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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在三门峡街头巷尾，藏着几代人的
味觉记忆。城市在变，人的年龄在变，
但总有些味道和情怀能穿越时间，或许
是上村刘记麻辣面那一碗麻辣鲜香的
酣畅淋漓，或许是二印哨子面几十年如
一日的家常滋味，又或许是公园胖子炸
串裹满秘制调料的童年回味……这些
老味道，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段故事、
一份牵挂。

近日，记者走访了几家沉淀了三门
峡人味觉记忆的老店。上村、二印、公
园……这些招牌里的城市地名，也见证
着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二印哨子面
抚慰夜归疲惫的心

在三门峡的夜幕里，总有一盏灯为
晚归的人亮着。那是二印厂旧址旁的
一家小店，藏着三代人的光阴。

“二印门口哨子拉面”，三门峡人习
惯称其为“二印哨子面”。这家店起源
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最初是为河南第二

印 染 厂 夜 班 下 工 的 工 人 提 供 美 食 的 。
每到凌晨，哨子肉香与面香四溢，工人
们蹲在路边吃得津津有味，驱散了整夜
的疲惫。

2003 年起，李鹏和家人接手经营这
家店。他们根据食客喜好，精简面的品
种，保留了香菇瘦肉面和红烧牛肉面。
细匀的面条搭配大块瘦肉和香菇，筋道
醇厚。如今，厂子虽已搬走，但小店仍
从下午 5 点开到凌晨两三点，成为三门
峡夜归人的温暖坐标。

如今，这碗面早已成为城市烟火气
的代表。许多年轻人从外地驱车前来，
在小红书等平台的三门峡旅游攻略里，
总能看到本地人及游客力荐：“一定要
尝 尝 二 印 哨 子 面 ，还 有 上 村 刘 记 麻 辣
面。”

上村刘记麻辣面
舌尖上的酣畅淋漓

同样被市民反复提及的，还有那碗
麻辣鲜香的上村刘记麻辣面。同样也

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刘乐的父母在湖滨
区会兴街道上村村口附近摆小吃摊卖
凉皮。后来其父从广东打拼回来，决定
转型做麻辣面，并将店铺搬到市区虢国
路。2004 年，“上村刘记麻辣面”店名正
式 确 定 ，还 与 卖 肉 夹 馍 的 老 板 合 作 至
今。2015 年，因虢国路整修和农贸市场
拆迁，店铺迁至五原路，店面也从 30 平
方米扩大到 100 多平方米。

多年来，这家店凭借爽滑面条与麻
辣调料，吸引了众多食客。在外地打拼
的三门峡人回来必吃，还有人将其真空
包装邮寄给外地亲人。

如今，刘父依然每天采购食材，刘母
做面的力道还是如 20多年前一样。当年
梦开始的地方——上村，经过城中村改
造，现已高楼林立。说起未来，刘乐和父
亲只是笑着说：“咱就专心把面做好。”

公园胖子炸串
喂饱无数人的童年

三门峡市人民公园曾是许多人童

年 的 欢 乐 所 在 ，公 园 旁 的 公 园 胖 子 炸
串 更 是 人 气 满 满 。 外 焦 里 嫩 的 炸 串 ，
裹 上 秘 制 蘸 料 ，是 无 数 三 门 峡 人 的 童
年回味。

1986 年，“胖子叔叔”在人民公园游
乐场旁支起炸串摊，因他爱琢磨美食且
身材较胖，故取名“公园胖子炸串”，他
研发的秘制调料，搭配多种新鲜食材，
让炸串成为公园里的“人气王”。

2015 年，由胖子叔叔的女儿王雅倩
接手，在市区黄河路上开了新店。尽管
炸串摊换了位置，主厨也换了人，但味
道始终未变。如今，王雅倩依然常能听
到顾客说：“我小时候在公园就吃你家
炸串，现在带我儿子来尝尝”。逢年过
节，胖子叔叔还会到店里帮忙，老食客
们一眼就能认出他，感慨“还是那个味
儿”。

