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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进“淄”赶“烤”的盛夏，后有“尔
滨”冰雪的燃冬，春暖花开之际，甘肃天
水凭一碗麻辣烫火了，席卷各大网络社
交平台热榜。

麻辣烫火了！为啥是天水？
一碗飘香的麻辣烫，是当地人唾手

可得的快乐，也“烫”走游客“偏僻”“匮
乏”的固有印象，升腾出物产丰饶、资源
丰富的崭新容颜。

这是怎样的一个神奇之地？
“反差”，是大多数外地游客抵达的

新印象。
地处秦岭西端、渭水中游，天水是黄

土高原的一抹绿，是莽莽山间的“陇上小
江南”，既留存着西北的粗犷，也不失南
方的温润，体现了甘肃的千面多变。

如果说美食是解锁城市文化地图的
一把钥匙，秀美山川、人文历史则是奔赴
的“诗与远方”。来自辽宁沈阳的游客鞠
月萱说：“吃不是唯一的旅游动力，更想
看看西北不一样的风景。”

走在天水的大街小巷，浓郁的历史
气息和淳朴的风土人情扑面而来。

天水底蕴深厚。这是诞生于天水的名
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丝绸之路重镇、中华民族的重要发

祥地之一，丰富的文化遗产、优美的自然
风光。麻辣烫的热辣鲜香从舌尖荡开：
打卡麦积山石窟、探游伏羲庙、观赏千年

古柏……每一个转角，都藏着惊喜。
“一碗麻辣烫 20多块钱，收礼物收

了十几份！”来自陕西咸阳的游客师怡兰

说，她的手边摆满了热心市民送的保温杯、
纸巾、饮料、麻花等。

举办“麻辣烫”吃货节、推出景区优惠政策；
随处可见的志愿者有求必应；开设麻辣烫公交
车专线，免费接送游客；本地人手绘的“逛吃”攻
略里，涌动着热情好客；麻辣烫店主拿出“看家
本领”，收学徒授手艺……

从“100元能吃到多少天水美食”，到“这
个春天在天水来一场最酷赏花”，当地麻辣烫
摊位客流往来、景区人流摩肩接踵。有网友
热评称：天水一定要接住这“泼天富贵”。

全国游客对天水麻辣烫的青睐第一时
间引起当地党委、政府重视，3月 16日，专
门召开天水麻辣烫服务保障工作推进会，
全力做好“大客流”应对准备，努力实现“一
碗麻辣烫推动天水大发展”。

始于“寻味”，兴于“游玩”，成于“文
化”。这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古城，有的是劲
道的口味、对味的邀约、上头的爱。

清明节、五一等小长假即将到来。网
友说：“夏有烧烤三件套，冬有冰雪大世界，
春有麻辣烫手捧花。”下一站，又是哪里？

锦绣中国东西交错、南北互动，文旅消
费涌动澎湃。以文旅+百业，百业+文旅，铆
足了劲儿发展，把“一时现象”变“一地品
牌”，因地制宜，文化加持，这或是文旅热持
续火的根本。

一碗天水“麻辣烫”盛出沸腾文化IP

● 在天水市秦州区的天水名优小吃城一麻辣烫店，商家为游客加工麻辣烫。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3月 16日，2024第十四届中国泡菜
食品国际博览会在四川省眉山市开
幕。眉山将萝卜、青菜制作成泡菜，一
年竟卖出 220亿元。“小菜一碟”是如何
做成“大产业”的呢？记者进行了探访。

走进本届泡菜博览会展馆，各家企

业正在展示咸香、麻辣、酸辣等口味的泡
菜产品。还有企业将一人多高的巨大泡
菜坛子搬进展馆，展示泡菜制作技艺。
观展的市民人来人往，来自国内外的参
展商、投资商、采购商不时坐下洽谈。

四川眉山古称眉州，是北宋大文豪

苏东坡的故乡。泡菜制作在当地民间已
有1500多年历史，几乎家家做、人人吃。

“据史料记载，苏东坡当年不仅喜食
泡菜，还亲手制作泡菜。”中国食品工业
协会秘书长助理兼企业发展部主任沈志
勇介绍，为纪念苏东坡，眉山老百姓习惯
将腌制的泡菜统称为“东坡泡菜”，如今，
眉山“东坡泡菜”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东坡泡菜制作技艺”成为四川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文化内涵为当地泡
菜产业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

