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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下 6℃、零下 8℃ ……
2019年 12月 31日，温度骤降、
寒气逼人，但正是加工粉条的
最好时节。

记者驱车走进新郑市具茨
山管委会苗家沟村，路边晾晒
的一捆捆手工粉条便映入记者
眼帘。刚刚加工出来的粉条如
一条条水晶线，显得格外晶莹
剔透。在路边不远处的一大块
空地处，只见一片片热气腾腾，
机器和粉、漏粉，人工捞粉、洗
粉、搭粉、上架、晒粉有条不紊，
一派繁忙景象。

“以前我们做粉条时，七八
个人围着锅，添柴烧炭，每天最
多做上百十斤粉条。现在用机
器和粉、漏粉，每天最少做八九
百斤呢，既省工省时，又节能环
保。尽管现在有了机械化，但
我们还是延续着手工制作工
艺。”忙碌着的郭水英一边往搅
拌红薯芡粉的机器里添加水，
一边对记者说，“现在我们几家
人联合起来做，因为手里接的
订单太多了，大家伙儿起个早
儿，6点半就准时开工了，你瞧
一个个干得多带劲。”

记者看到，看似普通的粉
条，要经过许多复杂的工序才
能成型。郭水英带着记者走上
前介绍，加工粉条首先要清洗
红薯，然后经过打浆、过滤、沉
淀、起粉、晾晒等多道工序。任
何一道工序做不好，都会直接
影响粉条的口感和品质。下粉
时必须五六个人协调，烧火、挑
粉、下粉、揉粉、漏粉、洗粉都要
协作，才能保证质量好。

“大家都知道我们苗家沟
村是当地有名的粉条加工村。
随着近几年加工工艺的不断改
良，技术由‘土’变‘洋’，我们加
快了粉条制作效率，把小粉条
做成了大产业。”该村党支部书
记郭喜林告诉记者，苗家沟制
作手工粉条至今已有几十年的
历史了，生产的粉条大多采用

传统手工制作工艺，经过多道
工序加工而成，粉条质地细腻、
晶莹剔透，具有韧力强、耐泡耐
煮、入口爽滑等特点。“我们生
产的粉条用的都是自家地里的
红薯，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
化工原料。如果添加一些东
西，虽然粉条在品相、出货率上
会有所提高，却对人体有害，
我们不能把良心丢了，不能把
信誉砸在自己手里。”郭喜林
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几根粉条，
当场告诉记者如何辨别优劣
粉条：“粉条好坏首先要看，
好的粉条因为是手工制作的，
粗细不均匀、颜色微黄，如果
颜色过于发白，则说明里面掺
了其他物质，而粗细很均匀
的，一般是用机械做的；其次
是烧，用火点燃一根粉条，好
的粉条一点就着，而且灰烬一
捏就碎，没有发硬的杂质；最
后可抓，好的粉条发脆，一抓
就碎，而掺了胶质的粉条则很
有弹性。”

如今，苗家沟村的粉条产
业越做越好，供不应求，村民种
植和加工的积极性一年比一年
高，红薯已成为该村农民增收
致富的新亮点。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赵颖 文/图

本报讯 春节将至，作为中国
传统节庆中最喜庆的日子，新郑
市精心策划了具有民俗性、参与
性、体验性和互动性，带着浓浓年
味儿的春节文化旅游盛宴，让市
民和游客感受黄帝故里不一样的
“年味儿”民俗。

据新郑市文广旅局最新消息
显示，节日期间全市活动丰富多
彩，可满足不同人群出游需求。
在黄帝故里景区，黄帝文化旅游
节系列活动从 1月 1日起持续 55

天。策划推出新郑 2020荣归故
里新春房博会，新春民俗文化庙
会，除夕、新春拜祖祈福活动，黄
帝故里大型3D灯光嘉年华，青少
年花灯DIY大赛，中华儿女国风
才艺秀，大型国风花海（牡丹）展，
中华南北狮王争霸赛，新郑非遗
文化传承人及民间艺人文化艺术
邀请赛，黄帝文化文旅项目推介
会、黄帝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论坛
和黄帝文化旅游节颁奖晚会，为
市民献上一场“最特色、最年味、

最民俗、最文化、最科技、最时尚”
的节日盛宴。

春节期间，郑国车马坑景区
通过精心策划，将推出新春马文
化图片展，展示马在整个人类文
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让广大游客加深对马的认识
和对马文化的深入了解。

游客还可以来到欧阳文忠公
园参观新春廉政文化展，体验一
下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刻石拓
片，让您感受一代宗师的文学气