当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这些老店
就像时光的锚点，把日子过成味道，把
岁月熬成情怀，在一碗面、一串炸串里，
让城市的记忆永远鲜活。

7 月 11 日至 12 日晚，方言话剧《面
皮》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大剧院成功演
出两场，受到观众的热烈好评。

《面皮》以高度写实的手法，描绘
了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一 个 小 村 落 中 一 家
三 代 人 发 明 、制 作 、传 承 擀 面 皮 手 艺
的故事，展现了党的基层干部带领群
众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赞扬了乡亲
们 坚 韧 不 拔 的 勤 劳 品 质 和 勇 于 创 新
传 统 文 化 的 民 族 风 骨 。 该 话 剧 荣 获
第十届陕西省艺术节“文华大奖”、陕
西 省 第 十 七 届 文 明 建 设“ 五 个 一 工
程”优秀作品奖等奖项，由一级演员、
中 国 戏 剧 梅 花 奖 、中 国 话 剧 金 狮 奖 、
中 国 电 视 金 鹰 奖 优 秀 男 演 员 奖 获 得
者吴京安领衔主演。

“三门峡是我们这场戏走过的全国
第十多个城市。台词虽然已经记得很
牢，但大家千万不要把演戏当作机械性
的重复，每一次演出都要给自己创造陌
生感和新鲜感。”7 月 11 日下午，在彩排
现场，吴京安悉心叮嘱年轻演员们，如
何调整走位、布局灯光，如何控制脚步
的快慢、循序渐进演绎情绪的爆发，争
取让每一场戏都圆满落幕。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
来！我们一定要在大气磅礴的三门峡
市成功演出，大家加油！”彩排结束，吴
京安为演出团队加油、鼓劲。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京安介绍：
“话剧《面皮》讲述了宝鸡西府，秦岭脚
下一个小村落，在 45 年前，老百姓为了
生存、活命，继承先人留下的面皮手艺，
并不断发扬光大的故事。”

直爽、专业、激情四射是吴京安的
性格特点，“该话剧的特质，就是不像
戏，而像一群村民在舞台上生活，非常
自 然 、接 地 气 ，没 有 特 别 的 雕 琢 和 口
号 ，有 的 只 是 点 点 滴 滴 的 生 活 气 息 。
大家通过观看这个剧，就能体会到以
前百姓生存之不易，面对困难，他们的
挣扎、纠结、奋斗、理想，他们的梦曾经
碎在这个舞台上，最终也成在这个舞台上。”吴京安说。

关于演戏，吴京安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他说：“演戏并
不是使用书面的戏剧语言或是诗一般的语言，而是把台词
变成人物的话。”

“从事演员这个工作，有的一场戏就得演 800 多场。”吴
京安说，《面皮》自前年开始到现在，已先后在北京、西安、宝
鸡、兰州、银川、大同、洛阳等地演出，如果每次像复读机一
样，流畅地背台词，那演员本身也会烦死、累死、腻死，所以
每一次演出，都要给自己创造陌生感和新鲜感，把经过“发
酵、醒面、打浆”等诸多程序后制作出来的话剧、电影、电视
剧等赋予生命力，演出剧中人物内心的语言，才能让台上演
员和台下观众消除空间距离，真正融为一体，让观众和剧里
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共同畅享演绎和艺术的魅力。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7 月 13
日，记者从三门峡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获悉，为在全社会营造缅怀
英烈、崇尚英烈、捍卫英烈、学习
英烈的浓厚氛围，全市招募志愿
英烈讲解员若干名，报名时间截
止到 7月 31 日。

此次招募旨在选拔一批新时
代英烈精神的守望者和讲述者，
挖掘讲述一批可歌可泣的英烈故
事，全面提高红色讲解员队伍能
力素质，进一步发挥全市烈士纪
念设施红色阵地作用，传承红色
基因，弘扬英烈精神。

招募对象为大中小学生、教
师、退役军人、军烈属以及对红色

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者。要求有
较强的责任心，口齿清晰有亲和
力；能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具
有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协
作能力；熟悉并热爱红色文化，具
有奉献精神和较强的服务意识；
未成年人参加志愿服务，应征得
其监护人的同意。