眉山市深挖传统文化的价值潜力，
多年来通过历届泡菜博览会持续向世界
推介“东坡泡菜”名片，让“东坡泡菜”以
整体形象参与市场竞争。

“食品农产品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
也是我国重要的出口产品。而泡菜作为
蔬菜的深加工产品，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内涵，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喜爱。”中
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德荣说。

眉山市委书记胡元坤说，“东坡泡
菜”一头连着田间地头，一头连着大众餐
桌，是促农增收的富民产业，去年，眉山
泡菜销售收入超 220亿元，市场份额占
四川省二分之一，带动 20多万农户致富
增收，“东坡泡菜”也再次荣登中国区域
品牌百强榜。

看似“土味”十足的泡菜，还蕴含着不
少现代科技。眉山市成立“民办公助”的
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术研究院，构建
以研究院为龙头、企业为主体的科研创新
体系。

吉香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
艳丽说，公司建有四川省泡菜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研发平台，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

四川东坡中国泡菜产业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张伟介绍，研究院从全国各地的泡菜、
腌菜企业收集了1.1万株不同菌种，筛选出
部分优势菌种供泡菜企业选用。例如，泡
菜在运输、贮藏、销售过程中，会继续缓慢
发酵，导致酸味过重，研究院研发的“浅发
酵”技术，通过调控核心菌种，有效控制了
后期酸化问题。

现代科技还体现在生产线上。在四川
李记乐宝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线上，除了削
皮、择菜两道工序需要人工操作外，其余的
浸泡、清洗、拌料、包装等诸多工序，均由智
能化设备、机械臂等自动完成。

“正是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
实现自动化、标准化生产，才有了泡菜产业
的大发展。”四川李记乐宝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李国斌说，对于消费市场前景，企业信
心十足。

当“东坡泡菜”遇上现代科技
——四川眉山“小菜一碟”缘何卖出220亿元

新华社记者 陈健

● 泡菜博览会融入“东坡美食文化”。

随着气温回升，春暖花开，越来
越多的人走出家门踏青赏春。然
而，对于花粉过敏人群来说，出门却
可能意味着“一把鼻涕一把泪”。哪
些植物易导致过敏？春季过敏有哪
些典型症状？如何预防花粉过敏？
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花粉过敏“元凶”并非绚烂花朵

提到花粉过敏的“元凶”，我们的
第一反应往往是桃花、杏花等绚烂的
观赏花。但其实，春季过敏的“元凶”
更多是一些“不起眼的花”产生的花
粉。

北京协和医院变态反应科主治
医师徐迎阳介绍，致敏花粉以“风”
为介质，具有产量大、重量轻的特
点，主要来自柏科、松科、杨柳科、桑
科、木犀科（如白蜡）、桦木科、悬铃
木科等。而令人赏心悦目的桃、杏、
李、梅、樱、玉兰、海棠等，基本不会
引起花粉过敏反应，因为它们是“虫
媒花”。

“常见春季致敏花粉的时间不
同，通常 3月份以柏树为主，到了 4
至 5月份，主角则变成了桦树、梧
桐、杨柳树等。”徐迎阳说，受多种因
素影响，每年的“花粉日历”可能稍
有差别。

如何分辨花粉过敏

春季花粉过敏有哪些典型症
状？徐迎阳介绍，相比其他类型的
过敏原，春季花粉过敏的眼部症状
更为突出。眼睛常出现痒、结膜水
肿、红肿、流泪等症状，严重者甚至
双侧眼睑也会红肿，分泌物增多，早
上起来睁不开眼。还有一部分过敏
人群的嗓子会出现异物感，严重者
还会出现剧烈咳嗽、胸闷，憋气、喘
等类似哮喘的表现。除此之外，还
可能合并五官痒，比如耳朵痒、上颚
痒等。

因症状相似，花粉过敏易与感冒混淆。徐迎阳
介绍，与感冒不同，花粉过敏一般不伴有发烧及乏
力、头疼、嗓子疼、肌肉疼等全身性的非特异性症
状。此外，相比感冒，过敏的病程更长，可持续一个
月或更久。

一些人认为，过敏是免疫力差导致的，北京协和
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关凯表示，这种说法并不
准确。“过敏是源于免疫紊乱，并不等于‘缺乏免疫
力’，更不是‘免疫力低下’，简单地提高免疫力不但
有可能帮不上忙，还有可能进一步加重过敏反应。”
关凯说。

