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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吕梁群山的褶皱深处，岚县宛

如一本被岁月反复摩挲的古老典籍，

每一页都浸润着五谷的醇香，每一处

字里行间都无时无刻飘逸着岚县人的

精神风貌。

当暮色漫过土豆花开的原野，乡间

灶台腾起的白雾里，藏着比山岚更绵长

的故事——这里的美食，是黄土高原写

给人间的情诗，将千年农耕文明熬煮成

唇齿间的永恒。正如诗人王质所写“山

芋芼羹，地黄酿粥，冬后春前皆可栽。”

“天上云间”的土地上孕育出的不只是

各式各样的美食，更是祖祖辈辈的岚县

人对幸福生活的不懈追求。

千年传承：美食里的人文密码

在岚县县城的街巷中，蛤蟆含蛋的

餐车总飘着诱人香气。车上“宫廷盛宴

不抵蛤蟆含蛋，祖传秘方味绝海北天南”

的对联，道尽了这道美食的独特地位。

相传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途经秀

容古城，品尝到岚县人民敬奉的炭火烤

饼夹肘子肉，唇齿留香，连连赞叹其为

“金蟾含珠，世间美味”。

如今，这道御赐美食历经岁月流

转，在岚县方言中化作更接地气的“蛤

蟆含蛋”。

蛤蟆含蛋制作工序讲究。其一是

所夹之肉加工非常讲究，食材选择多为

猪前肘；加工程序有焯水去腥、下料、上

色、炖煮、调味收汁；下料中有白芷、豆

蔻、桂 皮、香叶等多味中药材；入锅后

用小火慢炖两小时左右。二是面饼的

制作也有严格要求，面粉要使用上等新

麦粉，面要和到软柔筋道，发酵要用陈

年老酵母，饼子必须用炭火炉烤制。

当大师傅掀开热气蒸腾的木盖，案

板上刚烤好的面饼泛着金黄，刀走游龙

般将面饼豁开大口，顺势嵌入裹着八角

香气的肉块，接着再把葱末、碎辣子撒

入其中，再浇淋少许煮肉的汤汁——于

是，白净的炭火饼与金黄的肘子肉倏然

合抱，成功登入婚姻殿堂。

“哇哦，哇哦，哇哦！”在美人轻启玉

齿的一瞬间，酥脆的面壳与软糯的肉脂

轰然相撞，让人不禁想起“人间有味是

清欢”，只是这一口滋味，这一份难得的

口福，分明是百年前走西口的岚县汉子

用智慧的生存哲学在现场直播。

“北地春光晚，边城气候寒。往来

花不发，新旧雪仍残”。“远行人，请喝一

碗圪饦汤暖暖胃吧”，杜审言笔下的边

塞之寒，在好客的岚县人手中化作真实

温暖的慰藉，化作岚县人血脉里最动人

的温柔与期许。

岚县圪饦汤有着悠久的历史。据

说，北魏时期尔朱家族据岚县秀容古城

为王，圪饦汤是尔朱家眷和宗族才能吃

到的奢侈餐食。高欢灭尔朱家族，烧毁

秀容古城后，尔朱家族的侍女、厨师、族

人流落民间，圪饦汤也随之流传至民

间，成为百姓享用的美食。

在千百年的时光里，岚县主妇们揉

面的身影与竹筷翻飞的节奏，不断将这

传承已久的皇家美食精心打造成天上

人间的极品美味。

