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漯河
■胡静波

风柔云淡雨初晴，新绿昂扬盈水生。
虹桥横跨炫春夜，华灯倒映暖复明。
心旷漫步拾碎彩，神怡垂钓泛低蓬。
不羡江南旖旎景，中原水乡有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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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红
五 月 的 漯 河 ， 鲜 花 怒 放 ，

2024年漯河市食品文化旅游宣传
月活动精彩纷呈。五月，食博会让
这个以食品闻名的小城再次成为人
们瞩目的焦点。

风光旖旎的沙澧河风景区是这
个小城的花园。清晨，勤劳的漯河
人和城市一起醒来，迎着晨曦，伴
着鸟鸣，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这里
散步、晨练……轻风微漾，露珠闪
亮，人们舒活筋骨、抖擞精神。白
天，各忙各的。夜幕降临后，劳作
了一天的人如倦鸟归林，享受属于
自己的曼妙时光。这时，有太多的
地方可以消融身心的疲惫。流光溢
彩的沿河灯光，如梦似幻；姿态各
异的桥横跨水面，让人想起灯光桨
影里的秦淮河；千架无人机的魔力
表演点亮夜空；金沙滩、银滩公园
灯火璀璨；各个网红打卡点时尚又
浪漫……朝暮之景，乐亦无穷。此
外，小商桥、漯湾古镇、贾湖遗址
博物馆、许慎文化园等，既可以让
人们领略自然风光的秀美，又能感
受漯河历史文化的厚重底蕴。

作为中国食品名城，漯河当之
无愧。100多种名优小吃，足以满
足味蕾的需求。如果在百无聊赖之
际吃上一根卫龙辣条，强烈的味觉
体验会让你直呼过瘾；如果想快速

做出几道工序繁杂的“硬菜”，那
么双汇的预制菜会助你秒变大厨；
如果想喝点儿牛奶补充营养，三剑
客黑酸奶会让你感到有料又有味；
如果想吃一顿味道鲜美的早餐，北
舞渡胡辣汤会让你意犹未尽……大
街小巷、饭店小摊，漯河人都在用
自己的勤劳智慧丰富着舌尖上的美
味。烹饪是一种态度，美食亦有温
度。同样的食材，要想在火候的把
握中得到最佳的滋味，不仅需要技
术，还需要热爱之心——爱创造、
爱美味、爱人间烟火。

文化盛宴是漯河人的精神大
餐。贾湖笛声的缥缈悠长、《说文
解字》的博大精深、小商桥的悠久
历史，早已成为漯河人民的精神底
色。食品文化旅游宣传月活动从4
月30日开始，持续到5月20日，
有戏曲、魔术、相声、曲剧、二人
转等，更有陕州锣鼓书等非遗节
目，让漯河人民在家门口享受了一
场场视听盛宴。在红枫广场附近的
民俗文化展区，瓷器、剪纸、泥
塑、木雕等非遗展示，让漯河人民
大饱眼福；漫步书画长廊，让人如
同走进壮美河山。

作为漯河人，我是幸福的，赏
美景、尝美食、品文化，与这个城
市融为一体的同时，也收获着内心
的自豪与幸福。

幸福漯河

■朱 超
五月，美丽的漯河迎来了又一

届食博盛会。
如果你看过了红枫广场热情奔

放的表演，听过了戏曲名家悠扬婉
转的唱腔，见过了非遗传承人栩栩
如生的作品，深埋心底的自豪感会
不会悄然涌现？这是我们的城市，
这是好客的舞台，四方宾朋络绎不
绝。此时此刻，你的脑海中会浮现
出哪些表述漯河美食的关键词呢？

胡辣汤

北舞渡在我的心中更像是一处
与美食有关的胜地。从坐在大人自
行车后座上去，到如今隔三岔五开
车去，都为了那碗热气腾腾的胡辣
汤，还有那焦黄的水煎包、筋道的
杠子馍。

30多年来，生活不断变化，胡
辣汤那浓缩着回忆和乡愁的滋味始
终如一，甚至愈发醇厚。小时候喝
胡辣汤，是改善生活，是馋嘴的孩
子在贫穷日子里为数不多的小确
幸。现在喝胡辣汤，更多的是一种
回味。一路走来，世事更替，从落
后闭塞的农村到车水马龙的城市，
成长的种种都沉淀在这香味扑鼻的
一碗汤中。

