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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假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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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韵流淌的扎西，老街的人间
烟火与山河岁月深情对望。近年
来，威信县持续在“红色资源开发”
上做文章，创新红色旅游发展模
式，深入挖掘红色文化旅游资源，
完善文化旅游产品体系，打造精品
旅游线路，将红色旅游与美食体验
等内容有机融合，延伸餐饮、娱乐、
购物等消费产业链，让游客在感受
红色扎西魅力的同时，尽享当地特
色美食。

扎西老街
时光窖藏的红色乡愁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一些地方如璀
璨星辰，承载着岁月的厚重，闪耀着永不
磨灭的光芒。威信县的扎西老街，就是这
样一条将红色基因与现代文化完美融合
的街道。历经岁月洗礼，它依然保持着独
特的魅力与风韵，让人流连忘返。

这条全长仅百余米的扎西老街，始建
于1856年，至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它
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的辉煌历程。1935
年 2月，中央红军在此集结，召开了著名
的“扎西会议”，从此开启了革命征程的新
篇章。

漫步老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
座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这些房屋鳞次
栉比，每个屋檐下都悬挂着“红色扎西”
字样的红灯笼，为整条街道增添了喜庆
氛围。门窗上精心雕刻的花纹，展现了
当地工匠的精湛技艺。街道两旁的小店
各具特色，有的展示民族服饰，有的叫卖
地方小吃，还有的陈列手工艺品，每家店
铺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这里没有过度
商业化的喧嚣，只有店家热情地招呼和
顾客满足的笑容。

扎西老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既是城
市的一部分，又是红色记忆的载体。这条
街道不仅是一条普通的商业街，更是一片
浸润着革命历史的红色土地。行走其间，
每一块青石板、每一处“红军长征路居旧
址”、每一个展示柜里的红色文物，都在无
声地诉说着那段烽火岁月。细心观察会
发现，许多建筑外墙上还保留着革命年代
的红色标语，这些充满激情的文字至今仍
在激励着人们铭记历史、坚定信念。

如今，扎西老街已成为追寻红色记忆
的重要目的地。这里的“红色”不仅是革
命的颜色，更是融入当地人血脉的精神底
色。在老街，常能看到系着红领巾的小讲
解员在革命旧址前为游客讲述历史。他
们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讲述当年红军战
士的英勇事迹、激烈的战斗场景和为理想
献身的壮烈故事。这些质朴的讲述蕴含
着震撼人心的力量，让人不禁生出对革命
先辈的崇高敬意。偶尔，耳边还会传来当
地传唱的民谣：“二月红军到扎西，部队整
编好整齐，发展川南游击队，扩大红军三
千几……”

除了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扎西老街
的美食和民族风情同样令人难忘。这里
的小吃种类繁多，口味独特。滑嫩的豆腐
脑、软糯的黄粑、醇香的腊肉……每一样
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游客还可以选
择一家旅拍馆，穿上精美的民族服饰，在
红色文化与少数民族风情交融的背景下，
留下独特的文化记忆。

扎西老街虽地处县城中心，却保持着
难得的宁静。清晨，沿着老街漫步，可以
感受清新的空气和悠闲的氛围。傍晚时
分，老街的书屋里总能看到静静阅读的身
影。选一本书，寻一处安静的角落，在书
香中感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体味这份独特
的“乡愁”。

当夜幕降临，老街又展现出另一番韵
味。街道两旁的红灯笼渐次亮起，温暖的
灯光透过红纱，在青石板上投下斑驳的光
影。约上三五好友，漫步在这柔和的灯光
下，感受老街的宁静与和谐；在街边的廊
亭下，观看老人们精彩的象棋对弈，偶尔
交流几句棋艺心得。此时的老街，宛如一
幅流动的画卷，让人沉醉其中。

扎西老街，这条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
族特色的街道，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
历史、传承精神、展示文化。在这里，人们
可以放慢脚步，感受生活的美好，品味红
色文化的深厚底蕴，领略民族风情的独特
魅力。它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等待着
每一位来访者细细品读、深深体味。这条
老街不仅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还传递着红
色的精神火种。

环山揽胜景区
红绿交响 山水共舞

环山揽胜景区位于威信县扎西镇大
屏上村民小组。这里不仅是俯瞰威信县
城的绝佳观景台，更是一处将自然景观与
红色文化完美融合的旅游胜地。从清晨
到日暮，这里的每一刻都展现着独特的魅
力，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感受这份别具一
格的美好。

黎明时分，景区已经迎来了第一批游

客。天色尚未完全放亮，东方的天际线已
经泛起淡淡的红晕。随着时间的推移，晨
曦渐渐将天空染成桃红与橘黄相间的绚
烂色彩。当初升的太阳跃出地平线，温暖
的阳光洒向被群山环抱的小城，整个画面
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油画。摄影爱好者
们纷纷操控无人机，想要捕捉日出东方、
云海翻腾的壮丽景象；普通游客也情不自
禁地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令人心醉的晨光
美景。此刻，早起的疲惫被眼前的美景一
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难以言表的喜悦与
感动。