看吧，铁锅沸腾时，海带丝卷起浪

花，山蘑吸饱肉汁，金黄的蛋花浮浮沉

沉。圪饦在沸腾的碗里翻滚沉浮，笑成

快乐而晶莹的花儿。

圪饦汤的美味集中在臊子里。臊

子是由精羊肉或猪肉切成的肉丁、白嫩

的豆腐块、青紫的海带丝、嫩黄的金针、

净白的细粉条、紫黑色的蘑菇和土豆丁

等搭配在一起，用胡麻油辅以盐、花椒、

葱、姜等多种调料烩制而成。圪饦臊子

的食材组合堪称绝妙，既有肉香的浓厚

漫溢，又有蔬菜、海味的清香缥缈。

的确，圪饦因其小巧玲珑，制成的

圪饦汤味道鲜美，且蕴含“圆满美好”的

寓意，深受岚县人喜爱——正月初五的

“破五圪饦”、中秋的“团圆圪饦”，出嫁

的“梳头圪饦”，每一碗都寄托着我们岚

县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诠释着“面小

乾坤大，汤美日月长”的深意。

百味荟萃：土豆宴上的味觉交响

岚县与土豆原产地北美安第斯山

脉有着近乎相似的纬度、海拔、气候与

土壤条件，这片土地馈赠的土豆，每百

克蛋白质含量达 4.2克，富含钾和多种

微量元素，氨基酸组成与人体需求高度

契合，凭借卓越品质通过“三品一标”认

证，成为当之无愧的“金疙瘩”。而岚县

人以土豆为笔，以匠心为墨，在灶台间

挥毫泼墨，创作出 108道风味各异的土

豆宴佳肴，将平凡食材雕琢成舌尖上的

艺术。

宴席上，“一团和气”的捣拿糕率先

登场。

“咚咚……”，壮汉手持枣木捣杵，在

瓷盆中反复捶打蒸熟的土豆，在锤、捣、

杵、抿、拧、甩的操作中，土豆由碎块变成

粘状，最后成型为黏润舒滑团状。

我们的捣拿糕柔软不乏韧性，形如

爬伏的玉兔重组为丝绸般的糕团，恰似

王迈笔下“烂煮园蔬，熟煨山芋”的质朴

升华。

捣拿糕的蘸料则用陈醋、油炝葱、

油辣椒、食盐等调配而成。把一剂鹅黄

柔滑的捣拿糕放入盛着蘸料的碗中，如

一道五彩斑斓的风景线。夹一块饱沾

蘸料的捣拿糕放入口中，裹满油泼辣子

与老陈醋，柔滑与清爽交融，仔细品尝，

黏绒绵香，唤醒人们对幸福岁月里土豆

无私滋养的记忆。

“水晶蒸饺”则尽显精致，以土豆淀

粉制成的饺子皮晶莹剔透，包裹着点缀

鲜韭菜的肉馅，旺火蒸制后宛如冰雕琥

珀，透光处可见翠绿流转，仿佛将岚县

的春天锁进了时光的褶皱。

瞧吧！眼前热气腾腾、晶莹剔透、

圆润饱满、香气四溢的尤物会是先前土

头土脑的土豆华丽转身吗？

闻吧！舀一勺用陈醋、生抽、香油、

油炝葱、油辣子配制的蘸料，香味冲过

鼻腔直达肺腑。

看吧！笼屉上的水晶蒸饺，碗中的

蘸料，犹如一道绚丽的风景。

品吧！此时的你馋虫汹涌，本想风

卷残云，却又心怀忐忑，生怕挑夹尤物时，

破坏了这道别样景致。当你小心翼翼地

把水晶蒸饺放入碗中，在蘸料中翻几个

个儿，那薄薄的外皮下肉馅蠢蠢欲动。

哎呀呀！咬一口，筋道柔韧，汁水

充盈，香味四溢，水晶蒸饺特有的绝美

味道在唇齿间萦绕。难怪著名山药蛋

作家马锋称赞岚县水晶蒸饺：“只此一

家，别无分店！”