夜市

如果要寻味漯河，有一个地方
注定是绕不开的——夜市。

与富丽堂皇的星级酒店相比，
接地气的夜市更与我们的生活息息
相关。下了班的打工人靠啤酒和烤

串驱散一天的疲惫，下了晚自习的
学生被月蒸肉抚慰了辛劳。那香飘
满街的土豆粉、麻辣烫，诱人的烤
面筋、臭豆腐，让夜市成了人们面
对坚硬生活的缓冲区、抵御精神内
卷的减速带。无论声名远播的文化
路夜市，还是人头攒动的黄河广场
夜市，都是烟火人间最生动的注
脚。

烩面

生炝烩面和砂锅烩面是很多人
的最爱。喜欢炝锅鲜香入味的食客
和喜欢砂锅浓厚口感的食客，都能
在这个中原小城找到属于自己的独
特味道。

汤鲜美、面筋道，放上用本地
辣椒精心熬制而成的辣椒油，简直
就是面食爱好者的福音。当年在县
城求学时，每周两个小时的外出时
间，我除了逛超市采购生活必需品
外，其余几乎全给了北街口的那家
烩面馆。花上几块钱，在靠窗的桌
前坐下，一边看火箭队和湖人队的
激烈交锋，一边吃着砂锅面，一周
的疲惫也就烟消云散了。

对漯河历史文化有一定了解的
朋友大概不会对“沙河东流碧，螺
湾汇双河”感到陌生，那是600多
年前水旱码头繁华的写实。此刻的
漯河，作为中原腹地一颗璀璨之
星，乘着时代的东风，向着未来浩
荡启航。双河汇流，人杰地灵，食
博会现场，四方宾客的脸上都洋溢
着笑容。这一刻，你会更直观地体
会到那句话——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

寻味漯河

■温媛媛
如果说白天的人们是为了生

存奔波，那么夜晚则是人们为了
灵魂愉悦而生活。5月中旬的一天
晚上，我与朋友相约，到沙澧河
风景区红枫广场观看2024年漯河
市食品文化旅游宣传月活动的节
目。

红枫广场的夜晚一片欢腾。宽
敞的舞台、梦幻的灯光、精彩的表
演、兴奋的人群，鼓掌声、叫好声
不绝于耳；“文字丛林”展示着许
慎故里浓郁的文化氛围；河对岸帆
船造型的大屏幕正滚动播放着有关
漯河的宣传片……荡漾的河水，欣
慰地看着沙澧儿女的幸福生活，观
望着2024年的这场食品盛事。

和朋友散步于树下，吹着河
风，我感慨：“看枫不必去香山，
看樱不用去武汉。观景来到沙澧
岸，春夏秋冬皆适宜。春有百花夏
有荫，秋挂硕果冬寻梅。另外，咱
漯河还有那么多好吃的，比如北舞

渡胡辣汤、北京方便面、卫龙辣
条、双汇火腿肠……”

正感慨，朋友说：“快看！”我
循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夜空
中闪烁着“千机飞 只有漯河”几
个大字。眨眼间，无人机重新排列
组合，又出现“食全食美 漯在其
中”八个大字，字的周围还点缀着
绿叶。正当我惊叹时，天空中居然
又变幻出一个太空人。他的双臂与
手指在灵活转动，好似在召唤我们
与他同去遨游太空。紧接着还出现
了双汇集团、卫龙辣条、贾湖酒、
南街村等字眼……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扎着牛角辫
的小女孩，她正对着一朵蒲公英
吹。微风晃动，一个个希望的种子
撒落，在小城这片热土生根发芽。

小城不大，但已经从一座名不
见经传的中原小城成长为首家中国
食品名城。它生态宜居，文化底蕴
深厚，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
升，幸福感爆棚。

小城盛事

■张一曼
在父亲的笔下，关于母亲只有

四个字：苦尽甘来。当我在父亲的
文字里看到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为
母亲感到不甘：一个人的一生几个
字就概括了？

