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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家家户户忙着准备年
货，馒头、粉条、干果、糖果等年货食
品进入销售旺季。而随着网购大潮
的兴起，我市一些年货食品商家开始
尝试网络营销，“线上+线下”的融合
发展已悄然启幕。

核心提示

让洛阳与世界再一次对话

“俏厨娘”来袭，这场丝路狂欢嘉年华已近在眼前

“俏厨娘”大赛引爆吃货味蕾核心提示
洛阳丝绸之路非物质文化遗产

嘉年华（以下简称洛阳丝路非遗嘉
年华）即将在中国洛阳第三十三届
牡丹文化节期间亮相（详见1月12
日《洛阳日报》07版《追随丝路脚步，
感受别样的狂欢嘉年华》）。14日，作
为本次嘉年华系列活动之一的“洛
阳人家”俏厨娘大赛复赛圆满举行。

目前，洛阳丝路非遗嘉年华园区
美食城、天枢剧院、八大主题场馆等重
要项目的建设已初具规模，按计划，3
月底将与中外游客见面。

“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之一，丝绸之路将洛阳分享给了世
界。”洛阳丰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洛阳丝路非遗嘉年华项目
负责人杨文明说，很多人对丝绸之路只是久闻，却没有真正深入的了
解，主要的原因就是与丝路相关的文化产品太少。

去年6月22日，丝绸之路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给
了洛阳很好的机会去深入挖掘丝绸之路文化，进而激发丝路文化、旅
游等相关产业的活力。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无疑是洛阳最重要的名
片之一，在此期间，游客大量会聚到洛阳，借助这个平台，将洛阳文
化、丝路文化介绍给国内外宾朋，也是丝路申遗成功之后的必要选
择。“洛阳丝路非遗嘉年华”正是在这样的期许下成为中国洛阳第三
十三届牡丹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杨文明介绍，在“洛阳丝路嘉年华”举办期间，“洛阳丝路嘉年华”
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的核心建筑——天枢剧院上演的歌舞
秀《天下洛阳》，正是寓意“天下之中”的洛阳通过丝绸之路让世界认
识了它，现在，通过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这个平台，又将国内外游客
聚集到洛阳，又一次将洛阳文化分享给天下。

杨文明说：“临近春节，我们通过俏厨娘大赛和送春联的活动给
市民拜个年。等到园区开门迎客时，相信更多市民和游客可以通过

‘洛阳丝路非遗嘉年华’感受洛阳的古老文化与现在文明。”
本报记者 刘亮 文/图

牡丹燕菜、炸咸食、野山椒肘子……14日，“‘洛阳
人家’俏厨娘大赛”在泉舜购物中心举行，参加复赛的
20名烹饪高手同台竞技，而评委则是随机来往的吃货
们，这对参赛者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陪家人逛街的小张说：“每一名选手的厨艺都非常
了得，能免费品尝这么多的美食很开心。”大众评委们
在品尝完“俏厨娘”的手艺之后，会拿着主办方准备好
的笑脸贴到自己支持选手的投票板上。

古色古香的宝塔和牌坊造型，贴着福字的迷你缸
器皿、憨态可掬的小动物装饰……1号选手陈丽花的
菜可谓色香味俱全，她也最终拿下了第一名。她说：

“我参赛的菜名叫‘河洛丝路情’，我希望通过饮食能够
真正地将丝路非遗这个主题体现出来。”活动当天正好
赶上情人节，参赛的王洋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在她
参赛时，老公陈亚男一直手拿玫瑰花守在她的身边。
陈亚男说：“我们去年刚结婚，不管我老婆能不能拿到
名次，我都觉得她是最俏的厨娘，也是做美食最好吃的
厨娘。”

活动现场，洛阳丝路非遗嘉年华主办方洛阳丰
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还为幸运观众准备了春联和园
区门票，春节和情人节的氛围交织一起，现场火爆
异常。

“洛阳丝路嘉年华”将于3月底开门迎客

据悉，本次大赛是以推荐和报纸招募的形式为有
志于在餐饮行业创业的厨师，通过对美食的热爱、创业
规划、厨艺展示等方面的评比，选取5名“俏厨娘”。本
次比赛将通过初选、复选、决赛三个阶段决定名次。其
中，参加复赛的20名选手和决赛的10名选手，除了能
获得精美的礼品，每人还将获得300元至1500元不等
的梦想公益基金的梦想公益基金。。

