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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日报·抖音号

大同又有新称号了

云中七月风光美，又是黄花盛开
时。2023 黄花产业发展大会暨第
六届山西大同黄花丰收活动月今
日启幕

大同日报融媒·微信号

大雨中，他们守护着大同

@大同人，新规定！事关门诊费用

大同又有新玩法！音乐+美食+美
景，嗨翻这个夏天

大同日报·头条号

“拖挂车”？大同街头出现一辆奇葩
电瓶车

游客满意度 UP！UP！！优质服务尽
显大同热情与魅力

农村公路新改建→7351.612公里

大同黄花产销对接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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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大暑与农历六月初六重合，
大 同 有 句 俗 语 ：六 月 六 ，西 葫 芦 熬 羊
肉。大同的羊肉闻名全国，肉质鲜嫩，
肥瘦相间，没有腥膻味。每年到了“六
月六”，老大同许多人家要做西葫芦熬
羊肉。大暑时节吃羊肉不仅是为了补
充体力，也是为了犒劳辛勤劳作的家
人。在大同，羊肉有多种吃法，它是大
同美食谱系中重要的版块之一。

大暑遇见六月六大暑遇见六月六，，大同人要大同人要
吃西葫芦熬羊肉吃西葫芦熬羊肉

这个这个““老六老六”，”，你猜你猜 TATA
啥时候来大同啥时候来大同

作为冬候鸟，棕眉山岩鹨（liù）更
加耐寒，延续了“北方繁殖，南方过冬”
的候鸟传统。它每年 10 月初开始迁来
中国，10 月下旬到 11 月末陆续到达中
国越冬地，翌年 3 月到 4 月开始迁往西
伯利亚繁殖地。主要栖息于低山丘陵
和山脚平原地带的林缘、河谷、灌丛、小
块丛林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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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壁东几百米处，路南原城区第
九小学（东门大巷里面）有条街叫东史
宅。李雪琴是 1991年 5月结婚的，户口
由大同古城东北隅的鹌鹑巷迁到了东
南隅的东史宅 37 号。老宅是她老公的
爷爷奶奶通过自己奋斗换来的，那里也
见证了她公婆的生活历程，更是她老公
兄弟姐妹 6 个成长的地方，她儿子也出
生在老宅，后来上初中，也常回老宅休
息。那里有他们抹不去的记忆。

东史宅东史宅3737号号，，有一家四代有一家四代
的难忘记忆的难忘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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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变变！大同这 6 座闲置核酸小屋
“再上岗”

古都面食的深情表达

共提水 1390 万立方米！册田灌区为
农作物送水“解渴”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颇具代表
性的美食，许多美食都成了城市
的招牌，一座城市的魅力与这座
城市的美食密不可分，也正是因
为这些独特的美食，在无声中彰
显着城市特有的味道，成为城市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关注
大同日报融媒微信公众号，了解
地 道 大 同 美 食 。 这 回 我 们 从

“‘面’见大同”说起……

本报记者 杜一博

微信扫一扫

刀削面的文化密码

“这个习惯大概有 20 年了。10 年前，
儿子在外地上学，每次放假回家，我从火车
站 接 上 他 ，无 论 多 晚 ，第 一 件 事 ，必 须 是

‘定’一碗刀削面，臊子他要最肥的。他说
在火车上想这一口想了一路……现在，儿
子在外地工作成家，回来的次数少，但吃刀
削面的习惯没变。走的时候，常常不想让
他妈做饭，说带媳妇孩子外头吃碗面就行，
说这样省时省事儿……”网友“斗破苍穹”
娓娓而谈。他的这个经历，不知会牵出多
少漂泊游子的心声。

乡愁是一种情绪，但是具体化以后就
是对每一个深爱的人的想念，对熟悉的食
物的怀念，对一个地方的怀念。尽管现在

在很多城市的街头，我们经常会和“大同刀
削面”不期而遇，但总是没法让你体味到最
正宗的、最心心念念的那一种。离家远了，
这种“待遇”的确成了奢求。

一座城，一碗面，足以慰风尘。作为
对大同刀削面“严重依赖”的你我，是否对
这个“待遇”足够了解呢？当你从古都大同
的面馆端上一碗热腾腾的刀削面时，你可
知手里捧着的是 1600 多年的传承？“一叶
落锅一叶飘，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
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说的是武林秘
闻，还是厨艺功夫？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
大同县角口“八一”削面馆里的杨师傅和尹
厨子又是何许人也？在大同，刀削面就是
江湖，刀光火影间，一勺、一锅、手翻、腕颠，
五味调和，游刃有余……谁家面馆也不遑
多让。大同刀削面只说猪肉臊子（浇头）你
吃过多少种口味，就说明你见过多少削面
馆的掌勺老板。他或她们性格各异、形象
各异、气质各异、谈吐各异，但总有某种说
不出的特质会让你记忆深刻。服务则更不
用说，客人饭量大小，口味咸淡，臊子（浇
头）是喜欢肥多一些，还是瘦多一些，只要
去过两三回，就会了然于胸。

溯源寻根话面食

《刀削面在大同的盛行是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二板、七中、老柴、东方～大同
刀削面的品牌哪个更老》《哪家是大同刀削
面中的天花板》，近日，大同日报融媒微信
公众号推出系列专题“‘面’见大同”，为您
一一梳理大同的面食精华，首期为您奉上
大同刀削面。你想知道的关于大同刀削面
的前世今生都在这里。

美食是一座城市的名片，如何去认识
一个城市，往往是从喜欢吃当地的特色风
味开始。这是“风味”的魅力所在，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造就一方美食与文化。此次
系列专题“‘面’见大同”主创牛瑞芳说：“大

同的面食品种繁多。不论是大厨匠人，还
是家庭主妇，面在他们的手中都可千变万
化，幻化成各种美食，‘一天换三样，三月不
重样’，无论是享誉国内外的刀削面，还是
极具地方特色的莜面、油糕、百花烧麦，都
是‘打动味蕾，留住乡愁’的美食佳肴。我
们特别推出这个系列，就是想全方位展现
大同面食的魅力及其蕴涵的厚重饮食文
化。”岁月流转，如今大同刀削面逐渐形成
了多个重要的流派，这些刀削面馆既有传
承，又有创新，在发展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
风格。我们会持续更新，为读者送上一手
的美食情报、美食故事。同时，也欢迎您在
大同日报融媒微信公众号“‘面’见大同”专
题下留言，分享您的美食经历和对专题的
建议，与我们一起寻找大同的美食文化密
码，让家乡味道更好地传承与记录，发掘大
同美食的文化价值，共同讲述灿烂而博大
的大同美食故事。

本周上榜

省运会健美操比赛收官 大同队荣
获 3项第一

今起，大同市博物馆暑期延长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