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见习记者 叶晓

伟）义兴蒋烧鸡、 蒋记兔肉、

老北京的油炸冰淇淋、 新疆

的大馕饼、 朝鲜的打糕、 巴

西烤肉……

2

月

6

日上午，

来自各地近

70

种特色小吃云

集浚县， 为参加首届中国鹤

壁民俗文化节美食文化展的

游客送上精美大餐， 我市市

民足不出户便可有机会品尝

天下美食。

据介绍，这次美食文化展

中美味小吃除了市民熟知的

鹤壁名吃胡记五香卤兔肉、胡

记麻辣兔头、 二锅花生米、义

兴蒋烧鸡、浚县子馍、蒋记兔

肉、 浚县缠丝火烧、 浚县元

宵、 王庄铺肉、 浚县饸饹外，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吃，

如天津狗不理包子、 杭州洪

七公叫化鸡、 四川的酸辣粉、

老北京的油炸冰淇淋、 绍兴

油炸臭豆腐、 武汉的三鲜豆

皮、 上海城隍庙糕点、 大兴

安岭烤鹿肉大串、新疆的烤羊

肉串、 海南的鲜椰子、新疆的

大馕饼、 章鱼小丸子、 重庆

的麻辣烫、 北京爆肚等。 此

外， 游客还可以品尝到国外

名吃， 如朝鲜的打糕， 韩国

料理、 烤鸟蛋， 巴西烤肉等

美食。

首届美食文化展正式启动

70种小吃云集浚县“ 争鲜斗香”

会

小

马

逛

庙

晨报讯（记者 邓少华

见习记者 沈道远）

2

月

7

日晚， 我市开始下起小雨。

这场让鹤城人民期待了太久

的雨是我市“向天借雨”

———实施人工增雨的结果。

2

月

8

日， 记者从市气

象局了解到， 针对我市自去

年

11

月份以来近

3

个月未

见雨雪、旱情严重的情况，市

气象局抓住

2

月

7

日晚我市

出现的有利天气过程， 实施

人工增雨作业，终于“打”下

来一场小雨。

市气象局局长王军告诉

记者，截至记者发稿时，我市

局部最大降雨量已经超过了

5mm,

达到了小到中雨的标

准， 平均降雨量也达到了

3mm

， 有效地缓解了全市旱

情。

王军说， 这次人工降

雨， 市气象局分别在淇县赵

庄、 浚县城关镇、 淇滨区杨

小屯三处设点， 共设置了

3

门高炮和火箭发射架， 发射

了

30

枚增雨火箭弹和

60

发

增雨炮弹。

另外， 王军还向记者介

绍， 预计在

2

月

12

日至

2

月

15

日， 我市还会出现一

次有利降雨的天气过程， 市

气象局已经着手准备， 时机

成熟的话会再次进行人工增

雨作业， 我市旱情将会得到

很大程度缓解。

我市向天公“ 借雨”缓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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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
布老虎

