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年味有颜色———那是节日里的

喜庆“红”，美食中的诱人“黄”，缤纷绚烂

多姿多彩；如果年味有声音———那是锣

鼓声声震耳，家家把酒言欢，阵阵喧闹不

绝于耳。在北方传统特色年味中，热闹

非凡的社火、流光溢彩的花灯、秀色可餐

的美食,烘托出节日的祥和气氛，维系了

团圆年的其乐融融，组成了饱含文化的

中国年。记者带我们一同去张掖“过年”，

去感受和品味那里的特色年味。

每当“炮竹声声辞旧岁”时，在张掖

甘州广袤的土地上，传统社火就伴随着

送暖的春风和欢乐的锣鼓出现在农村和

城市，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着浓

郁的欢乐气氛。传统年俗中，甘州的民

间社火经久不衰，以其阵容庞大、形式独

特、装扮艳丽、角色丰富而引人入胜，

2010 年甘州社火被正式列入甘肃省第

三批非遗保护名录。

甘州民间社火又称为秧歌，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按其形式可分为锣鼓类、

秧歌类、车船类、高跷类、灯火类、模拟禽

兽类、神话故事、武杂等。社火表演时一

般分为大场子和小场子，其中小场子中

又包含地蹦子。

大场子是众多社火人物在膏药匠的

带领下进行以“跳”为主以唱为辅的表

演。其中的套路有百子图，蒜辫子，一字

长蛇阵，五朵梅，八盏灯等。在激烈的锣

鼓声中，社火人物酣畅表演，祈祷着来年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正月里，甘州城区张灯结彩、喜气洋

洋，节日彩灯全部点亮，整个城区流光溢

彩，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

夜幕降临，漫步街头，彩色灯球错落

有致地悬挂在道路两侧，枝干上缠绕的

彩色灯带缤纷闪烁，与万家灯火交相辉

映，缤纷各异的“灯光秀”让人目不暇接，

整个城市的夜景充满了喜庆的年味。

今年，甘州春节灯展新制作大型灯

组 25组，集中在中心广场、滨湖广场、南

大池公园等11处展示。在甘州城区的主

要街道，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

利用新颖、别致、多样的灯光、灯饰，全方

位装饰城区夜景，塑造多层次、立体化的

亮化效果，把团团喜气洒满了街头巷尾，

把满满福气浸润到每个人的心田。

甘州味道是年味中不可或缺的美

食。都说甘州人的一天，是从一碗臊面或

者牛肉小饭开始的，一碗人间烟火，唤醒

了城市。甘州小吃源远流长，其品种之

多，不胜枚举。因甘州盛产小麦，所以小

吃以面食为主，小吃名称五花八门，雅俗

兼有。甘州面食历史悠久，品种繁多，风

味别异，特色鲜明，其中搓鱼子、炮杖子、

臊面、粉皮面筋等最具特色，深受当地群

众和外来游客的喜爱。“人间烟火气，最

能抚人心”，地道的甘州美食香味四溢，

散发着浓烈的年味。

北方年味中，炸年馍的年俗广为流

传。腊月里，张掖山丹县的乡村院落，处

处炊烟袅袅，各家各户忙着做年馍馍。

它代表的不仅是家乡的味道，更是浓浓

的年味。在陈户镇范营村，村里的大妈

大婶聚在村民刘兰德家中，忙活着做糖

油酥、揉面团、炸馍馍，沉浸在热热闹闹

的年味当中。

揉、搓、捏、炸……这些“巧手”们分

工有序，熟练地操作一道道工序，忙得不

亦乐乎。不一会儿，一个个泛着金黄色的

馍馍新鲜出锅，欢笑声中，大家的劳累一

扫而光，心里是满满的收获。

说起“年味”，它似乎总是与怀旧的情

绪缠绕在一起。在陈户镇，这些辛辛苦苦

“奔日子”的人，正在找寻那些最传统的“年

味”，正在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着新生活。

年味不尽相同，美食各有千秋。在张

掖高台县，“高台老席”不仅是记忆里的

味道，也是年味当中一道大餐。

虎跃兔奔锣鼓震，张灯结彩迎新春。

在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中，张掖的特色

年味愈发浓烈，有新意、好寓意、更快意。

热闹的社火、绚丽的花灯、诱人的美食，

让年味有“劲头”，年俗有“看头”，兔年有

“奔头”。如此所见，心有所愿，新的一年

里，让我们满怀期许步履匆匆，蓄势待发

创佳绩，奋进有为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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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兰高铁全线开通运营野满月冶
发送旅客 30.1万人次

