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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牛肉拉面名扬天下，有“中
华第一面”之美名，被中国烹饪协会
评为“三大中式快餐”和“十大面
食”之一。然而，兰州牛肉拉面与我
市博爱县小车牛肉老汤面之间竟有一
段鲜为人知的渊源。揭开这一发生在
200 多年前我国餐饮文化发展史上传
奇内幕的人，就是博爱县沁园春大酒
店董事长王军。

王军涉足餐饮行业已有12年，大
部分时间他都把酒店日常管理交给妻
子，自己却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了
地方餐饮文化的发掘与研究方面。“他
把劲儿都用到‘虚’的地方了！”王军
的许多朋友都这么说。

2013年年底的一天，王军在网上
查阅地方餐饮文化资料时，偶然发现
有关兰州牛肉拉面与焦作历史渊源的
帖子，并发现 《人民日报》《兰州晨
报》《焦作日报》等媒体的相关报道。

《兰州晨报》有文章记载：“兰州牛肉
拉面始于清朝嘉庆年间，系东乡族马

六七从怀庆府清化人陈维精处学成并
带入兰州的，经后人陈和声、马宝仔
等人以‘一清(汤)、二白(萝卜)、三红
(辣子)、四绿(香菜蒜苗)、五黄(面
条)’统一了兰州牛肉拉面的标准。”

这一看不要紧，他兴奋得彻夜难
眠。兰州人将自己的城市特色概括为

“一条河、一碗面、一本书”，其中
“一碗面”即为牛肉面，足见此面在兰
州人心中的地位。“这么一块‘大宝
贝’，竟然跟自己的家乡有关系，身为
酒店餐饮界人士，自己有责任把这件
事搞清楚。”王军说。

为了这个理想，王军从此踏上了
探寻之路。

为此，他遍访厨艺名人，走街串
巷四处打听。起初，他着重在经营小
车牛肉的西关村等回民居住区打探，
可一直没有收获。之后，他又把重点
转向全县陈姓集中的村子，逐村寻
访。2014年春，他终于在月山镇苏寨
村有了重大发现。

痴迷地方餐饮文化的发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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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川人物

本报记者 陈作华

酒店餐饮界的理想主义者
——记市酒店餐饮业协会副会长、博爱县沁园春大酒店董事长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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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学者，但潜心发掘和研究怀川美食文化，最先探寻到兰
州拉面的根在博爱的翔实史料，由此引发国内外数十家媒体争相报
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餐饮文化研究领域刮起一阵兰州拉面“溯源
风暴”。

他不是厨师，但在地方传统餐饮的传承与开发上下大功夫，带
领员工积极发掘、恢复、丰富“清化水席”，创新多个菜品，并完成
了“清化水席”和“苏寨陈家牛肉面”两项县级申遗项目，目前正
在进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他，就是我市酒店餐饮业协会副会长、博爱县沁园春大酒店董
事长王军。近日，本报记者走近这位气质上更像文人的酒店老板，
探寻他在发掘与发展怀川美食文化方面走过的道路。

2014年秋，兰州拉面历史渊源与
博爱县饮食文化座谈会在沁园春大酒
店召开。陈九如远道而来。

会上，陈九如拿出了那封珍藏已
久的祖传家书说：“我要把牛肉面煮肉

调汤的配方无偿献给家乡，让从这里
走出的家乡美食重回故里。”

各大媒体据此再次刊发多篇文章
跟进报道，国内各大新媒体纷纷头条
转载，新加坡《联合早报》、加拿大华

让百年前的美味回归故里

2014 年春，《河南商报》 一位记
者到博爱县进行餐饮文化方面的采访
时，王军将他的发现告诉了该记者。

很快，根据王军的线索，这位记
者查阅大量资料后写成文章见诸报
端，标题为《兰州牛肉拉面源自博爱
小吃》。通过网络，该文章一石激起千
层浪，立即引起公众关于牛肉面发源
地的大讨论。点赞的、怀疑的、反对
的声音都有，网上评论莫衷一是。

正当社会各界议论纷纷时，兰州
几家有名气的饭店老板给河南省餐饮
与饭店行业协会发来信息，说兰州牛
肉拉面的发源地不需要争论，兰州人
都知道是从河南学的，只不过被兰州
人改良做大了。《河南商报》记者据此
又写了一篇文章《兰州人：拉面就是
从河南学的》。