随着太阳升高，景区的另一重魅力开
始展现。全长6.3公里的观光步道成为游
客亲近自然的好去处。这条步道采用架
空设计，既保护了原始生态环境，又让游
客能够穿行于林间树梢，体验别样的徒步
乐趣。行走其间，不仅能呼吸到清新的山
间空气，还能欣赏到沿途精心设计的红色
文化展示。步道两旁，“扎西会议”展板、
红军长征故事、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
等红色文化元素与自然景观和谐相融，让
人在漫步中自然而然地接受着红色文化
的熏陶。更值得一提的是，景区出口与扎
西会议纪念馆、扎西红军烈士陵园等红色
景点无缝衔接，形成了完整的红色文化旅
游线路。漫步结束后，游客们无不感到神
清气爽，既锻炼了身体，又净化了心灵。

夕阳西下，景区又呈现出另一番动人
景象。落日的余晖为群山镀上一层金边，
归巢的鸟儿在林间欢快鸣叫，微风吹过树
梢发出沙沙声响，共同奏响了大自然的黄
昏交响曲。观景台上，有人架起相机，捕
捉晚霞变幻的瞬间；有人静静伫立，闭目
感受山风的轻抚。随着夜幕降临，当地的
特色小吃摊陆续开张，冰粉、炸洋芋、烧烤
等美食的香气弥漫在空气中。游客三三
两两围坐在一起，一边品尝地道的风味小

吃，一边欣赏小城的万家灯火，在味觉与
视觉的双重享受中，感受这座小城独有的
宁静与温馨。

环山揽胜景区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
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更
在于它将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完美结
合。在这里，游客既能领略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又能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既能享受
休闲健身的乐趣，又能体验当地的人文风
情。这种多元化的旅游体验，正是它吸引
越来越多游客前来探访的魅力所在。随
着不断完善和发展，环山揽胜景区将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让绿色风景与红色文化绽
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烙烤
舌尖上的烟火盛宴

每当暮色降临，街头巷尾便飘起阵阵诱人
香气。这种被称为“拱背背烧烤”的烙烤
美食，以其独特的烹饪方式和浓郁的地方
特色，成为这座小城最具烟火气的夜间风
景。

烙烤的历史可追溯至 300 多年前。
与普通烧烤不同，威信烙烤使用特制的砂
锅器具：一个大圆合金锅圈中间倒扣着弧
形砂锅。这种设计既能均匀导热，又保留
了食材的原汁原味。锅面刷上当地特产
的菜籽油，随着温度升高，一场美食盛宴
就此拉开帷幕。

烙烤的食材极为丰富，从常见的五花
肉、牛肉、鸡鸭，到时令的山珍野菜，应有
尽有。最具特色的要数白豆腐和黄粑，这
两样素食往往最先上锅，在滋滋作响的油
声中渐渐变得金黄酥脆。经验丰富的店
家会精准掌控火候，确保每样食材都能展

现出最佳口感。
烙烤的魅力不仅在于食材本身，更在

于那碟秘制的蘸料。选用柴火烘烤的辣
椒手工舂成细粉，配以花椒、花生、蒜末等
10 余种调料，最后撒上一把新鲜的折耳
根。这种蘸料香辣适中，既能提鲜又不掩
盖食材本味，堪称烙烤的灵魂所在。

夜幕下的烙烤摊是最能感受当地生
活气息的地方。三五好友围坐一桌，一边
翻烤食材，一边闲话家常。滋滋的油声、
升腾的香气、爽朗的笑声，共同构成了夜
晚最动人的交响曲。这种独特的餐饮形
式，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味蕾，更承载着当
地人围炉夜话的生活传统。

近年来，威信县将烙烤打造为地方
特色美食品牌，通过规范制作工艺、统一
服务标准，让这道传统美食焕发新的生
机。许多游客专程前来品尝，在唇齿留
香之余，也深深记住了这座小城的温暖
与热情。

对当地人而言，烙烤是刻在记忆里的
家乡味道；对外来游客来说，这是认识威
信最直接的方式。当夜幕降临，不妨循着
香气找一家烙烤摊，在升腾的烟火气中，
感受这座小城最真实的生活脉动。

黄粑
软糯金黄甜又香

威信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更有着让人
垂涎欲滴的特色传统小吃。当地人喜欢
把软糯、香甜的糕点称作“粑粑”，又按形
状、原材料和制作工艺的不同细分为碗饵
粑、三角粑、糍粑、火草粑等，其中黄粑因
颜色金黄而得名。

威信黄粑外形方正，约成人手掌大

小，通体呈现金黄色泽。轻轻捧起，便能
闻到糯米与红糖交融的醇厚香气。这香
气既不过分甜腻，也不寡淡，恰到好处地
散发着朴实的食物本味，令人闻之便食指
大动。

在当地，姚家黄粑是最负盛名的老字
号。9 年来，他们坚持传统工艺，制作的
黄粑以软糯清香著称，不仅在当地广受欢
迎，更远销全国各地，甚至走出国门，成为
传播威信美食文化的使者。