1 月 29 日，银兰高铁迎来全线开通运营“满月”，一个月来，共发送旅客

30.1 万人次，单日发送旅客由开通时的 0.4 万人次增至最高 2.1 万人次。

去年 12 月 29 日，银兰高铁全线开通运

营后，兰州至银川最快不到 3 小时便可抵

达，较此前压缩了近 5 个半小时。

目前，银兰高铁与已通车的宝兰高铁、

银西高铁相接，构建起了陕甘宁高铁环线。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
胡海涛 孙杞民 宋佳龙 袁晖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本台评论院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节后开工第一天，甘肃省经济运行调度会

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开篇定调，提出要以开局就是决战的干劲抓发展，以

起步就是冲刺的拼劲促增长，释放出甘肃省委省政府全力以赴抓经济的

决心和信心。抓发展没有局外人、促增长没

有旁观者。当前，加快发展是甘肃省最紧要

的任务，追赶进位是广大干部群众最迫切的

愿望。甘肃省上下要提振精气神，大步向前

赶，快步向前跑，锚定目标促增长，以超常之

力抓工业，以恒久之功抓农业，以务实之策

抓项目，以创新之举抓消费，鼓足干劲推动

甘肃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甘肃广电总台全媒体记者:丁建雄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年俗有“看头”年味有“劲头”

