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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一两条充满人间烟火味的老街，
城东区的下南关街就是这样一条百年老街，不足千
米长的街衢里，汇聚着上百种地方特色风味美食，
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最简单的食材，在这里散发出
最具西宁特色的烟火气息。

当阳光缓缓爬上河湟风格的仿古牌楼，牌匾上
“下南关”三个字格外亮眼。羊肉汤的浓香、现炸馓
子的酥脆、老酸奶的醇厚……晨风交织间，唤醒整
条老街的味觉记忆。

而与之遥相辉映的“西海2261·河湟文化大集”
上，下南关快闪街区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

传承近百年“行走的非遗”——扁担酿皮摊
位前，正在排队的老西宁人张慧向周围游客介
绍起了扁担酿皮的由来——小贩们以扁担为
轴，挑着两个精巧的矮木柜穿梭于街巷。一侧
木柜内部分格，整齐摆放着辣油、醋壶与蒜泥
罐；另一侧则堆放着金黄色的酿皮与松软的面
筋。扁担往地上一放，柜门打开，一个简易的酿
皮摊就支起来了，现场切割、拌制。将厚实的黄
酿皮和黑酿皮切成条状装入碗中，加入盐、醋、
辣子、韭菜汁，再配上几块吸满汁水的面筋。啧
啧，那味道……

此时，摊主一边调配调料，一边接过话头说：
“正是因为这特制调料，青海老话才有‘站在酿皮
摊，涎水淌不断’的说法。”搅拌均匀后，酸辣油润的
味道瞬间散开，令人回味无穷。

百年来，扁担在城关悠悠晃动，木柜里承载的
不仅仅是美食，更是老西宁人“苦中寻味”的生计智
慧。

城东区文史专员马钫对此深有感触，他告诉
记者，下南关街的美食来自天南海北，因为西宁
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在这里根据当地的
食材和口味改良，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推陈
出新。

尝过酸辣油润的酿皮后，舌尖还留存着那股
浓烈的味道，此时来一碗清甜的老酸奶，无疑是
最佳选择。林家崖东城·共富工坊内的青海老酸
奶采用牦牛奶发酵而成，浓稠黏腻，表面结着一
层奶皮。食用时，撒上白糖，将白糖、奶皮与酸奶
一起挖着吃，酸甜浓郁，一碗下肚，既能解腻又能
饱腹。

如果说老酸奶是河湟文化赐予的纯净甘甜，东
城·共富工坊内招牌产品“福禄寿桃”则是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成为乡村振兴新引擎的生动实践。作为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福禄寿桃”不仅承载着人们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更是情感的传递、技艺
的传承、文化的弘扬。

据了解，一个“福禄寿桃”，经过和面、塑形、造
型等过程，从开始制作到售卖，至少要两个多小
时。“真的像夏日里的水蜜桃，都不舍得吃了！”刚刚
购买到福禄寿桃的山西游客张陆军不禁发出由衷
赞叹。

除了扁担酿皮、青海老酸奶、福禄寿桃、青海大
月饼等，阿米娜冰粉、薯味源土豆片、禧滋坊糕点、
米伊糯甜品等口味独特、饱受好评的美食，也带着
祖传手艺、延续现制现售的模式，让来往的市民游
客流连忘返。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地道的地方美食，感受
到浓厚的乡愁情怀；你可以领略老城区独特的魅
力……

河湟文化大集上，下南关快闪街区演绎着“文
化风景这边独好”的美好篇章，成为了游客文化体
验的主打地、市民文化消费的主选地、非遗文化教
育的主场地，让下南关街的知名度、美誉度再度攀
升。 （记者 施翔）

向日葵明黄盛放、牡丹雍容华贵、菊
花花瓣层叠……在“西海2261·河湟文化
大集”东城·共富工坊展厅里，一盘盘白
瓷上盛开着立体的“花海”，格外引人注
目。细细观赏，这些花瓣分明、造型栩栩
如生的“花朵”，竟是独具匠心的非遗面
点。

在这里，非遗传承人敏会莲“以面为
纸，以手为笔”，将普通的面团变成了兼
具观赏、文化、实用价值的“盘中花园”，
让自然之美凝固在瓷盘上。

“花花”是城东区妇女们最拿手的面
食之一，因其外形像美丽的花瓣而得
名。这种面点造型丰富多样，有石榴、莲
花、菊花等花卉造型，也有辣椒、茄子、刀
豆等蔬菜模样，当地人称为“片片花花”

“蜂蜜花花”等，一品一形，百形百味。在
婚嫁习俗中，女方的母亲为出嫁头一年
的女儿，送去精心制作的“花花”等十几
盘食品，是当地回族人家延续上百年的
传统礼节，承载着深厚的情感与祝福。
制作时，将面团擀成饼，通过塑、挽、切等
技法，再经炸制，一盘子香酥可口的“花
花”就做好了。

“‘花花’主要原料是面粉、鸡蛋、蜂
蜜等，花瓣和叶子的颜色则来自火龙果
汁、菠菜汁、姜黄粉等天然色素，没有

任何添加剂，美味的同时保证健康。”
非遗传承人敏会莲介绍说，制作“花
花”的难点在于心要静，像牡丹、菊花
这种造型复杂的面点，一个人要做一整
天才能完成。此外，油温的掌控也至关
重要，温度高了会焦掉，低了则无法定
型。

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精美的展示，
还有可供市民游客品尝与购买的“花花”
糕点。“通过河湟文化大集这个平台，展
示手艺，希望更多人了解，也希望把这门
手艺传承下去。”敏会莲说。

600 年的掐丝工艺和当地的黄河石
相结合在一起会擦出什么火花？在城东
区非遗展厅内，掐丝雪豹画、掐丝杯垫、
掐丝画冰箱贴等产品琳琅满目。

描画、掐丝、点蓝、固沙……每一道
工序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我们的掐丝
画通过两三次固沙工艺，确保了掐丝画
上的沙子稳固不脱落。”非遗传承人田文
莲介绍说。除了传承，田文莲在产品创
新上也不遗余力，研发了许多文创产品，
哪吒系列冰箱贴、杯垫比较受小孩、年轻

人欢迎。黄河石掐丝画，将掐丝技艺与
生肖文化相结合，满足了消费者的多样
化需求。“有一次在黄河边游玩捡石头
时，我突然想到，这些独一无二的黄河石
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能不能尝试在石头
上掐丝呢？”正是这个念头，让她萌生了
研发掐丝石头画的想法，并最终将这一
想法变为了现实。

近年来，城东区坚持“保护为主，抢
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
针，深入挖掘城东区美食文化内涵，不断
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力度，全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扎实推
进，成效显著。目前，城东区成功申报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项、传承
人2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0项、传承人3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27项，传承人4人。

在河湟文化大集上，这些从市井巷
陌走出的非遗技艺，不仅得到展示，还通
过产品售卖、短视频等方式走近大众，让
传统技艺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

（记者 措毛）

百年老街下南关“搬”到了文化大集

烟火城东，非遗技艺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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