大家好， 我是小马，

首先祝您牛年吉祥。从今

天起，小马将带您走进浚

县正月古庙会，领略庙会

的民俗风情。

来浚县赶过庙会的

人都知道， 每年一到正

月，庙会上一大早便人流

如潮，今年也不例外。 大

伾山与浮丘山之间的伾

浮路上，简直成了人的海

洋。 我挤在人群里，感受

着新年的热闹与祥和。

路两旁摊点相连，好

看的、好玩的，吃的、用的

应有尽有，叫卖吆喝声不

绝于耳。庙会上有会撒尿

的小陶人， 有摇一摇、晃

一晃就会叫几声的“绕

人”玩具，有哄小孩子的

木质拨浪鼓，有刀枪剑戟

等木玩具。 而布老虎、泥

玩具、面人、糖人这些传

统的民间工艺因日渐稀

少，更是引人注目。 它曾

温暖过父母那一代人的

童年，丰富了几代人的记

忆。 带着久远的印记，凝

聚了无数人美好寄托的

传统工艺，总会给人温暖

的感觉。

在一个围了很多人

的摊点前，我见缝插针地

挤向前 , 看到了布绒玩

具———布老虎。 黄皮毛，

圆眼睛，头顶“王”字，翘

着耳朵，脖子里围着红线

圈，少了几分威猛，多了

几分憨态，风格古朴。 它

是一种古老的民间工艺，

也是一种吉祥物。在中国

人心里， 老虎是驱邪避

灾、平安吉祥的象征。 相

比其他地区，浚县的布老

虎风格粗犷、简约，独具

神韵。最小的布老虎只有

半个手指长， 精巧可爱；

大的布老虎不仅可玩可

赏，还可当枕头。 许多来

赶庙会的妇女都爱带个

布老虎枕头、老虎头鞋子

回去， 捎给家里的小孩

子， 祈愿他们虎头虎脑、

虎虎生威， 远离一切邪

恶。

浚县布老虎同泥咕

咕一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它是一种原始的图腾

崇拜，最早可以追溯到上

古时期。早在距今约六千

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原始

部族在陶器、石器及玉器

上， 便画有类似虎的图

案。 浚县在今刘寨、前公

堂、北纸坊、卫李庄、前草

店等地发现仰韶文化遗

址，在河南出土的仰韶文

化时期的墓葬中，就有虎

的形象。

晨报见习记者 马珂

文化节开幕次日

前往浚县游客
猛增一倍

晨报讯（见习记者

李可）

2

月

8

日， 记者从

市汽车客运总站了解到，

车站在民俗文化节开幕

次日迎来鹤壁———浚县

线客运高峰，日发送前往

浚县的游客

2000

余人

次，较平时增加了一倍。

据汽车客运总站负

责人介绍， 在

2

月

7

日，

即文化节开幕次日，鹤浚

线的旅客发送量较平日

大幅增加，发车频率从平

时的

8

分钟

~10

分钟一

班提高到了

3

分钟

~5

分

钟一班。 据统计，从早上

6∶10

发车起， 截至

7

日

18∶40

， 汽车客运总站全

天旅客发送量达到了

4000

余人次， 而其中鹤

浚线的旅客发送量就占

到了一半， 约为

2000

余

人次，较平时增加一倍。

据负责人分析，民俗

文化节的举行是浚县旅

客发送量增加的主要原

因。据预计，正月十五、十

六将成为浚县线客流另

一高峰，而到了农历正月

二十三以后，客流量便会

恢复平日状况。

2

月

6

日（农历正月十

二）， 对于鹤壁人来说是个喜

庆的日子， 人们早早出门，拥

向新世纪广场和浚县县城，

“品尝”民俗文化盛宴。

4500余名演员新区献艺

上午

8

时许，离正式表演

还有一段时间，可很多演员已

经耐不住喜悦心情边走边舞。

那憨态可掬的大头娃娃，花样

别致的花船队、扇子队，精彩

的背阁、抬阁、高跷等吸引着

观看人群随之一起前行。

在当天的表演中，最吸引

人的莫过于小朋友们的精彩

表演。 瞧！ 淇滨区董庄村舞狮

队伍中，

9

只可爱的狮子露出

笑脸， 原来他们都是“小不

点”。市民李丽说，孩子们的表

演最有看头，让人感到民间社

火后继有人。 当天，在新区参