入口皆是团圆

炸油果，煮腊肉，阖家欢聚团圆味。

酿美酒，跳锅庄，生活品出幸福味。

新居过大年 最是难忘家乡味。

春节，最隆重的节日，团圆是其中不

变的主题。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共享天

伦，人们在享受阖家团圆的同时，更要品

味传统的美食。2022年 12月，最后一批

舟曲地质灾害避险搬迁群众顺利入住兰

州新区新康村，开启了他们美好的新生

活。今年，是他们告别故土后，在新家度

过的第一个春节。那么他们的第一个春

节怎样过？又准备了哪些特色的美食？我

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看。

春回大地，辞旧迎新，在春节这个阖

家团聚的日子里，一顿丰盛的团圆饭寓

意深远、回味无穷。在舟曲县，每逢春节

时，家家户户都要炸油果。客人来家，先

端上一盘油果，是当地过年的待客之道。

冯芬琴，是去年 6 月搬迁至兰州

新区新康村的村民，今年是她在新家度

过的第一个春节，一过腊八，冯芬琴和

家人就要开始准备和面炸油果。

炸油果需要揉“黑”面和“白”面两

种颜色的面团，油果的成色好坏完全取

决于这一道工序。“黑”面团是在面粉中

掺了红糖、蜂蜜的水，红糖会起到上色

的作用，而白面团则是在面粉中掺白

糖、蜂蜜的水，这可以让油果吃起来更

酥脆。面团揉好后擀成薄面皮，切成块

状，就开始捏花型了。

油果的样子有很多种，可任意做成

蝴蝶、麻花、风车等各式各样的形状。捏

好形状后，将胡麻油倒入锅内，等到合

适的油温，做好的油果就可以下锅了。

看似简单的工序，却需要把握好火

候。否则，炸出来的油果，亮度和色香味

达不到标准。十几分钟后，酥脆香甜的

炸油果就出锅了。

炸好的油果很耐放，可以保存近一

个月，一直可以吃到过完年。除了炸油

果，还有一道过年必备的特色美食，是

冯芬琴专门从千里之外的舟曲县带过

来的。

舟曲腊肉以农家养殖一年以上的

土猪为原料，在冬至时，用粗盐和花椒等

调料涂抹至表面进行腌制。腌制好后，挂

在木架上烟熏、风干。腊肉的防腐能力

强, 能延长保存时间, 并增添特有的风

味，素有“一家煮肉百家香”的赞语。

风干好的腊肉不需要复杂的烹饪

方式，只需要简单的洗净、切块、再放入

锅中炖煮，就可以食用。煮好的腊肉味

道醇香，肥不腻口，瘦不塞牙。

腊肉端上桌，冯芬琴家的年味儿就

算凑齐了。一家人在新居中围坐在一

起，一边吃一边唠家常。炸油果、煮腊肉

是冯芬琴记忆中家乡的年味儿，也承载

着她对未来生活的企盼。

过年，是举家团圆，是游子归乡，是

儿孙绕膝，更是骨子里的情怀……旧岁

已除，新春已来，春节除了吃团圆饭，喝

酒是辞旧迎新最好的方式，也是喜庆吉

祥的象征。在舟曲县，过年家家户户就

有喝青稞酒的习俗。韩国兴在舟曲县经

营着一家酒坊，去年年底跟随搬迁队

伍，韩国兴也将酒坊搬迁至新康村，他

家酿的酒，因为酒质清凉、品质上佳，早

在过年前，就被订购一空。

韩国兴的酒坊过年售卖的青稞酒，

需要在半年前酿造，主料是春青稞，采用

当地自然制曲、手工配置、老坛陈酿等一

系列流程繁琐的古老工艺精制而成。这

一系列的酿造工艺中，尤其注重酒曲的

品质，这是谷物酿酒的先决条件。

舟曲县素有“藏乡小江南”“不二扬

州”之美誉，所以搬迁过来的村民有很

多是藏族。新年，穿新衣，预示着新年新

气象。过了腊八就是年儿，一大早，村民

何芳玲就喊上姑姑和表妹来到她家，帮

忙穿戴藏族的民族服饰，一家人“盛装”

