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单县，“黄岗馓子”的招牌

随处可见，味道不尽相同，而正宗

技艺传承人之一的赵安先和他的

“锅灶”，却深藏在黄岗镇四街村

的一条小巷子里。

民俗专家姜波认为，在我国

北方，馓子因清明寒食而来，几乎

是家喻户晓的食物。苏东坡诗

云：“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轻蘸

嫩黄深。夜来春睡浓于酒，压褊

佳人缠臂金。”即是对馓子难得的

称赞。

据记载，春秋战国之后，山东、

河南等地区有寒食禁火时而食用

的“寒具”，即为环饼，也就是现在

所说的馓子。单县则保留了最古

老、最传统的馓子制作工艺，而传

承这一悠久的制作手段，还要算是

黄岗“赵家”馓子，其制作技艺入选

单县非遗目录。赵安先是馓子制

作技艺传承的代表人物，其馓子具

有酥脆、无渣、浓香的特点，几乎是

单县人从小吃到大的家乡味道。

这些年，要想吃到赵安先亲

手制作的馓子，须提前预约，还须

在中午 12点前到其家购买。这是

因为老赵将开始制作馓子的时间

严格规定在每天凌晨一点整。此

时，老赵一家人都从睡梦中醒来，

按照各自分工，开始拉条、缠条、

炸制、晾透等。“每一道工序都要

赶在时间点上，因为头天下午饧

好的面不等人。”赵安先说，要想

做出最地道的馓子，饧面至关重

要，饧不透就拉不出细长劲道的

条子，而饧久了，又会失去韧性，

一碰即断。别看面盆中只有十几

斤的饧面，可炸制的过程要持续

七八个小时。

赵安先家的馓子味道好，众

口皆知，而对老赵及其一家人来

说，馓子的个中滋味，只有他们知

道。老赵说，他从记事起，就见自

己的爷爷制作馓子，7岁时便跟着

做馓子，至今已有 50个年头。老

赵说，他每天仅能做 30斤馓子，再

多就不能保证本来味道了，因为

一旦超出了人所能承受的精力，

势必会影响馓子的口感。

十几年前，赵安先曾为了养

家 糊 口 ，到 青 岛 开 了 一 家 小 超

市。眼瞅着家传的手艺无人为

继，老父亲忧心忡忡，但又心疼儿

子，便夜里做馓子，白天干泥瓦

匠，因体力不支从施工架上失足

落地，造成头颅骨折，险些丧命。

赵安先回到家向父亲承诺：以后

不 管 贫 与 富 ，家 传 手 艺 绝 不 会

丢！“父亲对爷爷的承诺不仅是家

传手艺，还是一种家风孝道，我也

要把这门手艺和良好家风传承下

去。”老赵的大儿子赵延森说。

赵延森接手之初，每到困睡

尤酣的凌晨起床，坐在油锅边，

他时不时会打盹。父亲赵安先

就会用热油筷子猛击儿子的手

腕，烙下的伤痕至今清晰可见，

而老赵双手上的疤痕和老茧则

是儿子所不可及的。“没有艰苦

历 练 ，是 做 不 出 纯 正 的 馓 子 来

的。”赵安先说。

2017年 8月 18日，央视《魅力

中国城》栏目录制现场，菏泽市与

石河子市“魅力对决”，作为“魅力

项目”展示，赵安先和儿子赵延森

即时制作了名吃馓子，为菏泽赢

得了满堂喝彩。

如今，赵家馓子已被外出务工

者带到了全国各地，甚至带出国

门，受到了俄罗斯人的啧啧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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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单县

