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欣

本报讯 3 月 7 日， 笔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 为
期一个月的第一届周口伏羲文化旅游节将于 3 月 11
日开幕。 届时， 主办方会在淮阳伏羲文化广场举行
文化之美———2024·中国 （淮阳）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活动和第二届河南周口伏羲书展开幕式。
据悉， 第二届伏羲书展主展区将设在伏羲文化

广场， 分为综合区、 青少区、 特色区， 分展区设在
太昊陵景区内。 全市部分大型书店也将在店内醒目
位置悬挂或张贴伏羲书展宣传海报。 ②18

第一届周口伏羲文化旅游节 3月 11 日开幕

□记者 徐启峰

3 月 3 日， 卢光开始在酒店面点房里制作寿糕。
寿糕有 3 层， 用面粉 15 斤、 果蔬汁 2 斤， 是一位李
姓市民为父亲祝寿定制的。

做这个面粉寿糕， 卢光用了 3 天时间。 第一天，
他捏出寿糕主体， 上笼蒸熟、 保鲜； 第二天， 用果
蔬汁调色， 捏出寿桃、 鲤鱼、 人参、 花朵等配件，
蒸熟、 保鲜； 第三天， 用牙签串起主体与配件， 淋
上水， 再上笼蒸半个小时， 使之黏合成一体， 寿糕
方告完工。

3 月 5 日晚， 热气腾腾的寿糕端上桌， 客户惊
叹连连： “太漂亮了， 舍不得吃！” 最终他们还是掰
开品尝， 寿糕口感筋道， 麦香浓郁， 并有一丝清甜。

卢光是鲁豫华宴酒店的董事长， 也是酒店的高
级面点师。 他是山东济宁人， 曾在武警周口支队服
役 8 年， 2017 年转业， 在周口开了一家公司。

为什么留在周口创业？ “周口民风淳朴， 水、
陆交通便利， 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卢光很看好周口
的发展前景， 认为在这里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凭着
勇毅与诚信， 他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后来， 他与
一位音乐老师喜结连理， 周口成了他永久的家。

在周口工作、 生活的山东人不少， 他们常常感
叹吃不到地道的家乡菜。 “九转大肠” “大葱烧海
参” “爆炒腰花”， 他们一提起来就要流口水。 家乡
的味道， 永远是游子最深的乡愁！

既然周口没有鲁菜馆， 何不开一家呢？ 卢光起
了意， 很快就有了行动， 在文昌大道上租了一间店
面。 2023 年 5 月 1 日， 周口第一家鲁菜馆———鲁豫

华宴正式开业。 卢光自告奋勇， 到面点房帮厨， 想
搞点与众不同的东西。 小时候， 妈妈给他蒸的 “花
饽饽” 色彩鲜艳、 造型活泼， 让他终生难忘。

“花饽饽” 是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蜚声
中外。 卢光前往山东莱阳， 拜刘家 “花饽饽” 第三
代传人于晓红为师， 两个多月学会了全部制作工艺。

2023 年 11 月 ， 卢光在鲁豫华宴蒸出第一笼
“花饽饽”， 有福字寿桃、 醒狮、 小老虎等多个品种，
一推出便广受好评， 每天供不应求。

馒头本是寻常物， 为什么会热销， 因为制作太
耗时间。 所有的 “花饽饽” 都不用模具， 全靠卢光
一个人捏塑 。 最简单的福字寿桃 ， 他一天只能做
100 个， 造型复杂些的 “醒狮” “聚宝盆”， 一天只
能做 50 个， 至于 “层峦叠嶂” 的大型寿糕， 只接受
预订， 3 天才能做 1 个。

“花饽饽”五颜六色，却不含一星半点“科技与狠
活”。 “花饽饽”的绿色用的是菠菜汁，黄色是南瓜汁，
红色是甜菜汁，粉色是仙人掌花粉，灰蓝色是蝶豆花
粉，褐色则是甜菜汁与菠菜汁的融合。 卢光在厨房里
不断试验，用各种果蔬汁调配出各种颜色。

在卢光看来， “花饽饽” 不仅是食物， 更是艺
术品， 他总能根据客户的要求， 创作出生动有趣、
充满寓意的作品。 今年是龙年， 他设计出了 “金龙
报春” “发财龙” 两款新品。 “发财龙” 表面看起
来富贵喜气， 内里更有乾坤， 肚子里藏着 8 颗 “金
元宝”。 这款 “发财龙”， 今年春节卖爆了。 “只要
客户有要求， 我就不停地构思， 然后在面板上一点
一点试验。” 卢光现在制作 “花饽饽” 驾轻就熟， 随
意挥洒， 颇有 “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 的大师风范。
对了， 他已经是山东刘派 “花饽饽” 第四代传人了。

面粉发酵工序也有讲究， 掺入周口本地产的浮
子酒， 相对于市面上常见的干酵粉， 这样发出来的
面筋道， 让 “花饽饽” 中看更中吃。

食物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让 “花饽饽” 甫一上
桌， 便引来一片赞叹声。 啖之， 麦香充盈口腔， 带
着岁月积淀的回甘。 “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 ‘妈妈
的味道’。” 卢光说， 它成了鲁豫华宴最出名的 “网
红菜”。

“民国时期 ， 周口花馍十分流行 ， 它其实与
‘花饽饽’ 系出同源。” 卢光说， “鲁豫一家亲， 自
古有传统， 孔子曾问道于老子， 传为佳话。 我开鲁
豫华宴酒店， 也是想推动家乡与周口有更多的文化
交流。 ‘花饽饽’ 这个手艺， 我希望在周口能一代
一代传下去。”

服役 、 创业 、 成家 ， 他已经在周口度过了 15
年。 一块 “花饽饽”， 有他对故乡的眷恋， 也满含他
对新征程、 新生活的期盼！ ②18

一块“花饽饽”，鲁豫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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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基浮动码头现沙颍河岸

������3 月 7 日上午，在中心城区八一大道桥东侧的沙颍河南岸，施工人员正在建设岸基浮动码头。 该码头建在一艘
趸船上，可以随河水涨落升降，供沙颍河应急搜救指挥艇使用。

记者 梁照曾 摄

□记者 刘华志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女职工的专业技能， 展现
新时代女性的职业风采，3 月 5 日，在第 114 个“三八”
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周口市委党校组织开展“巾帼
竞技展风采 凝心聚力新时代”教学技能大比武。

大比武坚持党校育人初心， 致力于开发新专题、
创新教学模式、互评教学案例等，展示女职工在授课
方式方法创新上的成就。 王伟的案例《千万工程的周
口实践》， 通过创新教学模式， 推广周口本地实践经
验；赵云云的案例《周口百年一路走来》，立足周口百

年党史，彰显新时代的周口精神。
“这次大比武，不仅是教学成果的展示，更是一次

教学经验的交流和分享，大家在比武中提升了教学能
力和水平。 ”女职工孟赛男说。

此次大比武，激发了党校女职工“比学赶超”的热
情，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紧紧围绕政
治型机关、学习型机关、务实型机关、服务型机关、清
廉型机关“五型”机关创建和能力作风建设、人才队伍
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三大”建设，立足本职岗位，强化
能力提升，在奋力谱写现代化建设周口实践中贡献巾
帼力量。 ②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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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党校开展教学技能大比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