出席，是过年的传统项目。

穿戴整齐，何芳玲一家人开始贴春

联、贴窗花，将自家的新居装扮出浓浓

的年味儿。装扮完，一家人围成一个圈

儿，伴随着音乐，跳起锅庄舞，迎接新年

的到来。

在热闹的鞭炮声和一声声祝福中，

一场喜庆的婚礼在新康村举行。搬出大

山，远离地灾危险区，新康村村民韩伟

龙在宽敞整洁的新家里迎娶他最美丽

的新娘。当地结婚传统的习俗，是要招

待来的亲朋好友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羊

肉汤，“羊”通“祥”，寓意着吉祥如意，热

气腾腾的烟火气也象征着这对新人来

年在新康村的日子红红火火。

“移民至新区，奔向康庄路”，这是

“新康村”村名的由来，饱含着移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通过因地制宜发展

产业，拓展家门口的就业渠道，新康村

找对了路子，踏稳了奔向康庄路的步

子。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凝眸回望，幸

福在村民脸上荡漾，新的土地上充满了

诗和远方。

渊据甘肃广电总台 视听甘肃冤
详情请扫描二维码

说到年味儿，你最先想到的是什

么？是煎炒烹炸时的迷人声响，还是食

物散发的撩人浓香？是忙碌一年后的

难得清闲，还是对家的渴望和依赖？中

国人的年味，是归属，是团圆，也是各

家各户灶台里的烟火味道。跟随我们

新春走基层的记者来到定西市通渭

县，在那里，他们找到了传统年菜里的

传统年味，碗碟中装满着故乡的召唤

和家的温情。

对于中国人而言，春节是累积味

道、凝注亲情的仪式。而当传统的农村

婚礼与春节相逢，这场喜宴的仪式感

便也到达顶峰。“十三花”筵席，是通渭

民间招待宾客最为传统且档次最高的

筵席。大儿子的婚礼上，孙子庭决定用

“十三花”宴请父老乡亲。

这样繁杂且讲究极多的筵席，光

是食材的储备和加工，就绝非一朝一

夕能够完成。厨房里，十几个人经过三

五天的精心准备，终于一切妥当，静待

开席的关键时刻。辛苦的筹备过程，恰

恰是家人和来帮忙的邻里乡亲给予这

对新人最真挚的祝福。

钟建杰是马营镇有名的大厨，对于

这场喜宴，已经有十六年掌勺经验的他

成竹在胸。灶台这方天地，他是大家的主

心骨，大到十几个帮厨，小到一葱一蒜一

盆一碗，都归他统管，由他调度。

在我们的饮食传统里，无肉不成

席。特别是农村的宴席，荤菜越多，人

们越会觉得这个席面扎实排场。因此，

“十三花”还有一个直白的名字———

“鸡肘席”，顾名思义，肘子和清蒸鸡是

它的灵魂，其中，当属扣肘子的工序最

为繁琐。

婚礼在宾客们的祝福中开始。“十

三花”也按着规矩依次上桌。地道的

“十三花”讲究颇多，单是上菜流程，就

自成一派。过去，每上一道菜前都要吹

唢呐奏乐，如今，这项仪式已被渐渐淡

化。但上菜顺序却要严格遵守，菜肴必

须一汤一干穿插上桌，每道菜都有专

属的位置，这是礼数。

吃过水菜碟子，正席正式开始。

八道主菜后是四道座菜，再加醪糟

汤，粉汤，至此，“十三花”筵席菜品上齐。

传统“十三花”，烹调基本以蒸为

主，最大限度保留食材本身的鲜味和

营养成份，这样清淡适宜的风味是厨

师们追求的品质和代代相传的精髓。

历经传承演变，今天的“十三花”筵席，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入创新元素，

有了更为丰富的做法和吃法。但坚持

不变的，是就地取材。陇中地区四季分

明，自然生长的时令蔬菜，磨坊里自制

的胡麻油，养在山间的家禽家畜，地道

的农家面和手工粉，这些原始的食物从

千年前走来，以独有的香气挑动食客的

味蕾，成为抚慰人心经久不息的力量。

生活水平的变化，直观的反映在餐桌

上。这一桌桌丰盛的菜肴，便是通渭人

如今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与喜宴不同，家宴少了繁杂和讲

究，却多了温馨和记忆深处的味道。一

大早，巩胜春家，一场年节中必不可少

的家宴开始准备起来。古朴讲究的院落

由家人亲手雕刻打造，承载着一家人热

爱生活的满满心意。

年菜里，饺子从不缺席。在通渭，这

种包法的饺子也叫做麻食，形状像一个

个元宝，寓意来年招财进宝。中国人性

情含蓄，习惯以食物转达心意。家宴的

菜无需复杂，但都被赋予了美好寓意。

厨房的这些巧手们清楚地知道，什

么样的味道，最受家人欢迎。蒸腾的热

气里萦绕着熟悉的味道，从灶台飘进心

窝，从旧岁飘向新年。

口腹畅快的时刻，也能获得心灵的

满足。今晚，家人的心意摆满一桌，丰盛

的食材，再加几分用心，做成可口餐饭。

一饭一汤间，仿佛卸下一年的疲惫，化

解心中的块垒，与过去和解，获取力量，

再度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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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居过大年 最是难忘家乡味

烤肉飘香，年味洋溢。舌尖上的“非

遗”是美食更是传承。

嘉峪关市地处河西走廊中部，是古

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冲，也是明代万

里长城西端起点。因地势险要，建筑雄

伟，有天下第一雄关、“边陲锁钥”之称。

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嘉峪关的美食兼容

并蓄，包罗万象。甘肃省广电总台的记者

带我们去嘉峪关看一看舌尖上的“非遗”

美食。

华灯初上，霓虹闪烁。在嘉峪关一家

烤肉店的操作间里，工作人员切肉、串

肉、烤肉，有条不紊。色泽鲜红的羊肉，刷

上晶莹的羊油，撒上辣椒粉、孜然粉等各

种调味料，放在烤炉上不断翻动焙烤，不

一会色泽焦黄、滋滋冒油、香味浓烈的肉

串就烤好了。

市民高园和家人聊着天，吃着烤肉，

这一刻就很美好。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嘉峪关烤

肉让年味凝结在舌尖上，寄托着人们美

好祝愿的同时，也体现着对生活的热爱。

在嘉峪关文殊镇塔湾村一家农民专

业合作社里，大家正在热火朝天的制作

着烧壳子，揪面团、包馅、擀制成型。

一阵忙碌后，一个个烧壳子放进烤

箱内开始烘烤，30 分钟左右，一盘一盘

散发着浓郁面香、金色透亮的烧壳子就

出炉了，香甜酥脆的烧壳子也散发出浓

浓的年味。

烧壳子是嘉峪关市的传统美食，流行

于民间，发扬于民间。吃起来香酥可口，其

美味、耐存的优点深受当地人的青睐，尤

其是逢年过节烧壳子更是抢手、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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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非遗美食 品年俗文化

不负人间风味

炸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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