加社火表演的队伍有

40

支，

参演人员

4500

余人， 有大型

盘鼓、舞龙、舞狮、高跷、秧歌、

旱船、腰鼓、扇子舞等

20

余种

表演活动。

百余种工艺品争奇斗艳

上午

10

时许， 浚县伾山

街已是人山人海，

100

多个工

艺品展位前全挤满了人，琳琅

满目的民间工艺品让人目不

暇接， 除浚县泥塑、 石雕、铜

器、柳编、古陶、剪纸、虎头鞋

外， 还有朱仙镇木版年画、徐

州中药香包、云南银饰、濮阳

麦秆画等。

工艺品中最“牛”的当属

浚县的泥塑作品，张希和的泥

猴、王学峰的泥咕咕、宋学海

的十二生肖，宋楷战、宋庆春

的泥人、李连庆的脸谱等作品

各具风格，使人如同走进泥塑

博物馆。一位藏友将自己收藏

的明代泥塑《关公》也亮了出

来，这一组“年纪”最大的泥塑

一露面就吸引了不少游人。

传统小吃要排队

刚走进浚县美食一条街，

浓浓的烤肉香就扑鼻而来，两

位新疆小伙子边翻烤肉边招

呼客人。再向里走，二锅花生、

角场营元宵、五香兔肉等本地

小吃便映入眼帘。

快到美食一条街的尽头

时，一条“长龙”挡住了去路，

原来是大家都在排队购买浚

县名吃———子馍。在美食一条

街的另一头，需要排队购买的

还有饸饹面。每年正月古庙会

期间，

60

多岁的王庄乡居民

吴金岭和老伙计都会到这里

卖饸饹面。 吴金岭说，平时已

经没人做这种手工饸饹面了，

只有庙会上才能吃到，他们今

天光卖出的饸饹面就用去了

了

25

公斤面粉。

少林武僧真抢眼

刚结束国外演出的少林

武僧团成了社火表演的亮点。

得知少林武僧团要在新世纪

广场进行武术表演的消息，很

多市民早早地赶到钟楼北侧，

占据有利地势， 争睹武僧英

姿。 头开钢板、七星拳、集体

棍、童子功、虎拳、豹拳、鹰拳、

蛇拳、猴拳，武僧们一招一式

都牵动着观众的眼球。

短短

20

多分钟的表演让

很多市民成了武僧们的“粉

丝”。 瞧！ 表演刚结束，一个小

家伙就拾起武僧的木棍，“嗨

嗨”地挥舞起来，看着孩子天

真的表演， 很多观众哈哈大

笑。 直到武僧们离开表演现

场，不少市民还留在原地感叹

表演时间太短。

千年庙会日久弥新

据统计， 正月古庙会期

间，每天观光游览的游客达数

万人，高峰期达

30

万人。

“最吸引我们的是这里独

特的民俗文化，在其他地方可

能拍摄到一两种，但在这里却

可以了解得更多，所以这里就

成了摄影家搞创作的天堂。 ”

来自濮阳的摄影师李明伟说。

2

月

6

日上午，记者见到李明

伟时，他刚从七十二蹬、大佛

路拍完社火回来，正为抓拍到

好照片而向朋友炫耀呢。

就在记者离开庙会现场

时， 伾山街一位胡须花白的

老人引起了记者注意， 老人

正弯腰翻看以大伾山碑刻和

浚县文物古迹为主要内容的

《天书地字》， 大街上川流不

息的人群和小贩的高声叫卖，

都没有影响到老人。 老人专

注的神情似乎让人找到了浚

县正月古庙会之所以长盛不

衰的原因。

文化盛宴款待八方来客
———首届中国鹤壁民俗文化节侧记

行进在春雨中
2月 7日，市民行进在春雨中。据了解，市气象局采用 3个作业点对鹤壁地区进行人工增雨，作业及影响区普降小到中雨，

有效缓解了我市前期持续的旱情。 晨报见习记者 甄宜 摄

晨报记者 邓少华 柯其其

晨报讯（记者 柯其

其 通讯员 岳纲彦）

2

月

8

日，记者从市交巡警

支队获悉，为把首届中国

鹤壁民俗文化节办成传

承民俗文化、活跃群众生

活、发展旅游事业、促进

经济发展的盛会，正月十

六浚县在城区四周设置

22

个停车场， 当天实行

免费停车。县城南部设置

6

个停车场， 东部设置

5

个停车场，北部设置

4

个

停车场，西部设置

7

个停

车场，以满足各地游客需

要。

正月十六逛庙会

22个停车场
免费停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