息和传奇经历。
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内设有祝福签名留影墙、“金鼠献
瑞 鼠兆丰年”新春形象镂空拍照
板，游客和群众可以签名拍照留念。

1月25日~2月9日每天9时，
泰山村千稼集开街，为期半个多
月的新春庙会，游客可以品尝各
地小吃，体验非遗文化，过传统中
国年。

与此同时，新郑市文化馆、市
图书馆举办送春联下乡、象棋大

赛、摄影展、图片展、非遗展、民间
文化活动展演和灯谜晚会等新春
系列文化活动，既满足市民游客
节日休闲的需要，也传播发扬了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除上述丰富的文旅活动外，各
景区还为大家提供了多种优惠措
施，忙碌了一年的市民朋友可以带
着家人好好放松放松，不必出远
门，丰富多彩的活动送给大家一个
年味儿十足的新春佳节。
新郑时报 李显文

鼠年春节将至 新郑市备足旅游“大餐”

年货大比拼，任咱挑个够
新郑各处年货供应各有各的亮点

本报讯 大红灯笼挂起来，大红福字贴起来。随着春节的临近，年味儿越来越浓，新郑
市大街小巷都弥漫着新春的气氛。虽然天气寒冷，却没有阻挡住新郑市民买年货的热情。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是家庭团聚、探亲访友的高峰时节，年前消费最大的项目
莫过于置办年货。

在新郑市故里商城，放眼望
去，金闪闪的福字、各式各样的零
食干果、精心制作的大红灯笼……
琳琅满目的年货早已摆满摊位，
前来购置年货的市民忙着货比三
家，选购物美价廉的年货。

从早上8时开始，商城就变得
热闹起来。商户的摊位一个挨着一
个排起长龙，商品琳琅满目，吃的、
穿的、用的应有尽有，满足市民置办
年货的“一站式”需求。拎着大包小
包正在购物的市民靳女士说：“马上
要过年了，今天来就是为了置办年
货，我买了对联、灯笼、瓜子、糖果、
水果和蔬菜，我得再转转，准备再买
个福字给家里添些年味儿。”

要说“抢手货”，非窗花、对
联、福字等新春饰品莫属了。记
者看到，集市上各类材质的对联、
形状不一的灯笼及迎合鼠年的

“金鼠福”等红红火火的春节饰品
铺了一地，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
购。据摊主介绍，小年前后购买
新春饰品的人流量最大，尤其是
“金鼠”、大红灯笼、立体福字最受
市民的喜爱。

忙活了一年的市民带着喜悦

和期望，在琳琅满目的商城选购
年货。置办年货是迎接新年的一
件大事儿，能唤醒人们对年味儿
的感知，烘托起过年的氛围。年
关将近，赶大集也演变成了过年
特有的“仪式感”。
新郑时报 李显文 文/图

1月 17日，新郑市具茨山国
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委员会、新郑
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在白龙沟
举办的为期三天的第三届年货节
开幕。

新郑市领导林俊伟、新郑市
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马伟强、
具茨山管委会党委书记薛智强，
以及管委会全体班子成员、来自
新郑市的 300多名市民和村民参
加了开幕式。

开幕式现场，各个展位前站
满了前来采购的市民，他们纷纷
挑选购买自己中意的年货。在新
郑市富达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展位
上，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年货节
带来的彩麦生长在具茨山山脚
下，经国家农业部检测中心检测，

所含人体必需的矿物质营养素
钙、铁、锌比普通小麦高，其中含
钙量是普通小麦的 4倍，含有多
种微量元素，经过特种工艺加工，
保留了特有的品性。”

来自马沟 65岁的村民白铁
良，大清早骑着三轮车拉了一只非
常健壮的山羊来参加年货节。他
笑着说：“我参加了三年的年货节
了，今年的规模比往年还要大，来
的人也非常多，看来今天又有好收
入了。”白铁良常年在始祖山附近
散养放羊，家里共养了几十只，一
年的收入有数万元。

据薛智强介绍，本届具茨山
年货节的主题是精准扶贫、与爱
同行。此次年货节将山区群众生
产的土养黑毛猪、散养土鸡、手工

粉条、古法炼制小磨油，这些绿
色、生态、地道的农副产品销售出
去，既帮助贫困户增收，又加快了
乡村旅游发展，释放更大扶贫效
果，助力乡村振兴大业。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王建伟 文/图

想吃好粉条，请来新郑苗家沟

年味儿浓 新郑市民欢喜备年货

各式年货齐登场 新郑市第三届年货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