据介绍，该局将向符合条件
的志愿讲解员颁发“三门峡市志
愿 英 烈 讲 解 员 聘 书 ”，并 根 据 报
名 情 况 适 时 举 办 讲 解 员 能 力 提
升培训班。对工作优异、表现突
出的志愿讲解员，该局将推荐其
参 加 省 级 及 以 上 志 愿 英 烈 讲 解
员大赛。

本报讯（记者李博）近 日 ，三 门 峡 市
“12345”热 线 接 连 收 到 多 起 保 护 动 物 救
助诉求，涉及梅花鹿、猫头鹰、斑鸠、游隼
等 物 种 。 为 守 护 生 态 平 衡 ，该 热 线 均 第
一 时 间 形 成 工 单 督 办 处 理 。 数 据 显 示 ，
2025 年 该 中 心 已 救 助 野 生 保 护 动 物 超
100 次。

7 月 9 日，灵宝市朱阳镇老虎沟村杨先
生致电市“12345”热线：“在老虎沟村发现
一只梅花鹿腿部受伤，请相关部门尽快救
救。”热线中心迅速派出紧急工单至灵宝市
政府。灵宝市政府联动林业部门，派专业
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发现是野生梅花鹿幼
崽，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野外种群稀
少。幼鹿后腿受伤，无法动弹，疑似受伤掉
队。为防二次伤害，工作人员先固定其蹄
子，投喂食物和水进行安抚，随后为其包扎
伤口。经检查，幼鹿仅后腿轻微擦伤，因暂
无法独立生存，已送往灵宝市野生救助站，
待具备野外生存能力后放归。

7 月 4 日，市“12345”热线接到“110”转
接赵女士诉求：其在三门峡市区大岭北路
黄河新城小区东门口绿化带内捡到一只
猫头鹰雏鸟，急需救助。市“12345”热线
及时将群众诉求交由三门峡市林业局处
理，该局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该幼
鸟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身上没有明显
外伤，但由于受到惊吓，蜷缩的身体一直
在微微发抖。工作人员找来食物和水进
行投喂，随后找到箱子将其带回救助中心
观察救助，适时放归大自然。

市“12345”热 线 高 效 联 动 、各 部 门 专
业 响 应 ，为 野 生 保 护 动 物 筑 牢“ 生 命 防
线 ”，以 实 际 行 动 守 护 生 物 多 样 性 ，维 护
生态平衡。

本报讯（记者程倩）“1957：大家都
来支援三门峡啊”“1958.12：三门峡大坝
截流成功”“1959.12：完成 100 万平方米
混凝土浇筑”……近日，不少游客前往
三门峡大坝观看调水调沙盛况，在路途
中被“时光胶囊”戳中历史情怀。

当车辆沿着三大线行驶，车窗外，
路 边 一 排 排 红 色 文 化 景 观 像“ 历 史 长
廊”一样，把大坝建设的“高光时刻”按
时 间 顺 序 搬 到 了 游 客 眼 前 。 在

“1961.04：三门峡大坝主体工程竣工”的
文化景观前，游客吕女士边拍照边说：

“还没到大坝就感觉穿越回那个热火朝
天的建设年代了！”

记者从三门峡市砥柱文旅有限公
司获悉，这些文化景观是中流砥柱景区
的氛围展陈小品，从三大线高庙乡大安
村委会门口至三门峡大坝门口转弯处，
按时间顺序展示三门峡大坝建设的关
键节点。

“这些文化景观小品作为中流砥柱
景区的一部分，让游客从进入核心景区
前就能感受到大坝建设时的氛围，激起
游客想要探索大坝建设历程的兴趣。”
三门峡市砥柱文旅有限公司经理郭鑫
勇说，文化景观小品还与三门峡市中流
砥柱博物馆形成联动，让游客能够全方
位、沉浸式体验大坝建设的艰辛历程，
感悟中流砥柱精神的深刻内涵，助力中
流砥柱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舞动健康 乐享生活
近日，2025 年三门峡市老年人体育健身社会体育辅导