其实我也没写过母亲，为此我
苦恼了很久，无数次想要写写母
亲，但拿起的笔最后总是又放下。
后来我才明白，终是我手中的笔太
轻，担不起母亲一生的重。

今年“五一”假期，我到沙澧
河风景区红枫广场采风，顺便在附
近逛了逛。看到那些美食小摊时，
我突然有了灵感——第一次写母
亲，就从母亲做的白菜素面写起吧。

白菜素面，是小时候母亲在冬
日里常做的饭食，做法简单。冬天
的白菜包得瓷实，母亲先把它切成
细条，抖擞开了，再下锅炒熟，铲
出备用。炒熟的白菜最后是要倒进

面条锅里的，母亲会把一锅饭需要
的盐都放进事先炒好的白菜里。在
锅里添了水，水开下面条，等面条
煮熟再把炒好的白菜一股脑儿倒进
去，白菜素面就做好了。

我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白菜素
面。一碗白菜素面，汤和面既清淡
又能满足我果腹的需求。另外，
只有提前炒熟再放进锅里的白菜
才保留着足够的咸味，在那个春
夏时节面条锅里不是放榆树叶就
是放红薯叶的年代，那白菜的咸
味足以满足我的味蕾了。可于母
亲来说，那汤淡得似她一生的琐
碎漫长，而那掺在面里咸味十足的
白菜，是她生命里不堪言说的苦涩
和沉重。

就在父亲写下母亲是“苦尽甘
来”的那一天，我和母亲聊我小时
候的那些事。那时村里有个大娘笑
着对母亲说：“日子都那么苦了，也

没见你发愁过，啥时候见你都是跟
没事人似的。”母亲听了只是笑笑。
她对我说：“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我
就想：已经这么难了，抱怨没用、
哭也没用，就只管闷着头一天天地
过。我就要看看最后能把日子过成
啥样，生活还能给我多少苦和难。”
这就是母亲，坚强、执拗。我想，
她是认准了能把日子过亮的。

一碗白菜素面，是母亲对命运
对生活最大的敬意和最强烈的反
抗。她拿苦难当盐，给生活这锅汤
调味。我曾尝试着做一锅白菜素面
给家人吃，可无论尝试多少次都做
不出母亲的味道。再和母亲相聚，
即使提出想吃一碗白菜素面，母亲
也不做了。她总是固执地拿出她能
拿出的、认为是好东西的所有食材
来。我知道，和当年用白菜做出的
一锅素面一样，母亲不过是倾其所
有罢了。

白菜素面

■程慧鸽
作为一名“70后”，记忆里的

美味自然少不了北京方便面。20世
纪80年代，南街村产的北京方便面
很受人们欢迎，好多小孩子话还说
不清楚就知道向大人要“方方面”。
那个年代，提到方便面，几乎人人
都知道指的是北京方便面。春节时
好多人喜欢拿北京方便面当礼品，
可见它受欢迎的程度。现在，方便
面的品牌、口味越来越多。我也吃
过别的品牌方便面，但都不及北京
方便面的口感。说起来很神奇，这
么多年竟然没有一款方便面能超越
北京方便面在我心中的地位。

北京方便面有麻辣和鸡汁两种
口味，都很好吃。我最喜欢鸡汁味
的，且喜欢泡着吃。我有一个可以
让方便面更好吃的秘密：泡得时间
短一点儿，面稍稍有点儿夹生，吃
起来绵香里带着一点儿酥脆，味道
简直妙不可言。更妙的是它的汤。
我觉得汤才是一碗面的灵魂，每次
吃面条，无论手擀面、烩面还是粉
浆面，面可以剩下，汤绝不能剩
下。每次泡面的时候我都特意多放
一点儿开水，泡好加料，如果嫌味
道淡了，就拿出之前干吃省下的调
料加进去一点儿，这样泡出来就是
满满一大碗。一边喝一边吃，真的

很过瘾。特别是鸡汁味的汤，感觉
像是在喝真正的鸡汤。

印象中，吃方便面比较多的时
候是上师专时。记得有一天晚自习
结束，我回到寝室时有点儿饿，想
着这么晚了忍一会儿算了，谁知道
不一会儿就开始心慌手抖、四肢无
力。所幸隔壁宿舍有一个学姐专门
批发了北京方便面在卖。我买来一
包，吃完就没事了。从那以后，晚
上只要饿了，我就赶紧泡方便面
吃。寒冷的冬夜，饥肠辘辘时吃上
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北京方
便面，每一口面、每一口汤都暖心
暖胃。汤足面饱后的唇齿留香、心
满意足，让幸福变得那么简单。苏
轼说“人生十六件乐事”。我认为，
冬夜泡面也算一件俗世乐事。只是
那时候我以为北京方便面产自北
京，没想到它居然产自漯河，更没
想到后来我竟然就在漯河工作且定
居了。看来，我和漯河的缘分真是
不浅。