本报讯（通 讯 员 刘厚珉 刘瑞涛

朱 静）4月 13日，单县杨楼镇第二届牡丹文

化旅游节在美丽乡村土疙瘩村拉开帷幕。

土疙瘩村位于黄河故道，种植大面积油用

牡丹，每年牡丹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到此赏花。

据悉，近年来，杨楼镇突出生态特色、延伸

产业链条、做响农业品牌、加强技术创新、激发

产业活力，蹚出一条“一村一品”差异化高效发

展之路，提高了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土疙瘩

村聚焦油用牡丹领域，积极培育发展绿色、有机

特色农业，将牡丹种植观赏、榨油商销全链条

化，并以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加快发展

休闲旅游、文化体验、农村电商等新业态，推动

牡丹产业迈向价值链的中高端，带动村民脱贫

致富的同时也壮大了集体经济。

开幕式上，文艺工作者和文化志愿者表演

了《绽放吧，牡丹》《“牡丹诗词”快闪》《乡村振兴

靠大家》《谁都夸咱的支部好》等精彩节目。

牡丹文化旅游节已成为杨楼镇文化旅

游、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本届文化旅游节将

从 4月 13日持续至 27日，活动期间游客共赏

牡丹的同时，体验杨楼镇民俗风情、特色小吃、

本土工艺、儿童游乐等项目。

“听得开心，吃得高兴，我

们赶上了好社会，我们健康长

寿 。”76 岁 的 张 翠 玲 老 人 激 动

地 说 。 近 日 ，在 单 县“ 文 化 进

万 家 ”活 动 中 ，高 老 家 乡 樊 辛

庄 村 孝 善 敬 老 饺 子 宴 同 时 进

行。据悉，老人乐享的饺子宴

是 村 里 党 员 干 部 和 社 会 志 愿

者 捐 赠 的 ，每 月 一 次 ，文 艺 演

出、饺子宴席，让百余位老人乐

享 其 中 。 通 讯 员 刘厚珉

郭 峰 摄

品文化大餐 吃孝善饺子

参与演出的文化志愿者在牡丹丛中合影留念参与演出的文化志愿者在牡丹丛中合影留念

结束劳作结束劳作，，尽享天伦之乐尽享天伦之乐

每一把金黄的馓子都蕴含着一家人的辛苦与向往每一把金黄的馓子都蕴含着一家人的辛苦与向往

纤手搓来玉数寻 碧油轻蘸嫩黄深
——单县非遗馓子制作技艺的“家传情怀”
□通讯员 刘厚珉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珉）

日前，单县人民政府召开 2021
年度第一期新闻发布会，通报

2021 年 17 项民生实事背景意

义、推进计划及当前进展等情

况。

发布会介绍了 17项民生实

事实施背景及总体情况，宣读了

《单县政府系统新闻发言人制

度》。

单县县委、县政府深入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

聚焦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盼，

在广泛征求意见、深入调查论证

的基础上，科学合理遴选确定了

2021 年 17 件民生实事，17 件民

生实事都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

热点、难点、焦点和堵点问题，涵

盖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医疗、教

育、养老、农业农村、文化娱乐等

多个方面。

单县人民政府对这些民生

实事高度重视，列入政府重要工

作日程，建立了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分头抓、责任单位

具体抓的工作机制。坚持对各

项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进行定期

跟踪检查，采取电话督查、现场

督查、电视采访、下发督办单等

多种形式，查质量、查效果，督促

各项实事有序推进，向全县人民

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随后，各牵头单位负责人逐

一介绍了相关工作具体情况、工

作进展及下步推进计划，纷纷表

示，将坚持把实事办理作为头等

大事，进一步细化，倒排工期，明

确时限，做到目标具体、责任到

人，确保民生实事项目顺利开展。

17项民生实事绘就美好生活画卷

本报讯（通讯员 刘厚珉）

近日，“山东菏泽单县——名校

人才直通车”校园招聘活动在陕

西师范大学成功举办。

活动现场，单县县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尚彦龙从区位优势、历

史文化、生态环境、教育发展、人才

政策等多方面介绍了单县的有关

情况，并热情邀请陕西师范大学

各类人才到单县创新创业，共谋

发展。

县人才办、县人社局、县教体

局及各招聘单位工作人员积极向

在场同学介绍单县招才引智政策

及相关情况，发放了《菏泽市人才

新政30条》《单县人才新政20条》、

各单位招聘简章等宣传彩页 300
余份。

单县共有 23 家机关事业单

位参加，涉及 74个优质岗位。因

前期准备充分、组织得力、宣传

到位，招聘现场学生踊跃报名、

氛围热烈，现场咨询 150余人，初

步达成就业意向 47人。

名校人才直通车的成功举

办，进一步宣传了单县、展示了单

县，让更多的优秀人才了解单县、

选择单县，为单县实现“重点突

破、赶超跨越”工作目标提供了强

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证。

聚力人才引进 助推地方发展

黄河故道开出富贵花
单县杨楼镇第二届牡丹文化旅游节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