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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制作过程需要6个人，每天
可以加工 2600 斤粉条，从早上 6 点
到下午 6 点，中午不休息工作 12 个
小时。他们只是赚取加工费，每斤
0.8 元的加工费。每年从 11 月份开
始加工，到第二年 1 月中旬结束，两
个半月的时间他们 6 人可以赚取 1
万多块钱的收入。这对他们来说是
一年中的一大笔收入。

据冉允奇介绍，以前村里有十
几个这样的加工厂，后来都关门了，
因为市场上假粉条越来越多，价格
非常便宜，每斤在 3 块钱左右，而他
们加工的粉条每斤在 10 块 钱 左
右。没人买他们的粉条，后来加工
厂也倒闭了，现在只剩下他们这一
个加工粉条的地方，来加工的都是
以前的老顾客，很多都是自己家
吃。“他这都是老手艺人，粉条加工
的比其他地方都好吃，但我年年都
来他们这儿，每次都是加工几百斤，
亲戚朋友都送点，剩下的卖点。”来
自开封市尉氏县的王石保说，“不过
最近这几年真粉条不好卖了，都是
熟人买，生人不敢买，一是贵，二是
怕买到假的。”

据冉允奇告诉记者，区分真假
粉条主要看粉条上有没有像大水滴
一样的面疙瘩，如果有就是真的。
因为假粉条一般都含食用胶，假粉
条在制作过程中，面没有糊状，形不
成这种面疙瘩。真粉条的粗细也会
稍微有点不均匀，因为面糊性大，而
且真粉条耐煮不容易浓。希望广大
食客认准真粉条。

家的味道!
就是这一捧冉家村传统手工红薯粉条

在中牟县黄店镇冉家村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平均年龄50岁，最大
的71岁，最小的43岁。其中王付
聚今年66岁，从20岁就开始做
粉条，到现在已有40多年了，先
后去过新密、河北、陕西等地加工
粉条，是经验最为丰富的老师
傅。10多年前他回到家乡，和他
的几个同村老伙计一起经营着这
道传统工艺。十里八村，开封等
地都来这里加工粉条。
中牟播报 郭倩楠 文/图

王付聚负责最为严格的和面程
序，粉条好不好关键在于面和得好不
好。他们制造的粉条不掺杂任何其他
成分，全部由红薯粉和白开水加工而
成。把红薯粉碎制作成粉，晒干后放
在大瓦盆里按照比例进行搅拌，一直
把白薯面搅拌成表面像丝绸一样光
滑，掰开里边有针鼻那样大小的孔，面
就算和好了。

然后把和好的面抬到大锅旁边，
由王结实和冉海周进行定性下锅煮。
王结实今年 71 岁，冉海周 62 岁，都是
冉家村人，他俩制作粉条也都有三四
十年的时间。王结实告诉记者，以前

他们这个步骤是最累的，都是用葫芦
制作成瓢，然后下边凿点眼儿，用手
一点一点地往下拍。现在他们自己
研制出一套机器，头部是一个可以旋
转的圆片和一个圆桶，圆桶下边是均
匀的圆眼儿，把和好的面放进桶内，
圆片旋转压着面往下走，这样一根根
粉条就出来了。通过机器控制桶底距
锅内水的高度可以控制粉条的粗细。
在这个过程中，冉周海不停揉面团的
边缘。“面在下锅之前一定要揉得一
点疙瘩都没有，要是硬了需要稍微加
点水，不然面不均匀，出来的粉条粗细
不均匀还会影响口感。”冉海周说。

传统手工让乡村年味愈加浓烈

下了锅就是煮粉条了，冉允奇今年
43岁，是冉家村的村长，他负责煮粉条
的程序。在煮粉条的过程中，要不停地
加水，水温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要一
直控制在90℃。从锅里出来是一个小
槽，槽上边是一个水龙头，不停地放着
凉水。“粉条一出锅就必须马上降温，直
接用凉水冲，如果不过凉水，晒的时候
不好晒也不好看。”冉允奇告诉记者。

最后一个程序是由冉守兵和冉铁
水负责，冉铁水60岁，负责把出锅过凉
之后的粉条截断，盘整齐。冉铁水今
年 51 岁，负责把盘好的粉条用木棍串
好，拿去晾晒。

红薯粉条是这样“漏”成的

手工小粉条
变身致富“金条”