王军说，第二篇文章见报后不
久，那位记者打来电话，说一位家住
兰州名叫陈九如的退休科技人员称自
己就是陈维精的后人，并愿意提供更
多史料与线索。

王军查阅陈氏家谱，果然发现了
陈九如的名字。原来，陈九如就是陈
维精的第六代孙，其父早年在兰州医
学院读书，毕业后就留在当地工作。
从陈九如这里，王军全面了解到兰州
拉面的前世今生。

清朝初年，陈氏先人以经营小车
牛肉为生，并初创牛肉汤与扯面结合
的早期牛肉面厨艺。乾隆年间，陈姓
族人开始读书入仕。至嘉庆年间，陈
维精入京就读太学院，与东乡族马六
七、陈士忠等结为同窗好友。马六七
是外班生，没有膏银补助，生活清
苦。陈维精同情马六七的境遇，便将
家传的牛肉老汤扯面厨艺教给马六七。

马六七离京后到甘肃奉职，将牛肉
面厨艺带到金城（今兰州），先在金城贡
院巷口开了一家名为“乐膳坊”的馆子
经营牛肉面，后又在通往临洮的古狄道
（今阿干镇）开了第一家牛肉面庄——
马家大爷，后成为当地一道很有名的坊
间美食，引来国学家张澍等很多地方官
员、文人为此写诗创作。

到了同治年间，陕西、甘肃等地发
生“同治之乱”，牛肉面厨艺在战乱中几
近失传。为了传承牛肉面厨艺，年事已
高的陈维精应好友陈士忠邀请，派儿子
陈位林、孙子陈和声赴陇再度传授做面
技艺，并以家书形式记下牛肉面煮肉调
汤的 23 种调料及配方，以备遗忘。陈
位林、陈和声在陇上传授牛肉面做法的
同时，还结合当地食材及气候特点，与
兰州同行一起创新，最终确定了“一清、
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兰州牛肉拉
面标准。

探寻地方餐饮文化的历史渊源

在苏寨村，王军通过陈姓后人找
到家谱，仔细阅读。“有啦！”原来，
陈维精、陈和声的名字都在家谱上
面。兴奋的王军找到了线索。

陈维精确有其人，已成定论。然

而，陈维精是怎样跟远在大西北的东
乡族人发生联系的？对湮没在 200 多
年前的往事，村里的陈氏后人谁都说
不清楚。王军决心继续探索，揭开谜
底。

人网等几十家境外和港台媒体也竞相转
载，不到一个月，相关新闻的网上点击
量超亿次。

“王军对家乡饮食文化的热爱打动
了我，我要帮他尽快把这道美食端到家
乡人的餐桌上。”陈九如说，陈家近代
虽没有人从事餐饮业，但父亲和他都是
当地有名的美食家。陈氏祖辈多代人对
中药学与味觉原理有深入研究，本着药
食同源的道理，他们能用“君臣佐使”
的中药配伍方法调制汤料，勤于实践，
常在家里煮肉做面，以飨友人。大家对
陈家自制的卤牛肉、牛肉面赞不绝口，
以至于一些国外友人也慕名前去品尝美
食。

去年秋季以来，陈九如两次长时间
住在沁园春大酒店，指导煮肉、调汤。
同时，他又向沁园春大酒店传授了卤牛
肉、酱肘子、咸水鸭、陈家烧鸡、牛肉
松、猪肉松等陈家私坊菜品制作工艺，
并开发出了添加虫草的高档牛肉面。

为使酒店向大众餐饮服务方向转
型，陈九如配合王军成立了“咱家厨
房”快餐店，并以牛肉面为主要品种，

努力打造不使用任何化学调料的“苏寨
陈家牛肉面”品牌。

近年来，王军还在发掘、恢复、发
展“清化水席”等传统餐饮方面下大功
夫，先后研发、自创、改良了“沁园过
浆鱼”“宫廷炒鸡茸”等新菜品，一些
创新菜品还获得了“焦作地方名菜”荣
誉称号。目前，王军正在创建怀府清化
美食研究中心，以全面展示焦作美食的
历史文化与风采。

