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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4袋，每袋 20元，您拿好。”一间小小的门

店，一副摆满麻花的架子，一位满脸笑容的店主，温

暖着冬日的街头。

1月 16日，记者在西峡县桑坪镇朝阳街上，随

便一打听，就找到了这家麻花店。“年前这些天，有

点儿忙，人们一买就是几十块钱的，我每天天不亮

就炸好半袋面的麻花，早上 7点多开门，到黑了 6点
左右才关门。”店主老杨 50多岁，白净、微胖，一开

口就笑。

麻花作为一种特色食品，深受大众喜爱，现炸

的鲜香软糯，晾一下酥脆咸香，久放不坏，可以直接

吃，也可用米酒荷包蛋泡着吃，都能满足味蕾的享

受。孩子们放学路上饿了，家长给买点儿，边走边

吃；过节时走亲访友，配一袋麻花伴手礼，也是深受

欢迎。

老杨大名杨宏刚，桑坪镇人。在艰苦的年代

里，父辈们靠着手艺，给别人做麻花、挂面养活家人，

到了老杨这一代，因为制作工艺复杂，已经没有多少

人愿意做麻花了。老杨在农忙时干短期工挣钱，闲

的时候就在家里和老婆一起做麻花卖。靠着勤劳

“天天有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儿子也争气，学的

医学专业，在县医院上班，一家人刚在县城买了新

房。“这几年，不出门了，我俩一起炸麻花，当天做当

天卖，卖不完自己吃。只要人们喜欢吃，我就继续

做，不为挣多少钱，算是一种念想吧！老一辈的手艺

不能丢了，做着麻花，心里踏实。”憨厚的老杨不懂高

深的道理，他一边说一边扭头看着老伴，老伴不说

话，只是看着老杨笑，一副幸福满足的样子。

麻花作为一种特色美食，有着几百年的制作历

史。在各种零食规模制作、充斥市场的今天，像老

杨这样的手艺人还在按照传统方法做麻花谋生，更

多的是坚守、传承。

春节临近，年味在空气中弥漫，来一袋口感酥

脆、麦香浓郁的麻花，闲暇时和家人围坐，共享这份

甜香，让温馨在唇齿间蔓延，为新年增添别样滋

味。③6

博物院里迎新春
本报记者 郝春城

1月 16日上午 9时刚过，南阳市博物院

便迎来了一批批的游客。

“与历史课本上文字、图片相比，博物院

里的文物实物，看着更直接，感受更震撼！”

市第五完全学校八年级的白子润，刚考试完

毕，便与六七个同学相约，一起来看“文明在

宛”展出。市民武女士也带着两个孩子在观

看。她说，南阳历史基本陈列展从古生物时

代一直到近现代，时空跨度大，展示内容丰

富，对刚接触历史课的孩子有很大帮助。一

个来自外地的大家庭正在秦汉时期展厅观

展，十几个人都戴着微型耳机认真聆听讲解

员的介绍……

“每天参观者最少 2000人次，节假日人

更多，周六、周日平均五六千人次，高峰时每

天超过 15000 人次。”市博物院陈列部工作

人员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市民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博物院等文

化场所受到大众青睐。市博物院通过升级

服务、更新理念、创新产品，给观众带来更新

更好的观展体验和惊喜，博物院变得亲和可

及，文物变得鲜活有趣，“逛博物院”成了新

潮流。

除了“文明在宛·南阳历史基本陈列”

外，市博物院还备有“致敬青铜·南阳青铜

文化展”“陶铸汉威·南阳汉代陶狗展”“古

玉撷英·南阳古代玉器精品展”“渠首遗珍·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阳考古成果”等四大