更有土豆烙饼、土豆串串香、土豆

鱿鱼等创意美食轮番上阵。土豆烙饼

在平底锅中滋滋作响，煎至金黄的边缘

泛着诱人焦香；土豆串串香裹满秘制酱

料，在炭火上翻滚跳跃，香气勾得食客

频频驻足；土豆鱿鱼卷薄如蝉翼，卷着

鲜嫩时蔬，蘸上蒜泥香醋，清爽与醇厚

在舌尖共舞。正如“人间烟火气，最抚

凡人心”，每一道菜都是我们岚县人对

土地的礼赞，对生活的热爱。

薪火相传：幸福感的延展与升华

从舌尖到远方——岚县美食的魅

力，不仅在于灶台前的烟火，更在于代

代相传的匠心与创新。

如今的岚县街头，土豆宴不再局限

于传统宴席，而是以更鲜活的姿态融入

日常。清晨的早点摊，热气腾腾的粉汤

搭配腆着大肚子的油糕，开启当地人元

气满满的一天；步行街的夜市里，色香

味俱全的糜子粉、外酥里嫩的黄米摊

黄、清新醉人的富康米酒，不断吸引着

无数年轻人争相打卡，成为新时代社交

平台上的“网红美食”。

为了让美味走得更远，岚县厨师们

不断改良技艺，将传统做法与现代烹饪

理念结合，不断走向千家万户。

土豆宴中的经典菜品“岚县熬山

药”，在保留猪肉、土豆、粉条等灵魂食

材的基础上，加入了香菇、木耳等新鲜

配料，汤汁会更浓郁醇厚；水晶蒸饺则

推出虾仁、三鲜等新口味，满足不同食

客的味蕾需求……这些创新，正如诗

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让古老的岚县美食文化始终保持

着旺盛的生命力。

而随着“土豆花开了”旅游文化月

的举办，八方游客不仅能沉醉于花海美

景，更希望能在农家小院里，跟着当地

主妇捏制一组岚县面塑，学做一碗圪饦

汤，亲手捶打一次捣拿糕……

当游客们将自己制作的美食送入口

中，收获的不仅是舌尖的满足，更是对岚

县饮食文化最深刻的体验。这些互动与

传承，让岚县美食不再只是味觉的享受，

更是岚县人的自信，更是情感与文化的

纽带，更是连接着岚县人过去、现在与未

来的坚实力量，幸福感在岁月的长河中

持续散发着温暖而醇厚的芬芳。

岚县美食：吕梁山上的味觉史诗
□ 程建军

爱我吕梁爱我吕梁··家乡味道家乡味道

在上下学时的校门外，有时候可以

看到这样的景象：家长单手拎着书包，

另一只手拽着孩子，熟练地跨过绿化

带，翻过隔离护栏，在车流中穿行。这

些身手矫健的“跨栏者”，似乎早已将交

通规则与隔离设施视作虚设。

护栏本是守护安全的屏障，却在

个别家长眼中成了出行效率的障碍。

他们弓着身子跨越栏杆的动作，看似

节省了几分钟路程，实则却埋下隐患：

在抱着孩子翻越栏杆时难免会发生意

外。而且当第一个家长成功穿越后，

后续的模仿者便自动形成“从众安全”

的错觉，集体行为消解了规则的安全

性 。 更 深 远 的 危 害 在 于 对 孩 子 的 影

响，孩子们目睹父母的违规行为，“守

规则”的认知难免会在现实中受到冲

击。

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制度与人心

的同频共振。城市管理者应在学校周

边设置临时停车区域，用人性化设计缓

解现实矛盾；学校可推行弹性放学、课

后托管等举措，减轻家长时间压力；更

重要的是，每个成年人都要意识到：你

在护栏前的每一个动作，都在给孩子的

世界观打底色。当我们牵着孩子的手

绕行百米走斑马线时，传递的不仅是

“红灯停绿灯行”的交通规则，更是对公

共秩序的敬畏、对他人权益的尊重。这

种无声的教育，远比千言万语的道德说

教更有力量。

那道金属栏杆，实则是丈量社会成

熟度的标尺。家长每弯一次腰钻过栏

杆，就相当于在孩子的认知世界里按下

一次规则无效键。让我们从松开试图

攀爬的双手开始，用绕行的脚步丈量文

明的距离，因为真正的捷径，永远存在

于对规则的敬畏之中。

““跨栏跨栏””行为当止行为当止
□ 王雅妮

多棱镜

根据《吕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

议、批评和意见的提出和处理办法》和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对人大代表建议、

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实施监督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对代表建议综合分析、认

真筛选的基础上，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会议研究，从市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

提出的 176件建议中确定 6件建议作为

今年重点办理的建议，由市政府分管副

市长分别领办，市政府有关部门重点办

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按照分工牵头

所分管的机构对口督办。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将适时专

题听取重点建议办理情况的汇报，市人

大常委会将对重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

满意度测评。

2025年市人大常委会
重点督办6件代表建议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
的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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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 80 周年，5 月 18 日，吕梁学院教师

