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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聚焦

浆面条申遗，您怎么看？
专家：把浆面条和洛阳其他面食捆绑申遗更有竞争力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办公室主任李晓霞
另有思路：“把浆面条和糊
涂面、卤面等洛阳本土的面
食捆绑在一起，申报省级和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
有竞争力。”

王天喜已在考虑这个建
议，他说老洛阳面馆已开发
甜面片、茶糊涂、蒸肉等二十
多种本地面食，把浆面条和

“世界上最早的快餐”卤面
“打包”申遗最可行，一是这
两种面手艺相对复杂一些，
二是两种面一干一湿，相得
益彰。

洛阳草根学者李健虎
认为，洛阳人爱吃油旋儿以
及用红白萝卜丝炸出来的

“咸食”，爱喝果子油茶、花生
油茶等；每逢端午，过去家家
户户都炸菜角、糖糕。如果
能把浆面条和这些地方特色
浓郁的面食“打包”，以“洛阳
面食”的名义申遗，没准儿是
一条路。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组
组长张飞跃指出，我市浆面条制
作规模较小，分布零散，更没形
成公认的权威品牌和标准。现
在，即便是老洛阳面馆站出来担
当申遗大任，该店依旧算不上

“具有百年传承的老店”，连王天
喜也承认这一“硬伤”。

“哪几家浆面条做得好？
谁家的浆更好吃？”洛阳晚报记
者就此在我市街头随机采访，
被采访者说法不一——有人说
民主街的浆面条好吃，有人说
青年宫的浆面条好吃，还有人
说东关的浆面条好吃。

“这就是硬伤。”张飞跃说，
武汉热干面在洛阳有很多人吃，
洛阳浆面条在武汉则没有多少
吃家，而且浆面条只在本地有市
场，在全省其实并没有普及，在
全国更谈不上影响。另外，浆面
条的起源纯属文人加工的民间
传说，谈不上太深的历史渊源，
这些都是浆面条继续申报省级
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劣
势。“评审专家很挑剔，视频材
料、文字材料、辅助材料都看得很
细，申报材料因此要拿出很多有
说服力的东西，如媒体报道、图
片、实物等，必须有证据才行。”

“我们正在申遗。”老
洛阳面馆作为我市一家申
报主体，正积极行走在为
浆面条申报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道路上。其工会
主席史有君说，去年10月，
他们已向涧西区递交了申
遗材料并顺利通过。随
后，他们又向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中心递交了申
报材料，该中心表示很快
就要组织专家论证，并报
经市政府批准。

在洛阳特别是老城
区，浆面条“遍地开花”，几
乎随处可见卖浆面条的饭
店和绿豆酸浆的作坊。3
日一大早，在老城区井胡
同王家浆坊，洛阳晚报记
者得知有人提着大油桶瓶
从西关过来打浆。

作为我市经营面食的

一家实力雄厚的饭店，老洛
阳面馆对本次申遗充满信
心。董事长王天喜告诉洛
阳晚报记者，他们在涧西
区、西工区、老城区、洛龙
区、瀍河回族区开了16家
店，其中浆面条很受欢迎。
他们有自己的浆坊，用专门
的绿豆做浆，每月仅卖浆就
卖出去500多公斤，而且这
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王天喜说，全省很多
地方都有浆面条，郑州人
把浆面条叫粉浆面。老洛
阳面馆在郑州开店3家，南
阳1家，三门峡5家，焦作、
济源、平顶山也有，且生意
挺好，这说明浆面条在全
省很有市场。

至于进一步申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王天
喜则坦承“有难度”。

□记者 丁立

近日，武汉热干面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消息传出，河南网友纷纷发帖，为烩面、浆面条、
糊涂面等“河南八碗面”较真儿。那么，洛阳浆面条
的申遗之路还有多远？

老洛阳面馆已在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浆面条“有硬伤”

专家建议：
把浆面条和洛阳其他
面食捆绑申遗更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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