠吗？”我问。

“是呀，我喜欢这本书，就带着它
去了撒哈拉。这些都是我退休之后去
旅游拍的。”姐姐说，她喜欢随自己的
心去生活，她还说人需要活在希望中，
所以她一直在自己找希望。

身心温暖地走出咖啡馆，漫步在这
条被称为汉口神采与气质延续的街区，
我们才见到了它白雪点缀的美丽。

雪天，那杯热辣滚烫的咖啡
纪娟丽

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春节假期 （正月初一至初
八）， 北 京 11 家 市 属 公 园 共 接 待 404.56 万 人 次 游 客 市 民 ， 同 比 增 长
141.32%。超过 700万观众通过公园的直播活动，线上感受历史名园文化和
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春节假期北京市属公园迎客超春节假期北京市属公园迎客超400400万人次万人次

闲时代休

““犹他华人春晚犹他华人春晚””现场现场，，犹他各犹他各
界各族裔民众两千多人欢聚一堂界各族裔民众两千多人欢聚一堂。。

春节文化游园现场春节文化游园现场，，
观众体验手写春联观众体验手写春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