在洛阳丝路非遗嘉年华园区里在洛阳丝路非遗嘉年华园区里，，主办方修建了主办方修建了
外装外装、、内饰均以汉唐元素为主内饰均以汉唐元素为主，，以豫川陕晋以豫川陕晋、、港澳粤港澳粤、、
闽浙苏及国外特色美食为主要业态的美食城闽浙苏及国外特色美食为主要业态的美食城。。美食美食
城将有与其相关的节目表演城将有与其相关的节目表演，，如武皇巡游仪仗拉开如武皇巡游仪仗拉开
美食城每天的开市美食城每天的开市，，身着唐装的服务员以唐时礼仪身着唐装的服务员以唐时礼仪
接待游客……本次大赛最接待游客……本次大赛最终胜出的 5 名“俏厨娘”，

不但能够得到园区为其提供的专业创业辅导培训，
还将获得美食城内的免费创业展位。据了解，目前，
美食城的建设与招商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同时，“洛
阳丝路嘉年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的核心
建筑——天枢剧院的主体钢架结构已经建设完毕，
施工方将随即对天枢剧院的外立面与内部工程进行
施工；以丝、瓷、纸、茶、酒、香、造、漆、饰等元素为主
题的八大场馆箱体结构也已经基本完成；“洛阳丝路
嘉年华”期间将要举行的文化项目和表演项目都已
经敲定，春节过后，来自各国的演员们就会陆续来到
洛阳。

按计划，这些剩余工程都将在3月中下旬完工，园
区也将于3月底开门迎客。

赶快尝尝鲜赶快尝尝鲜

参赛选手合影

陈丽花与她的参赛菜品陈丽花与她的参赛菜品““河洛丝路情河洛丝路情””

关注官方微信，了解更多项目详情

园区鸟瞰图园区鸟瞰图

丝路非遗嘉年华即将亮相洛阳牡丹文化节

上周，沪深股指迎来五连涨。回顾即将
过去的马年，A股表现可用“万马奔腾”来形
容：沪指涨幅达57.55%，深成指涨幅超50%，
创业板指数也在前一年大涨的基础上又涨了
22%。

有调查显示，七成股民选择持股过年。
而在 2000 年到 2014 年的 15 年里，春节后一
周 A 股上涨的年份有 10 次，占比为 66.67%。
业内人士普遍分析，A股短线大幅下挫的概
率并不大，节后继续上升的可能性在增加。
这个春节，股民们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

上周，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国家发展
改革委对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厂商美国高通
公司处以60.88亿元反垄断罚款。业内人士
指出，对高通开的罚单中，罚款额对其影响不
大，但专利授权模式的改变可能戳中高通的

“痛点”，有利于促进手机行业良性发展。
该罚单也创下中国反垄断调查罚款金额

之最。分析人士认为，虽然高通反垄断案落
地对国产手机市场价格影响甚微，“一部两千
元的手机最多也就省三十元”，但此案落槌具
有标志性意义，未来反垄断在中国将呈常态
化，各个行业都会涉及。

上周有报道称，在停滞多年之后，国企员
工持股有望重启。1984年7月，我国第一家
股份制企业——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首次设立个人股，成为第一个“吃螃蟹
者”。之后，员工持股几经兴起又屡被叫停。

专家认为，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
还是外资在华企业，都应当推进员工持股改
革，只有员工持股的企业，才可能成为可持续
发展的好企业。而对于新时期下的员工持
股，应该鼓励将企业增量效益尤其是那些明
确是由于员工努力而创造的企业超额收益用
作分享，这样有利于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打开
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可以有效避免国有
资产流失。

春节临近，电商“红包大战”让不少人的
指头在手机屏幕上飞舞。在这场争抢移动支
付用户的硝烟大战中，动辄数亿元的红包总
额赚尽了眼球，但也引发用户的集体吐槽，猛
戳屏幕数分钟却一无所获的例子比比皆是。
更有人反映，不法分子借机打劫，不少未开封
的红包是病毒。移动互联时代，“掉馅饼”的
狂欢固然可喜，支付安全、信息安全更得小心
才是。 （郭宁康）