把牛肉面、“清化水席”等地方特
色餐饮与旅游产业相结合，进一步拉长
旅游产业链条，让游客在我市既能游山
水，又能品美食，充分感受地方风土文
化。这就是这位酒店餐饮界的理想主义
者一直所思所做的事情。

王军正在向记者介绍兰州拉面回归故里的过程。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据《焦作晚报》报道，位于市建设路和
南通路交叉口南的汽配东院从12月8日开始
停水，居民生活十分不便。据居民介绍，11
月初缴 （10 月份） 水费的时候，小区物业
公司工作人员就称小区供水主管道漏水，导
致小区总水表显示的用水量远大于居民用水
量的总和，要求居民平摊流失水量的费用，
每户10元。前几天，小区物业公司工作人
员又张贴通知，要求每户居民在缴纳11月
实际水费的基础上多分摊14元，部分居民
不愿意。于是，水务部门暂停了对汽配东院
的供水。小区供水主管道漏水，全体居民要
平摊流失水量的费用。对此，你怎么看？

【观点1+1】

@芳心云天：管道漏水要抢修，无理
摊派必追究，面对无良敢说不，合法权益不
能丢。

@清静晓梅：物业公司的工作宗旨就
是为业主服务。当物业公司发现供水主管道
漏水时就应该马上采取措施抢修。小区居民
因此造成生活不便，物业公司是有责任的，
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况且，业主已经缴了
物业费，向小区居民均摊水费显然是不合理
的。

@西南科大新闻系刘琪：小区管道漏
水，并非居民所用，物业公司让居民承担损
失，既是不作为的表现，也是对居民权益的
侵害。支付水费并立即抢修是物业公司的义
务，居民应该坚决维护自身的权益，不能向
物业公司妥协，必要时还可以动用法律武
器，让维权意识和依法治国的理念落实到百
姓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VimiL-郑慧苗：物业公司既然在11
月初就发现供水主管道漏水，为何不及时组
织抢修？业主每年都向物业公司缴物业费，
而公共基础设施并非业主人为损坏，损失理
应物业公司承担。

@工程师-作家-湖南女子学院张闻
骥：让业主承担小区供水总管道漏水的损失
简直是无稽之谈。物业公司应该及时组织维
修，而不是任事态继续恶化，浪费的水越
多，造成的损失越大，而水务部门也不应该
采取断水的方式解决问题。

@风开季节：第一，主管道漏水，责
任不在居民，为何要业主分摊损失？第二，
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之前，水务部门就采取
停水措施，是否太过野蛮了？水，乃民生之
根本，大家必须妥善处理，切不可轻率为
之，否则，负面影响会很大！

@宋昕益-Ian：物业公司与业主的矛
盾纠纷一直以来都是公众关心的话题。在销
售环节，很多开发商只是单纯为了将房子卖
出去，至于卖出后的售后问题就不管了。殊
不知，这种做法影响了多少人的正常生活。
很多人都是把攒了一辈子的钱花到了一套房
子上，物业公司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做
法，不仅是对广大业主合法权益的侵害，更
为相关品牌楼房的后续销售蒙上了一层阴
影。

【下期话题】

婆媳关系
光亚街道康乐社区的张大娘在儿媳刘女

士眼中是非常强势的婆婆。刘女士说，刚结
婚那阵儿，看着做什么事都雷厉风行的婆
婆，从心底里有些排斥。因为婆婆太强势，
刘女士不愿意与婆婆太亲近，和婆婆产生了
距离感。虽说婆媳难相处，但并不是所有的
婆媳关系都是充满了火药味。“婆媳之间相
处也是有技巧的。”说起婆媳相处之道，山
阳区光亚街道计生协会的工作人员说。如何
处理婆媳关系，您怎么看？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作日
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供水主管道漏水
损失居民分担合理吗？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进入“个
位数”时代。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
数据显示，今年前 11 月为 1.3%。事
实上，从今年一季度开始，这一数据
始终徘徊在“个位数”，甚至还有两
个月连续出现负增长。面对这种变
化，公众不必过度恐慌，应积极正
视，理性面对。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的变化，既
与经济全局相适应，也符合市场规
律。一方面，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
GDP 由“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中
高速增长，十几年来高歌猛进的房地
产市场同样需要“脱胎换骨”，房地
产的“配速”也必将发生变化；另一
方面，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改
变，明显供大于求，去库存是主旋
律。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企业开发
投资热情必然降低。

