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杂技演员一样把面片拉
开、放入热气腾腾的羊肉汤，捞出
后撒上木耳、香菜等新鲜食材，一
碗香气四溢的羊肉烩面出锅了。

最能代表河南美食特色
的烩面前几天因荣登上合会
晚宴，再次名震全国。

然而，声名远播激起的自

豪感和热度还没消，就有人来
到家门口叫战了，是可忍孰不
可忍！

说起这家发起挑战的拉面
企业，胆儿大早已是出了名
的。其中，最让人看不懂的是
去年的聚焦更名，这家已有十
几年品牌知名度的拉面企业，

在自身生意红火如日中天之
时，突然把店里减得只剩一种
最冷门的菌菇拉面，产品精简
到几乎震惊所有业内人士。

此次，它再次不走寻常路，
以一己之力向河南最“权威”面
食品类发起挑战，这又是要闹
哪样？

前日下午，农业路文化路
口附近的高架主桥上，20 多名
工人正在紧张地进行沥青摊铺
作业。

沥青摊铺对气温条件要求
较高。近段时间我市气温整体
较低，昨日最低温度为零下2°C，
这样的天气适合摊铺吗？

摊铺现场技术负责人代强
介绍，通过技术手段是能够达

到沥青铺设要求的，铺设前沥
青温度能达到 150°C，再加上
机器有加热功能，在这种热度
下能确保沥青的压实度等符合
标准要求。

农业路高架八标项目副经
理李琼表示，从南阳路到花园
路这段，底层沥青摊铺预计3天
时间，之后再用3天时间摊铺面
层，随后机器一直朝东铺设。

收费站“四进六出”
共10条车道

莲花街与西南绕城高速互
通立交工程位于西南绕城高速
与连霍高速交叉口向南约 1.5
公里处，立交设计为匝道上跨
西南绕城高速、莲花街下穿西
南绕城高速。

收费站位于两条路交叉口
的东北角，收费站车道数为“四
进六出”，共10条车道。

自 2011 年以来，我市计划
新增16座绕城高速出入口。截
至目前已建成通车的有 10 座。
莲花街与西南绕城高速出入口
是剩下的 6 座之一。市交通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莲花街与西
南绕城高速互通立交的兴建，
将减轻沟赵站和豫龙站的交通
负担，同时这项工程也将进一

步完善市区西北部交通网络，
降低西区主干道的拥堵程度。

莲花街西延工程
将同步实施

据悉，今年 9 月 10 日，省交
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批复
该工程，11 月 24 日又批复施工
保通方案。

这意味着该工程目前已获
得了省级部门的开工许可，开
工条件已基本具备。

在修建莲花街与西南绕城
高速出入口时，莲花街西延工
程也有望同步实施。从此前发
布的环评公示来看，莲花街西
延工程西起西南绕城高速，东
至白松路，全长 2670.88 米。该
工程实施后，新增的高速出入
口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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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 通 郑 州畅 通 郑 州

好快！农业路高架开始铺沥青了
上下桥匝道也在抓紧施工，南阳路以东主桥有望春节前通车

农业路高架南阳路以东段
春节前通车目标再近一
步。前日起，农业路高架
东段主桥开始摊铺沥青。
郑州晚报记者
冉小平/文 周甬/图

主桥附属结构
及匝道将展开施工

农业路东段距离春节前
通车目标越来越近，项目建
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将主要做主桥附属结构以
及匝道施工。主桥附属结构
主要包括安装伸缩缝、路灯、
防撞墙等，以及交通标识标线
等工作。

主桥的贯通，需要匝道
才能发挥作用。按照设计，
农业路高架南阳路以东段
共 设 计 有 18 条 上 下 桥 匝
道。目前各施工标段正在
紧张进行匝道施工，在主桥
通车时确保尽可能多的匝
道投入使用。

技术手段确保冬季沥青压实度

西南绕城高速
莲花街出入口拟开建
收费站共10条车道，减轻沟赵站和豫龙站负担

我市又一高速出入口拟开工建设。记者昨日从市规划
局获悉，莲花街与西南绕城高速互通立交工程正在规划
公示。郑州晚报记者 冉小平

最近，一家拉面企业在郑州公开下战书，要“单挑”河南烩面。消息一出，河南餐饮界就炸
锅了，甚至有消费者直言，敢在“烩面之城”叫嚣，真是不自量力。烩面在河南面食领域乃
至整个河南美食界的一哥地位，岂是区区一家拉面能撼动的？然而，消费者义愤填膺，烩
面界却万分淡定，认为拉面“单挑”烩面应是炒作，不必理会。如今战书已下10多天，仍
没一家企业应战。郑州晚报记者 王一品

“河南烩面有多少老字号，
传统熬汤制面工艺岂是一家年
轻的拉面能挑战的？”

“这拉面是故意炒作，想借
烩面抬高自己。”

“其实咱河南烩面不仅仅
是名气大，而且真的好吃。如
果菌菇拉面也同样好吃，何必
去挑战烩面呢？”

“有人喜欢吃才是王道，所
谓的挑战只能是哗众取宠。”

“拉面挑战烩面”的消息在
纸媒和各大网站上一出，声讨
便络绎不绝。大家普遍的观点
是力挺烩面，觉得这家拉面企
业有博取眼球之嫌。

不过，也有理性消费者提
出令人反思的观点：一直以来，
烩面虽是河南最知名的餐饮品
类，遗憾的是却没有出现一家
大的能走出河南的品牌企业。
对这一点，河南的烩面企业也

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自身
寻找原因。另外，烩面业也要
看到外来面食的竞争，拉面、热
干面、泡馍等早已气势汹汹地
杀到了家门口，以至于这两天
来郑州的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
松都感叹：“郑州街头已经被热
干面占据半壁江山，好吃的烩
面都去哪了？”这些都是内忧外
患，烩面业也要有足够的自我
认知，不能掩耳盗铃。

讨论很热闹，那么烩面企业
要不要应战呢？

在合记、惠丰源等郑州知名
烩面馆内，已有不少食客在议论
此事。12月19日傍晚，在位于人
民路的合记烩面，一位王老先生
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常来这
家合记吃面，这么多年了，还能
吃到当年的口味和感觉。我希
望咱烩面老字号接受挑战，让大
家知道姜还是老的辣啊。”

而在一家惠丰源烩面馆，有
个 80 后食客说得好：“不管是拉
面还是烩面，我们都希望能做得
更好吃、更健康。但愿这家拉面
企业不是为了炒作才发起的挑
战，美食圈的良性竞争越来越

多，咱老百姓才能真正受益。”
对此，独创三鲜烩面的萧记

烩面相关负责人表示：“任何时
候，我们都欢迎有新的面食品
类、品牌加入，这样才能丰富咱
河南人的餐桌。不过萧记应该
不会去应战，而且也无需应战，
还是让消费者去评判吧。”

拉面“单挑”烩面，从情感上
惹急了河南消费者，自然招来骂
声一片。然而，无论孰是孰非，
消费者最关心的还是咱河南面
食能否越来越好吃，越来越丰
富，从而得到更广泛的认可。为
此，本报将继续关注此事，也希
望听到更多热爱河南美食的朋
友发出不同的声音。

挑战烩面，拉面要闹哪样？

烩面业：无需应战，让消费者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