花粉过敏如何防治

面对“无处不在”的花粉，许多“过敏人”只能减
少户外活动以远离过敏原。在户外踏青的好时节，
如何帮助“过敏人”更好地享受春光？

徐迎阳表示，相对来说，市区除了个别郁郁葱葱
的公园外，花粉浓度会比郊区低一些。外出时，建议

“全副武装”，佩戴口罩、防护镜等。也可在出门前使
用花粉阻隔剂，涂在鼻腔表面，起到物理隔绝的作用。

“对于明确有过敏史的人，建议在过敏季到来前
1至 2周口服抗组胺类药物等。若是提前了解到要
去的地方花粉浓度较高，可提前服用抗过敏药，或在
医生指导下加量。”徐迎阳说。

关凯特别提示，过敏治疗不要擅自停药。“帮助
患者找到致病过敏原后，医生根据所监测的花粉播
散时间段，指导患者提前两周开始规律使用抗过敏
药物，其间根据花粉浓度灵活指导用药，并确认花粉
播散结束两周后再停药，能帮助绝大部分患者顺利
应对过敏季节，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关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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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台北3月27日电（记者 齐菲 赵博）
《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与昆曲复
兴》新书出版发表会 27日在台北举行。本书由台
湾作家白先勇任总策划，收录青春版《牡丹亭》主
创团队及学者专家等近 80位作者作品，是青春版
《牡丹亭》二十年全记录。

“我与昆曲结了一辈子的缘……第一次接触
昆曲就好像冥冥中有一条情索把我跟昆曲绑在一
起，分不开来了。”白先勇如此回忆他与昆曲的缘
起。2000年，白先勇在美国家中突发心脏病，命
悬一线。他在书中自述，生死攸关的时刻，一心悬
念的竟还是昆曲。因不忍见昆曲式微，2003年白
先勇同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合作，担任总制作人，集
结两岸文化及戏曲界精英联手创作青春版《牡丹
亭》，并于 2004年在台北首演，自此牡丹盛放已二
十载。

据了解，《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牡丹
亭〉与昆曲复兴》共 6辑，除白先勇的个人讲述外，
还有主创团队回顾二十年的征程，导演、艺术指导
解析青春版《牡丹亭》的舞台美学建构，演员分享
拜师学艺之路等内容。书末附有多篇学术论文及
文献，并有逾 200帧全彩剧照及幕后工作照。

在发表会现场，白先勇及多位主创分享了青
春版《牡丹亭》台前幕后的历史照片和珍贵故事，
精彩动情处引发读者阵阵笑声与掌声。

“昆曲是以最美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最深刻的
感情。”白先勇说，希望通过青春版《牡丹亭》让年
轻人认识到我们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美学成就，引
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牡丹花开二十年——青春版〈牡丹亭〉与昆
曲复兴》日前由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社方面表示，该书中文简体版正在筹备中。

白 先 勇 台 北 推 新 书
记录“牡丹花开二十年”

新华社澳门3月27日电（记者 李
寒芳 刘刚）记者 27日从组委会获悉，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将
于4月5日至14日在澳门举行，并于6月
27日至30日在香港首次设立分会场。

据介绍，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中
国戏剧联展，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

化节已成功举办三届，初步成长为在大
湾区有影响力的演艺品牌和艺术平台。

文化节由开幕戏剧晚会、戏剧展演、
戏剧进校园活动三部分构成。开幕式戏
剧晚会名家荟萃，戏剧展演部分将汇聚
5个剧种的6部经典剧目，戏剧进校园活
动则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培育青年土壤，

助推戏剧文化创新发展。
组委会表示，除延续经典的中国传统

戏曲类剧目之外，本届戏剧节还首次邀请
话剧和音乐剧剧目参演。北京人艺小剧场
话剧《哈姆雷特》、无锡市锡剧院锡剧《珍珠
塔》、上海徐俊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音乐剧
《赵氏孤儿》、广东粤剧院粤剧《白蛇传·情》

等戏剧精品将于 4月齐聚澳门，扬州市扬
剧研究所扬剧《郑板桥》以及折子戏专场将
于6月亮相香港分会场。

文化节由中国文联指导，中国戏剧家
协会、粤港澳大湾区中华戏曲协会、香港大
公文汇传媒集团主办，澳门中华戏剧家协
会联合主办。

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将于4月在澳门举行

3月28日，在山西省岚县岚城镇，人
们欣赏面塑作品。

位于吕梁山区的山西省岚县岚城镇，
每年农历二月十九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
面塑文化艺术节，来自十里八乡的人们将
精心制作的面塑摆上街头，形成一条“面
塑长河”。这些面塑作品精美绝伦、造型
各异，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2014年，岚县面塑被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新华社记者 詹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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