我们应当看到，房地产开发投资
放缓，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结构调整。

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潮的
兴起，更加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共享办
公空间正取代传统办公楼，越来越受
到市场欢迎；商业地产运营也在电商
大潮下悄然变化，互联网消费的激增
更让工业地产、物流地产在二、三线
城市蓬勃发展，不少大开发商开始着
力培育产业地产、养老旅游地产等新
型业态。这些新变化、新趋势有助于
三、四线城市导入产业、留住人口，
从而带动当地消费。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
力转换接续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
速放缓，意味着在新常态下，房地
产业扮演的角色应由“发动机”转
型为“稳定器”。今后，国家应鼓励
房地产开发商转型为城市运营商，
积极培育新产业，助力城市经济提
质增效。人们那种寄希望房地产重
返“黄金时代”、继续聚地生财的幻
想该抛掉了。

楼市投资增速放缓
公众不必过度恐慌

□新华社记者 郑钧天

补课，从“80 后”到“90 后”，
乃至如今的“00后”，一直都伴随着
他们的求学经历。禁补，却是教育部
门为了让学生减负而一直推行的措
施。终于，广大家长在补与不补之间
喊出了自己的声音：“在武汉市武昌
区教育局门口有一场签名请愿活动，
目的是请求教育局恢复高中晚自习和
周六的校内补课！希望家长们支
持！”近日，这样一条通告在武汉市
高中学生家长中引起轰动。

（据《工人日报》）
随着价值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人

们一直在反思当前的教育和考试制
度，对于补课与否的争论也是空前激
烈。在留住童年美好记忆与面对高考
升学现实面前，很多家长陷入进退维
谷的境地。武汉的家长要求教育局恢
复补课制度，是一种无奈的利益诉

求，折射出了他们对教育公平的现实
焦虑。所以，对武汉教育主管部门

“改革破冰”的好心，广大家长并不
领情。

其实，武汉家长集体对抗“禁补
令”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了。2011 年
以来，几乎每年教育主管部门推出

“禁补令”之后，都会引发家长抗
议。一些学校扛不住广大家长的压
力，很快悄悄恢复补课的事件屡见不
鲜。而在湖北省，省纠风办、教育厅
多次发出通知，要求“所有补课停
止”，放学后一律不得进行“特色课
程”“兴趣班”教学活动。可是，随
着“禁补令”的施行，围绕在家长、
学校、培训机构之间的博弈就一刻也
没停歇过。而在一些学校负责人看
来，是否补课更多考验的是，学校在
教育主管部门和家长之间“走钢丝”

的水平，补课与否都是校方在两难之
下的无奈之选。

广大家长认为不补课就是对自己
孩子的不公平，他们不愿让孩子成为
教育改革的试验品。毕竟，在孩子的
成长历程中，有很多阶段是不可逆
的，当高中阶段大多数孩子都在高
强度“集训”时，没有参加补课的
孩子至少在心理层面无法与其他孩
子同处在高考冲刺起跑线上。生活
中，家长处理孩子间关系时要讲究

“一碗水端平”，武汉市教育部门遭
遇的尴尬，正是“点”的力量受制
于“面”的制约，因为武汉市学生
的分数最终还要放到全省甚至全国
范围来衡量。

让“禁补令”落地生根，从可操
作层面讲，就是要真正做到以顶层设
计为保障，全国上下一盘棋，严格执

行“禁补令”，只有教育部门“端平
一碗水”，才能打消广大家长的现实
焦虑。从治标层面看，归根到底还是
要改革高考评价机制，让高考指挥棒
由从考试分数转向学生的综合素质。

但无论怎样讲，我们还是应该为
武汉市教育部门的“禁补令”点个
赞。“改革破冰”是艰难的，武汉市
教育部门的可贵之处在于“逆势而
为”的勇气和屡次“试错”的坚韧，
做这样“傻事”的主管部门不是太多
了，而是太少了。其实，我们可以把

“家长要求补课”当成对教育厅甚至
教育部的善意提醒，提醒决策者改变
唯分数论的高考选拔机制固然重要，
但无法一蹴而就时，主管部门还可以
尝试着以“治标”的空间换治本的时
间，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严格推动

“禁补令”。

读懂“家长要求补课”背后的公平焦虑
□马 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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