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录 时 代 的 骄 子
——本报《怀川人物》版相关栏目2015年采写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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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焦作市第九批市管专家、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侯红军。

图②甘肃省劳动模范、兰州市科技工作者陈九如。
图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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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④第十一届长江韬奋奖获得者、河南日报社资深

摄影记者王天定。
图⑤青海省军区政治部原主任、中国将军书画院理

事侯洛生（左）。
图⑥焦作市第九批市管专家、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

学中心主任吕玉珍。
图⑦天津国仁太极拳俱乐部总教练赵国仁。
图⑧焦作市第九批市管专家、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

长韩长松（左）。 (本版照片均为本报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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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作华

“《怀川人物》我每一期都看，每一个人物
都让我深深地感动、由衷地敬佩，他们是社会的
栋梁，是时代的骄子，是焦作的骄傲。”

“怀川因他们而精彩，山阳因他们而美丽，
焦作因他们而自豪……你们可要把这个栏目办
好，多宣传这些‘大写的焦作人’。”

本报《怀川人物》版设立3年多来，《天南
地北焦作人》和《怀川大地竞风流》两个栏目受
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和喜爱，栏目记者也听到
了越来越多肯定与期盼的话语。在刚刚过去的一
年里，《怀川人物》版继续以展现怀川骄子的时
代风采为己任，追寻他们的足迹，讲述他们的故
事，赞美怀川人，激励家乡人，启迪后来者。

讲述怀川人的精彩故事讲述怀川人的精彩故事

历史发展进程中，人是第一位的。记录今天
的人物，就是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2015 年的
怀川大地，在转型升级、深化改革、城市建设、
民生改善等诸多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伴随着
时代的脚步，各行各业都涌现出许多新人新事。
选择那些最具正能量、最具影响力、最具典型性
的人，将他们的故事呈现给读者，就成为《怀川
人物》版记者的工作目标。

2015年12月15日本报11版《酒店餐饮界的
理想主义者》一文，讲述的就是一个普通怀川人
的精彩故事。

兰州牛肉拉面名扬天下，享有“中华第一
面”的美誉，被中国烹饪协会评为“三大中式快
餐”和“十大面食”之一。然而，很少有人知
道，兰州牛肉拉面竟源于我市博爱县小车牛肉老
汤面。揭开这一被尘封200多年的历史，讲述这
一焦作餐饮文化史上的传奇故事，无疑有着重要
意义。

由于兰州牛肉拉面名声太大，当这一被湮没
已久的历史内幕被揭开并通过媒体广为传播后，
着实在国内餐饮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揭开这

一历史内幕的人，就是博爱县沁园春大酒店老板
王军。

走近王军，记者才发现，他名义上是酒店老
板，其实早已把酒店日常经营管理交给妻子，自
己则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怀川美食文化的
发掘和研究上。他成立怀府清化美食研究中心，
在恢复、创新、发展“清化水席”等地方传统美
食方面付出不懈努力，并完成了“清化水席”县
级申遗工作，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

2013 年冬季的一天，当他偶尔得到兰州牛
肉拉面始于怀庆府清化的信息后，便开始调查研
究。几个月的时间里，他走遍博爱县所有历史遗
迹和古老村落，遍访老厨师、美食家，几乎达到
废寝忘食的程度。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 年
春，他终于在月山镇苏寨村有了重大发现，并取
得了第一手翔实的资料。

无巧不成书。当王军虽掌握了史料却找不到
有关传承人、眼看调查研究就要中断的时候，一
位远在兰州、祖籍博爱的陈九如先生主动联系到
王军，表示愿意提供更多的史料和信息。原来，
陈九如就是博爱县小车牛肉老汤面制作者的第六
代传人。他从网上看到有关兰州牛肉拉面发源地
的讨论后，决定以当事人的身份披露兰州牛肉拉
面的前世今生。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王军立
即赶赴兰州，当他与陈九如的手握在一起时，一
个涉及3个民族、尘封200多年的餐饮文化交流
融合传奇内幕终于大白于天下。

不久，年已65岁的陈九如平生第一次回到
了家乡。在兰州牛肉拉面历史渊源与博爱县饮食
文化座谈会上，他当着全体与会人员的面说：

“王军对家乡饮食文化的热爱打动了我。我要把
牛肉面煮肉调汤的配方无偿献给家乡，让原本从
这里走出的美食重回故里，让家乡人民吃到正宗
的牛肉面。”

本报等媒体再次发表多篇文章对此事进行跟
踪报道，大河网、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搜
狐网等国内新媒体纷纷头条转载，新加坡《联合
早报》、英国《华商报》、加拿大华人网、《台北

时报》等几十家境外和港台媒体也竞相转载，不
到一个月时间网上点击量就上亿次。

2015 年，陈九如索性住在沁园春大酒店，
亲自下厨指导煮肉、调汤。同时，他又向该酒店
传授了卤牛肉、酱肘子、咸水鸭、陈家烧鸡、牛
肉松、猪肉松等陈家私房菜制作工艺，开发了添
加虫草的高档牛肉面，并打出了不使用任何化学
调料的“苏寨陈家牛肉面”品牌。至此，“一碗
面”终于回归故里。

王军潜心发掘和研究怀川美食文化，并把流
失200多年的家乡风味美食引回故里，无疑对我
市餐饮文化研究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此，
他成为我市酒店餐饮行业走上 《怀川大地竞风
流》栏目的第一人。