有了孩子后，好多年没吃过方
便面，我甚至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
它了。一次逛超市时，我竟然发现
了北京方便面，并且有我最爱的鸡
汁味。它们安安静静地摆在那里，
仍是熟悉的包装，一如我多年前最
初看见时的样子，朴素低调不起

眼。我像是遇见了失散多年的故
人，欢喜异常。我赶紧买了几包，
回家泡一碗吃，还真是记忆中的味
道。这味道里，有青春的记忆。前
几年带孩子去南街村玩，路过生产
厂区，我看见一辆辆大货车进进出
出，心中生出无限感慨。

2019年，我去贵阳学习，走之
前就想那边的饭不一定吃得惯，就
带了几包北京方便面。到了贵阳，
果然一天三顿米饭，让我这爱吃面
食的河南胃很是为难。没办法，只
能慢慢坚持，实在不想吃了就拿出
带来的方便面泡一包解馋。没几
天，我就把带的方便面吃完了，直
后悔带得少了。在贵阳学习的二十
天，我瘦了好几斤。自那以后，每
次外出，北京方便面成了我的必带
品。人在外地，它就是家乡的味道。

如今市场上的方便面五花八
门，但只有北京方便面是我的“心
头好”。是的，无论我们走多远，无
论我们吃过多少山珍海味，小时候
吃惯的一蔬一饭仍是心中最怀念
的。北京方便面几十年口味不变，
承载了我们舌尖上的记忆，恰似心
底那一抹乡愁，又如熟悉的老友，
无论相距多远，无论多久不见，无
论何时想起，都会被那份友情浸
润、温暖。

我的“心头好”

■陈思盈
在食博会上，看到卖芝麻丸的展位

时，我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是的，
每每听到、看到“芝麻”二字，我就会
想起老家的父母在田间种芝麻、收芝麻
的情景，就会想起姥姥和妈妈烙焦馍送
焦馍的往事，就会想起身边那些从“芝
麻大点儿事”来关心自己的朋友，就会
想起乡下生活的岁月……

有一种爱
叫姥姥烙的焦馍

一天，很久没见姥姥的儿子说：
“妈妈，我想吃姥姥烙的焦馍了。”我抱
着儿子说：“是呀，妈妈也想吃焦馍
了。”

妈妈烙的焦馍，除了加入促消化的
鸡内金，还加入了妈妈亲手种、亲手
收、亲手炒的黑芝麻和白芝麻。儿子小
时候经常积食，长年在乡下居住的妈妈
就隔三岔五地烙上一些焦馍，用干净的
食品袋装好，骑着小电车从三四十里外
送来让儿子当零食吃。

前几年，疫情时时阻断妈妈送焦馍
的路。儿子经常在电话里隔空呼唤：

“姥姥，我都想你了，也想你烙的焦馍
了。”焦馍送来的那一刻，我也想起了
小时候跟着我的姥姥一起生活的场景，
想起了那句“有一种爱，叫姥姥烙的焦
馍”。

我小的时候，在老家没人看护，就
被妈妈送到了济南姥姥家生活，直到上
小学才回漯河。刚到姥姥家的前几个
月，我三天两头不是发烧就是积食，可
把她老人家急坏了。记忆里，她从有限
的吃食里为我摆弄各种好吃的，印象最
深的就是烙焦馍。她总是趁我不注意，
在和面的时候加入擀碎了的鸡内金和金
贵的芝麻，也总是让我在晚饭后多吃这
种焦馍。慢慢地，我很少因为积食而发
烧生病了。

回到老家后，一年才能见到姥姥一

两次。多年来，姥姥关照着儿女，也关
照着儿女的儿女。她一年一年地老去，
从一个青涩少女，成为暮年老人。我在
成长中一点点地远离着她，偶尔在生活
中遇到不顺时，总会想起她。岁月的霜
雪杀去了姥姥眼神里的严厉与不屈，如
今，那眼神里满含着对时光的顺从与坦
然接受——在生活的发酵坛里，她正在
酝酿着岁月的芳华吧？

有一种爱
是朋友亲手做的芝麻盐

那一天，朋友丽专门开着车从舞阳
县城送来了她自己做的芝麻盐和烙的薄
饼。她说我总是因为工作和孩子忙，不
懂得照顾自己。她时间充足，顺带着做
些能多放几天的食物，让我饿时可以填
填肚子。前段时间，无意中和当老师的
她说起了儿子在学习上的一些不足，她
就主动牺牲自己的周末时间给儿子查漏
补缺。