员（指导员）、教练员、裁判员培训（卢氏站）在卢氏县老年
门球场开班。开班仪式结束后，一场广场舞培训火热开
展，教练员悉心指导，学员们认真学习舞蹈动作要领，互相
交流学习心得，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本报记者 单义杰 摄

霓虹水幕

乐动夏夜
7 月 12 日晚，三门峡职工之家

门前广场上演精彩的音乐喷泉表
演，现场霓虹映水幕，灯光音乐如
梦似幻，吸引众多市民在此欣赏、
乘凉，共享夏日时光。

闫昊 摄

在陕州区店子乡陈家源村，有一位
被大家亲切称为“店子土猪哥”“店子土
鸡哥”的养殖户，他就是该村村民高彦
锋。几乎每个周六，高彦锋都会到三门
峡市区建设路与大岭路交叉口售卖黑土
猪肉。他饲养的黑土猪养殖时长都在一
年以上，肥膘厚且肉质鲜美，深受顾客喜
爱，经正规屠宰场屠宰、相关部门检验检
疫后进入市场，少则一小时，多则两小时
就被抢购一空。7 月 12 日，记者采访了
这位乡村创业者。

高彦锋现年 50 岁，他的故事是一个
关 于 梦 想 、坚 持 与 奋 斗 的 故 事 。 2020
年 ，原 本 在 北 京 从 事 车 工 工 作 的 高 彦
锋，因妻子确诊尿毒症，不得不返乡照
顾妻子，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
村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养
殖行业的市场潜力，看着家乡这片山清

水秀、自然资源丰富的土地，心中燃起
了创业的火花。几番思索后，高彦锋决
定投身黑土猪、土鸡养殖行业，开启自
己的逐梦之旅。

创业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起 初 ，资 金 短 缺 成 了 他 面 临 的 最 大 难
题。为了购买小鸡、黑土猪崽，置办养殖
必需品，高彦锋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投入，
甚至四处奔走，向亲朋好友借钱。虽然
困难重重，但他没有丝毫退缩，心中那份
对未来的憧憬，支撑着他勇往直前。后
来，在村“两委”的帮助下，高彦锋顺利开
启养殖之路。

在养殖过程中，他不断查阅资料，四
处向有经验的养殖户请教，经过一番努
力，终于从一个“门外汉”，一步步成长为
一名养殖行业的行家里手。从事养殖业
5 年来，他深刻认识到技术的重要性，坚
持通过互联网平台学习黑土猪、土鸡养
殖相关课程，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除了技术难题外，市场销售也是一
大挑战。黑土猪、土鸡生长周期长、成本

高，如何让自己的产品在市场上脱颖而
出，卖上一个好价钱，成了高彦锋日夜思
考的问题。他开始通过抖音平台分享自
己每天的生活，推介自家散养的黑土猪
和土鸡。慢慢地，高彦锋养殖的黑土猪
和土鸡凭借着优良的品质打动了消费
者，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和信赖，
销售渠道也逐渐打开。

“我的黑土猪和土鸡都是坚持散养
的，平时喝山泉水，吃野果，搭配玉米和
麸子，品质非常好。”高彦锋说，“每当看
到这些膘肥体壮的黑土猪受到顾客喜
爱，我就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如今，高彦锋的养殖规模越来越大，还带
动了周边村民一起参与黑土猪养殖，共
同走上了致富道路。

谈及未来的规划，高彦锋眼中闪烁
着坚定的光芒：“我希望进一步扩大养殖
规模，引进更先进的养殖技术，打造属于
店子乡自己的黑土猪品牌。同时，我也
想利用家乡的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
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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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招募志愿英烈讲解员

时 光 熬 出 老 味 道
——盘点三门峡老店中的“烟火气”

本报记者 程倩 吴若雨

救助保护动物
维护生态平衡

“时光胶囊”展示大坝建设史 游客沿途感悟奋斗精神

“店子土猪哥”高彦锋：

坚持创业梦想 希望扩大养殖
本报记者 梁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