展现怀川游子的时代风貌展现怀川游子的时代风貌

怀川大地自古人杰地灵、英才辈出。而今，
更多的焦作人生活在全国各地，在不同的行业中
拼搏进取、建功立业。他们在为当地各项事业贡
献聪明才智和心血汗水的同时，也谱写出一曲曲
令家乡人骄傲的乐章。为此，本报《天南地北焦
作人》栏目格外关注这些行业精英和专业技术领
头人，想方设法采访他们，把他们的拼搏进取精
神和取得的成绩展现在家乡读者面前。

从悬壶济世大西北的名老中医陈世泰，到走
出国门承担援建施工任务的电器工程师杨长江；
从一生从事科研工作、获得多项发明专利的甘肃
省劳动模范陈九如，到行走在破解糖尿病魔咒科
研路上的天津医科大学教授毋中明……2015
年，《天南地北焦作人》 栏目记者克服重重困
难，发现他们、找到他们、报道他们，把数十位
怀川游子的精彩人生呈现到报纸版面上。

王天定，从本报走出的《河南日报》高级记
者。他一架相机两只脚，每年有250天以上的时
日行走在最基层，足迹遍及全省上百个县市、成
千个乡镇、数万个村庄。他把新闻摄影当作人生
事业的不二选择，以心灵的焦距接地气，以求真
的勇气聚焦点，把中原山川大地几十年的时代变
迁与文明进步定格在新闻图片之中。他对新闻摄

影的勤奋与执著，使之成为全省迄今唯一获得长
江韬奋奖（长江系列）的新闻摄影人。为此，本
报《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记者走近这位新闻同
行，为读者展现了一位资深新闻摄影人“天成更
赖人笃定”的人生足迹。

“戎马倥偬数十载，枕戈戍边大西北……他
从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走出，从一名战士成长为
一名将军，从负责部队保卫工作到担任兰州军区
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破疑案、挖蛀虫、反贪腐，
屡建奇功，被誉为‘军中神探’‘护法使者’。”
这是 2015 年 6 月 4 日 《天南地北焦作人》 栏目

《峥嵘岁月写风流》一文开头的一段话。文中所
写的人物，就是从我市孟州走出的青海省军区政
治部原主任侯洛生少将。

为采访侯洛生，本报记者远赴兰州，与其促
膝长谈。采访中，记者得知这位将军在军务繁忙
之余拾闲泼墨，把边塞文化、军旅情怀融于书法
中，形成了飘逸古朴、隽秀俊逸的艺术风格，其
作品曾被送到联合国总部参展。由于采访深入、
材料扎实，本报《怀川人物》版为读者呈现了一
位焦作老乡戎马戍边、建功立业的精彩人生。

搭建起游子与故乡的情感纽带搭建起游子与故乡的情感纽带

游子的足迹走到哪里，家乡媒体采访的脚步
就跟到哪里，本报《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在
游子与故乡间搭起了一条亲情纽带。

在赴外地采访中，记者时时能感受到游子们
对故乡的牵挂。2015年3月在兰州采访期间，记
者一行就深深感受到远走陇上的怀川人对家乡的
殷殷眷念与浓浓乡情。

本次赴兰州采访有两个任务，一是考察有着
“中华第一面”之称的兰州牛肉拉面与我市博爱
老汤牛肉面之间的渊源，二是采访“天南地北焦
作人”。祖籍博爱县的陈九如先生，就是第一项
任务的主要联系人。他除了向记者一行详细介绍
兰州牛肉拉面的“身世”外，还把带领记者品尝
正宗的兰州牛肉拉面当成了一件大事。说实在
的，到兰州吃一碗正宗的牛肉面，一直是记者期
盼的事。可没想到，到兰州的第二天中午，记者

竟一下子吃了4家餐馆的牛肉面。
头一家牛肉面馆，陈先生给每人要了一碗

面；到第二家和第三家面馆，他怕大家吃撑了，
按每人半碗买了面，然后亲自把每碗拉面分成两
份；到了第四家面馆，他把一碗拉面分成4份给
大家品尝。“这几家牛肉面馆都是有代表性的，
让你们多品尝几家牛肉面，既是为了让你们对各
家牛肉面的特色有个比较，也是让你们充分感受
兰州牛肉拉面的餐饮文化，便于你们回去写稿
子。”陈先生说。

“老家来人了，我得去宾馆看你们。”电话那
头说话的是年已85岁的田修齐老人。老人籍贯
我市孟州，1942 年河南大灾荒时逃难到兰州并
定居于此，是甘肃省商务厅的离休干部。

“亲不亲，家乡人！”虽然是初次见面，老人
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似的与记者攀谈起来。
交谈中，老人说自己虽然人在兰州，但时时怀
念着家乡，至今还记得孟州特有的浑浆凉粉、
浆面条、炒面等家乡饭菜，说自己喜欢听到家
乡人的口音。当他看到记者带去的 《焦作日
报》 后，拿在手上翻来覆去，说自己很关心家
乡的发展变化，希望帮他订一份报纸：“你别担
心我年老眼花，我就是拿着放大镜也要看。”记
者以为老人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临别的那一
天，老人再次嘱咐记者，别忘了给他订一份家
乡的报纸。

家住兰州的另一位孟州籍老乡侯洛生先生，
年已76岁，少将军衔，现为中国将军书画院理
事、青海省书协会员。他得知家乡的媒体想采访
自己，便主动来到宾馆与记者会面。“感谢家乡
的媒体还惦记着我们这些在外的游子。”侯先生
说，“其实我们也怀念家乡。我每一次回老家，
都会给乡亲们写上近百幅的字，谁要我就给谁
写，我乐意贴纸、贴墨、贴功夫，我想用自己的
书 法 艺 术 报 答 父 老 乡 亲 和 那 片 养 育 我 的 土
地。”

“乡情，就像滔滔不绝的黄河水。站在兰州
的河岸边，掬起一捧再放下，它会流到我童年的
家园……”侯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