一天中午，我正在单位加班，忘记
了时间。微信上有消息在闪动，点开一
看，是从北舞渡老家要返城的芬姐。她
问我吃饭了没有，说要给我带胡辣汤。
我一看时间，已经 12 点了，嫌太麻
烦，就不让带，但她还是不由分说地带
了两份汤和一张饼给我送了过来。她走
后，我在楼上默默地喝汤吃饼，几十公
里的路程走完，汤尚有余温。那天的风
很大，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冷——因为
风中的两碗汤，带给了我温暖和力量。

人到中年，生活的各方压力扑面而
来，很多时候总会觉得力不从心，尤其
是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好在，身边有那
么一些朋友：对孩子非常负责的老师，
经常关照我的同事，遇到事情总是第一
时间向我伸出帮忙之手的朋友……他们
总让我对生活充满感恩和激情。生活虽
然不是每天都是晴天，但是朋友的关心
和送来的温暖，却让我的心情像装了个
小太阳一样，时时明媚。友情，像那不

起眼的芝麻做成的芝麻盐，虽然不是餐
餐必有，但偶尔食之，总会让人口齿生
香，余香难忘。

有一种爱
需九蒸九晒的岁月凝香

每个人都会经历从青丝到白发的历
程。有些人在手抚白发而感叹年华似水
时，丝毫不会感到后悔与遗憾；有些人
在对镜理鬓时，内心却充满了惆怅，空
叹年华已逝而未留下自己的色彩。

那天，当我正一根根拔掉头顶长出
的白发时，刚好被我家先生看到。第二
天，他就给我买回了黑芝麻丸，说：

“这黑芝麻丸经九蒸九晒而成，吃了可
以补肾益气养发。”吃着这凝结着爱的
黑芝麻丸，我感慨万千。结婚十多年，
生活的烦琐覆盖了爱的新鲜，爱情变成
了亲情。我们都习惯了这种平淡，甚至
忘记了彼此的世界曾经因为对方而精
彩，彼此的爱情曾经因为对方而幸福，
彼此的心灵曾经因为对方而飘逸。

生活在这个小城，每天，我们都会
踩着昨日的足迹重复着生活，会坐着相
同的公交车奔赴单位又回到家中；每
天，我们都会打开相同的表格填写不
同的内容，念着不同的文件却重复着
相同的数据。但每天，我们都会在起
床后梳理彼此那或黑或白或长或短的
发丝。当看到先生两鬓因压力过大而
早生的白发时，我是那么心疼，不停
地为他买核桃、夹核桃吃，不停地用黑
芝麻和大豆榨成汁让他喝，不停地在网
上搜、在亲朋好友中询问关于白发变黑
的偏方。

黑芝麻丸需要九蒸九晒制成，生活

也需要九蒸九晒，那是从岁月里凝结出
来的精华。这充满爱的黑芝麻丸，让我
和先生的平淡生活不再平淡，让我们明
白彼此的爱和牵挂，也让我们明白，无
论发丝是黑还是白，对方都在彼此心
中，永远不会老去。

有一种爱
能融化我们心头的霜雪

记得小时候，有一日，妈妈让我过
去帮她拔掉头顶的几根白发。我跑过去
拔时发现她流着泪，不时地说着“老了
老了，才30多岁就有白发了”。我围着
妈妈转，并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变化，觉
得她可真矫情。

这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无意
中发现自己的头顶也聚集了一些白发，
一根根地拔掉时，也会叹着气说“唉，
真是老了”之类的话。突然间，岁月像
凝固了一般，让我回到了少时为妈妈拔
白发的瞬间。发了一会儿愣，我喊十岁
的儿子帮我拔掉白发。他跑过来一根根
帮我拔去后，突然钻进我的怀里说：

“妈妈，你这白头发都是为我操心而长
出来的吧？”听到这话，我的泪一下子
涌出了眼眶。

有人说，人生就是一场场的轮回，
不为人父人母，永远不懂得养育之艰
辛。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懂得了妈
妈曾经的悲伤和隐忍。

这些年，我经常帮满头白霜的妈妈
洗头发、染头发、梳头发，却没有再拔
去自己头上的一根白发——我知道，这
每一根白发都曾经照亮过我前进的路。
如果可以，我仍想依偎在妈妈温暖的臂
弯里，做那个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女孩。

芝麻记

国画 美丽漯河 彭全森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