A股“万马奔腾”
“红包大战”升级

年货食品“触网”
促行业转型细分

临近春节，我市各大超市办起了年货节，许多市民
拎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记者注意到，到超市买年货的
多是中老年市民。“超市里货品齐全，提前每个品种都少
买一些回家尝尝，哪种好吃就再来多买点。”市民顾女士
说，超市里买东西看得见摸得着，大型超市品质上也信
得过。

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今年，各电商平台纷纷“参
战”年货市场。记者在天猫、京东、一号店等电商平台发
现，各平台均开辟了“年货”专场，通过打折、包邮、送红
包等形式吸引消费者。

我市网购达人王思斯这些天正忙着收货，今年她只
是在家中轻点鼠标，就将内蒙古奶酪、新疆葡萄干、法国巧
克力等特产尽收囊中。“网上购物选择更多，不出家门就可
以品尝各地美食，而且快递直接送到家，很是方便。”王思
斯说。

这几天，市民王先生在准备过节用的馒头时，某团
购网站团购馒头的信息引起他的注意。“头一次听说团
购馒头的，很新鲜。”王先生说，他发现这家店馒头品种
多、口味好，店铺环境也很卫生，十分满意。

这家团购馒头的店铺位于老城区北大街附近，老板
靳宏涛从2013年4月开始经营馒头店，开业后生意比较
稳定，但客户大多是中老年人，这让他想到以网络营销
的方式来拓展客户群。

自今年1月初至今，他的馒头团购先后登上两家团
购网站，迅速吸引了大量年轻客户。

“网络营销传播速度很快，甚至有涧西、新区的客人
专门跑来，马上过春节了，高峰期还得排队。”靳宏涛说，
他们家除白面馒头外，还有葡萄干花卷、红豆卷、巧克力
卷等8种口味的面点，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

除了馒头团购，还有本地商家搞起了干果团
购和粉条团购，均采用网购优惠的方式，吸引客户
到店购买。更有一些商家，在淘宝网开起了网店。

栾川县的李正阳最近忙得不亦乐乎。“一开始没想到网上
卖农产品能赚钱，现在想想，互联网真是商机无限。”李正阳说，
他2013年在淘宝网上开店，专卖核桃、木耳等栾川土特产。

“精细化操作是盈利的关键。”李正阳说，农民种植都是
粗放型的，他将农民种的山货收购回来，再进行精细化分类
包装，“送礼肯定要选大的，价格相对贵一些；自己吃一般选

小的，味道一样，价格更实惠”。
李正阳说，迄今为止，他还没有摸索出特别有效的网络

营销方法，下一步，得好好学学如何打开网络销售的渠道。

“一方面，网购食品可以追根溯源，满足消费者对绿色
健康食品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可以进
一步推动农村的信息化建设，降低农产品流通成本，增加农
民收入。”市互联网协会副会长车炳恒认为，食品、农产品网
购是未来发展趋势，实体商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早应对。

“实体店铺受到电商影响，销量会下降，如何留住客源
是关键。”车炳恒说，销售外地货品的实体店铺，主要客户群
体为本地市民，要做好精细化经营，将客户性别、年龄、收入
等消费特点，进行精细化细分，将目标产品对准目标群体，
吸引客人到店；而销售本地特产的网店，应该放眼全国市
场，做好标准化销售，用过硬的产品质量和贴心的服务赢得

客户信任，培养客户消费习惯。
“食品行业涉及食品安全，不管如何转型，坚持食品的

质量和口味很重要。”车炳恒表示，今年，市互联网协会将通
过举行一系列培训，着力填补我市食品行业和农产品行业
网络市场的空白。 本报见习记者 李冰

电商平台纷纷“参战”

过节馒头也搞团购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是趋势

当春节消费遇上移动互联

农产品“触网”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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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出 家
门，就可以尝
尽天下美食，
真方便！

（资料图片）

春节临近，年货食品热销，
我市一些商家试行网络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