制作黄粑的工序复杂，但每一道工序
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精选上
好的糯米，用清水浸泡数小时，让每一粒
米都吸饱水分，变得饱满圆润。一部分磨
成细腻的米浆，米浆宛如流动的玉液，洁
白无瑕，散发着淡淡的米香，剩下的则上
甑蒸熟。

接下来是关键的熬制环节。在大锅
中加入红糖，慢慢熬煮，待红糖融化成浓
稠的糖液，散发出馥郁醇厚的香味后，倒
入米浆不停地搅拌，这是一场力与美的融
合，让糖浆、米浆充分融合，直至成为均匀
的糊状。这期间，火候的掌控尤为重要，
火大了容易煳，火小了又难以将米浆熬煮
到位。

待米浆熬好，和蒸熟的糯米搅拌均
匀，揉成大小一致的糯米团，就轮到竹叶
登场了。将叶子洗净、晾干，取适量的糯
米团轻轻捏成方形，再用叶子将其紧紧包
裹起来。竹叶是大自然赋予黄粑的天然
外衣，它不仅赋予了黄粑独特的清香，还
起到了防粘、保鲜的作用。

包好的黄粑被整齐地放在蒸笼里
蒸。随着蒸汽升腾，米香、红糖香和竹叶
的清香相互交融，弥漫在空气中，让人垂
涎欲滴。经过数小时的慢火蒸制，黄粑终
于大功告成。

揭开蒸笼的一刻，热气腾腾，香气四
溢。刚出笼的黄粑色泽金黄透亮，表面泛
着诱人的光泽，仿佛被镀上了一层薄薄的
金纱。轻轻咬上一口，软糯香甜，口感细
腻。糯米的软糯与红糖的甜蜜完美融合，
在舌尖上绽放出美妙的滋味。

黄粑的魅力不仅在于美味，更在于其
承载的文化内涵。逢年过节，家家户户都
会制作黄粑，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温馨场
景，构成了威信人共同的记忆。对于在外
打拼的游子来说，一口黄粑就能唤起对家
乡的无限思念。

如今，虽然现代食品工业发达，但威
信人依然坚守着传统黄粑的制作工艺。
这种对美食本真的追求，正是威信饮食文
化最动人的地方。每当清晨，街边小摊飘
出的黄粑香气，都在诉说着这座小城最质
朴的生活故事。

豆汤米线
唤醒小城晨光的地道美味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云贵高原的
山峦，威信县城的大街小巷已飘起袅袅炊
烟。在这个云南东北角的县城里，一碗热
气腾腾的豆汤米线，正唤醒着这座小城崭
新的一天。

豆汤米线作为威信最具代表性的早
餐，其独特之处在于“豆汤”的精心熬制。
店家会选用当地特产的黄豌豆或绿豌豆，
经过整夜浸泡后，用文火慢炖数小时，直
至豆香四溢。这碗看似简单的汤底，实则
蕴含着时间的味道——豆子要煮到恰到
好处的绵软，既不能太烂失去形状，也不
能太硬影响口感。

在建设路上经营了 30 余年的“成全
小吃”是当地最负盛名的豆汤米线店。店
主每天凌晨三点就开始准备食材，熬制的
高汤选用新鲜猪骨，猪油也是自家炼制。
米线选用当地优质大米制作，口感爽滑有
韧性。配料更是讲究：肉丝要现切现炒，
酸萝卜和酸豇豆都是自家腌制，保证口感
的统一。

一碗地道的威信豆汤米线，讲究的是
层次分明的味觉体验。先尝一口原汤，感
受豆香与骨汤的完美融合，再将煮得恰到
好处的米线与豌豆拌匀，让每一根米线都
裹上浓郁的汤汁。最后，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店家特制的辣椒油、香醋等调料。辣
椒油是用当地特产的小米辣炼制，香而不
燥；酸醋则是用高原苦荞发酵而成，酸中
带甜。

对于威信人来说，吃豆汤米线不仅是
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清晨
的米线店里，总能见到各行各业的人们：
赶着上学的学生、准备开工的工人、晨练
归来的老人……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
聊，分享着各自的生活见闻。这种朴实无
华的早餐文化，已经成为小城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随着口碑传播，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前
来品尝这道地道的威信早餐。许多人在
尝过之后感叹：这碗看似平常的米线，竟
能吃出家的温暖。或许，这正是威信豆汤
米线的魅力所在。它不仅满足了味蕾，更
温暖了人心。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威信人依然
保持着对传统美食的坚守。那一碗碗冒
着热气的豆汤米线，不仅承载着当地人
的味觉记忆，更延续着一份难能可贵的
生活本真。当阳光洒满小城的每一个角
落，坐在街边小店，慢慢品尝这碗用心制
作的米线，或许就是感受威信生活最好
的方式。

（本版文图由通讯员白芯 提供）

核心阅读＞＞＞＞＞＞

扎西老街扎西老街。。

豆汤米线豆汤米线。。

烙烤烙烤。。

黄粑黄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