教育系师生倾情演绎一场主题为“晋绥

星火 童心闪耀”的儿童剧。

此次儿童剧会演以八个原创红色

剧本为依托，为观众呈现了一堂跨越

时空的“沉浸式思政课”。《红色酒魂》

将红色汾酒的文化故事重新演绎，让

观众在汾酒的历史中感受传承与坚守

的壮志豪情。《童声传讯》中设计了“羊

粪蛋路标”“童谣密码”等内容，在尊重

儿童认知特点的基础上巧妙呈现了情

报传递的智慧。《稚童送药》中，儿童团

员背着草药箱穿越冰河哨卡、烽火硝

烟，运用虚实结合的演绎方式再现了

儿童团员们怀揣盛世梦想、为胜利前

赴后继的追求。《护粮小英雄》以《吕梁

英雄传》中汉家山的敌我斗争为背景，

将吕梁儿女保家卫国的铁血丹心展现

得淋漓尽致。《黄河小哨兵》讲述了发

生在“商贸重镇”碛口的情报暗战，刻

画了各行各业的人们有勇有谋为前线

暗送急需药材的英雄形象。《山沟里的

红星》则聚焦抗战时期交通要道的开

发与修复，演绎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

温暖故事，传递出山沟深处的信仰之

光。《万姓刀》借贺龙将军的传奇大刀，

重回热血沸腾的抗战年代，描摹出贺

龙 将 军 英 勇 抗 战 的 画 面 。《忠 魂 铸 贺

昌》以革命先烈生平为轴，重现了吕梁

人贺昌少年时立志报国、在革命的征

程中披荆斩棘的短暂人生。

一幕幕取材于吕梁革命史的经典

故事，经过艺术加工后更具感染力，八

个 剧 目 串 联 起 一 部 生 动 的 红 色 教 科

书。无论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或是鼎

鼎有名的大英雄，在儿童剧的叙述中，

无不展现了晋绥星火的璀璨。

该剧是该系践行“三个文化育人”

的具体举措，是聚焦红色教育与生命

成长的创新实践，不仅让革命老区的

红色故事焕发新生，而且展现了新时

代大学生在演绎历史中实现的精神成

长。该系将持续坚守“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弘扬吕梁精神，传承晋绥文化，

不断培养“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的时代新人。

（冀惠 牛华亮）

本报讯 5 月 18 日，在第 49 个国际

博物馆日到来之际，我市“5·18 国际博

物馆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

吕梁市博物馆作为山西省内唯一

一座规模宏大的汉画像石博物馆，近年

来，不断丰富展览形式，创新活动内容，

让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感受历史文化

的魅力。5月份以来，围绕“快速变化社

会中的博物馆未来”这一主题，举办各

种展览、社教活动、专题讲座、流动博物

馆基层行以及小小讲解员讲文物等一

系列形式多样的活动。

“ 繁 花—— 火 柴 盒 贴 上 的 锦 绣 中

华”“灵蛇献瑞——乙巳蛇年生肖文物

大联展”“图说甲骨文发现史”“红心向

党，吕梁市不可移动著名文物精粹展”

“走进吕博 品味文化——馆藏精品文

物图片展”主题展览让博物馆优质文化

为更多市民共享；《女皇故里话女皇》

《中国古代青花瓷鉴赏》《汉画像石简述

与初步研究》《吕梁汉画像石神仙异兽

形象初步研究》《石头上的绘画》学术讲

座搭建起了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流动博

物馆走进彩家庄、冯家沟、李家沟村，积

极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此次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系列宣传

活动不仅提升了公众对博物馆的认知

和关注，也为传承和弘扬吕梁历史文

化，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发挥了积极作

用。 （刘艳锋）

我市“国际博物馆日”
主题宣传活动精彩纷呈

大学师生演绎革命题材儿童剧大学师生演绎革命题材儿童剧

吕梁学院教师教育系以戏剧之力深植红色精神吕梁学院教师教育系以戏剧之力深植红色精神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今 年 以

来，石楼县灵泉镇月亮湾社区聚焦未成

年人成长需求，创新实施“三区三育”教

育方法，通过在社区、学校、家庭开展德

育、法育、智育教育，为未成年人提供全

方位、零距离教育。

月亮湾社区将德育融入日常，通过

开设德育课堂、树立模范榜样、开展道德

实践等方式，培养孩子们的道德观念和

文化素养，让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深入

人心。该社区还建立了道德馆和乡贤

馆，展示身边的好人好事，健全完善激励

机制，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熏陶。

在法育方面，该社区整合利用各相

关职能部门资源，开展法律咨询、法律

讲堂、普法宣传等活动，推动法律知识

宣讲课堂、法庭、典型案例警示教育进

“三区”，增强未成年人法律意识，引导

其遵纪守法。同时，在智育方面，该社

区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利用互联网、智

联网、智慧系统等，建立大数据库，构建

无缝隙法治空间，进行宣传和监管，为

未成年人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平台。

“三区三育”模式为未成年人提供

了全方位的教育支持，也为社区治理注

入了新活力。“我们将持续深化该模式，

不断完善教育内容与形式，为未成年人

的茁壮成长保驾护航。”月亮湾社区党

委书记张瑞军表示。

石楼县月亮湾社区“三区三育”助未成年人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