为了迎接 2016 年的到来，丰富师
生课余文化生活，提高师生的审美情
趣，2015年12月28日至12月30日，在
元旦到来之际，中牟县第五初级中学.
中牟县商都路小学举办了“庆元旦”师
生书画摄影展。
中牟播报 李淑娟 通讯员 黄果 李盼

中牟县青年路街道邢庄村是远近
闻名的“长寿村”。目前，该村有80岁以
上老人 37 位，其中 100 岁以上老人 3
位。最近“长寿村”里有了新气象。

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城郊型现代
农业，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大面积种
植芹菜 400 余亩，建成蔬菜大棚 69 座，
面积90余亩，种植黄瓜、西红柿、豆角等
反季节蔬菜供应县城、郑州、开封等地，
成为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

为创建省级生态文明示范村，该村
共投入 800 余万元，高标准铺通了村内
所有道路10余公里，全部安装了美观典

雅的路灯，房前屋后统一规划绿化带和
花圃，使全村绿地覆盖面积达到 45%，
投资 150 余万元配置了乡村戏曲大舞
台，高标准的篮球场及健身器材，院内
有图书室、阅览室、娱乐室、书画室、活
动室，村里还成立了文艺演出队，经常
组织乒乓球比赛、篮球比赛、拔河比赛
等群体性体育活动，丰富了群众的业余
文化生活。

该村重视村庄内的绿化美化。一
方面在村庄周围和村内道路两旁、各家
各户庭前屋后能够利用的空地上植树、
种花种草，特别是多种具有生态效益或

经济效益的树种及蔬菜，形成了村内村
外绿树掩映、花果飘香的良好生态环
境。村集体专门聘请了 25 位专职保洁
员，对村庄生活、环境垃圾建有垃圾中
转站，专人负责，日产日清，树木、草坪
绿化修剪，对公共设施进行各项维护和
服务，使村庄环境保持优美整洁。

每年“三八节”还广泛开展“好媳
妇、好婆婆”评选和“夸媳妇、贺娘家”活
动，截至目前，全村培育了 100 余名“文
明人”，先后涌现出了 38 位好媳妇、29
位好婆婆。
中牟播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冉守国

中牟邢庄:“长寿村”里的新气象
生态文明与城郊型现代农业齐头并进

中牟6个项目
入选市级非遗名录

近日，中牟县组织开展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工作，推荐6个
项目为郑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中牟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积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对群
众提名、各乡镇（街道办事处）推荐的
10 个优秀项目进行调查论证。最终，
大家一致认为《大吕武术》《传统儿童
歌谣》《黑陶烧制技艺》《西瓜酒酿制技
艺》《诗竹画竹书》《泥塑》6个项目具有
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具有
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特色鲜明，在
当地有较大影响，在一定群体中或地
域范围内世代传承、活态存在，符合推
荐条件。因此，决定将这6个项目推荐
为郑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 记者 张朝晖

迎新年书画展

公示
中牟县翠鸣之星幼儿园，证

号：2015——010124，法人：周春
英，地址：中牟县商都大道电力学
院院内，开办资金3万元，业务主
管单位：中牟县教育体育局，业务
范围：幼儿教育，活动区域：中牟
县境内，发证时间：2015年12月
28日。

新圃街小学足球队获亚军
“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落幕

近日，在 2015~2016 年郑州市“市
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超级联赛中，新
圃街小学足球队9∶0胜新郑外国语小
学，3∶3平新密实验小学，以净胜球优
势小组第一出线。1/8决赛4∶2战胜新
密大隗镇陈庄小学，半决赛1∶0淘汰新
密市西大街青石河小学，一路过关斩将，
最终在决赛中0∶4输给登封书院河路
小学夺得县区组亚军。比赛中队员们顽
强拼搏，带伤上阵，为新圃街小学足球队
夺得亚军立下汗马功劳。
中牟播报 李淑娟 通讯员 孙田飞

公示
中牟县宏运环卫有限公司,注

册 号 ： 410122000004700
(1-1)，经股东会决议公司解散，已
成立清算组，请相关债权人自接到
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