专题展，供市民参观。这些展览彰显了南

阳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社会经济文化繁荣的

历史。

“为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我们还特设

多样化临时展览项目。”工作人员热情介

绍。今年元旦，“翰墨迎新·书韵流传”书法

展在该院开幕，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书

法爱好者、书法教育工作者以及中小学生

的佳作，共计 580 余幅，其中不乏知名书法

家的珍贵墨宝，吸引了众多书法艺术追随

者前来共赏。与此同时，另一场别开生面

的展览——“寻谜·南阳夏庄墓地探索之

旅”亦对外开放，将引领观众踏上一段跨越

时空的文化探索之旅。

在市博物院文创产品展示馆内，记者看

到了大量的文创新产品。近年来，我市大力

实施“文化+”“旅游+”战略，持续推动文化

旅游与教育、体育、中医药等领域融合发展，

构建文旅发展新业态。市博物院成立文创

部，开发产品重点突出南阳地方文化特色，

以四圣、玉文化、汉文化、中医药文化等为主

题进行创意。文创雪糕、“四圣月饼”等文创

食品，备受游客青睐。特别是博山炉、独山

玉香插、“倒钩阔叶铜矛”首饰品、钱纹汉砖

砚台等 10 件“南阳礼物”文创产品，受到广

泛欢迎。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也

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眼下，距

离春节尚有一段时间，但市博物院已开始摩

拳擦掌迎新春。为了丰富广大人民群众节

日文化生活，该院结合自身优势，策划组织

丰富多彩的活动，精彩惠民。如“穿越历史，

触摸汉文化”研学活动，游客穿汉服可以免

费沉浸式体验“编钟演奏”“汉服之美”“欢乐

投壶”“舞动汉字”等。此外，市博物院还筹

划写春联赠万福、免费鉴宝、古代宴饮“神射

手”等一系列活动，市民们将在温暖舒适的

场馆里度过一个深度参与、快乐温馨的春

节。③6

1月 14日，2025
年春运正式拉开大

幕。在繁忙的春运

里，有无数忙碌的

身影，守护每一位

旅客回家的路。

“请站在安全

线内，看管好小孩”

“你乘坐的车次，在

二楼候车”……昨

天一大早，在南阳

火车站，客运值班

员张硕就开始忙碌

起 来 。 自 2014 年

参加工作以来，她

连 续 11 年 都 坚 守

在春运第一线。

“春运期间，客

流量激增，越是这

个时候，越是需要

我们沉着应对，耐

心帮助每一位求助的乘客。”张硕告诉记者。从候

车室到站台，从检票口到行包房，一进入工作岗位，

张硕就像上满了劲的发条，一刻也停不下来。

“阿姨，您乘坐的是高铁，发车地是南阳东站，不是

南阳火车站，您别急，根据发车时间，现在乘公交车或

者坐出租车都还来得及。我给您说说怎么乘车去。”在

检票口，一位老人急得手足无措，张硕看到后急忙帮助

老人查清车次，并详细告诉老人如何去南阳东站。

在工作中，张硕总会为乘客耐心及时地提供帮

助，为老人指引方向，为拖家带口的女士背行囊……

用张硕的话说，自己每天面对的是不同的旅客，以

及重复了上千遍的解答问询，但对于每一位旅客来

说，面对的只有客运值班员，每一次回答，对于旅客

都是第一次。

张硕告诉记者，为了让每一位乘客都能安全回

家，他们提前做了很多预案，并及时关注客流量、天

气情况，推出了很多的便民利民服务措施，努力让

旅客快乐出游，平安返乡。

11 年的春运，她没有一次缺席，对于张硕来

说，每一年的春运，她都会像第一次参加春运那样，

浑身充满了干劲。看着步履匆匆的旅客，帮助他们

完成回家的旅程，温暖他们的旅途，张硕和同事们

用心用情，一直奋斗在第一线，让我们向这些可爱

的“铁路人”致敬。③6

南阳火车站客运值班员张硕连续11年坚守春运第一线——

每一次春运，都是她全新的开始
本报记者 李金玺 周梦 文/图

贴心服务

小镇街巷中寻年味——

老杨和他的现炸麻花
本报记者 李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