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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沙湾新疆沙湾

团东台市委以“全国青年发
展型城市县域试点”为契机，倾
力打造“城市友好、青年有为”
示范样板。着重构建政策体系，
统筹推进试点政策举措清单，集
成出台 20 条普惠性、标志性政
策，研究制定试点推进方案，涵
盖“一个引领、八大工程、四项
行动”。造浓宜居宜业氛围，以
雁阵效应集聚青年人才，年均引
进高技能人才500人、招引“双
一流”高校紧缺专业人才 80
名 、 培 育 现 代 青 年 农 民 5000

人，连续9年举办东台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活
动。每年新建 8 万平方米以上的人才公寓，打造 5 条

“青年发展友好型街区”，升级城市“15分钟城市生活
圈”“10分钟阅读圈”“5分钟便民圈”。做优青年帮扶
关爱，着眼满足青年多元需求，精心实施“梦想改
造+”、爱心暑托班、圆梦助学、青年消费节等关爱帮
扶计划。为青年“搭台”，扶青年“上马”，当青年“后
盾”，不断提高城市功能与青年需求的“匹配度”，携手
共赴青年与东台未来之约。

□ 蒋肖斌

10月14日至15日，音乐剧《三
星堆》 在成都迎来首演。演出时间
和空间都距离三星堆遗址比较远，
3000 年、60 公里。但对台上的演员
和台下的观众来说，这一眼，可跨
越时空。

音乐剧讲述了古蜀国与现代两个
不同时空交错进行的故事。古蜀人
与考古学家在同一片土地上，尽管
有着迥异的时代、环境与事业，但
从未改变的，是对未知的探索、对情
感的追寻。

作为“走进三星堆，读懂中华文
明”全球推广项目之一，音乐剧《三
星堆》从一开始就有着向世界讲好三
星堆故事的使命。从主创团队来看，
这部剧的国际性就可见一斑。

导演汤姆·萨瑟兰曾获“伦敦西
区最佳导演奖”，执导过“托尼奖”
音乐剧《泰坦尼克号》等作品。他执
导的《三星堆》，致力于在视觉上沉
浸式还原“古蜀王朝”的风采，以
三星堆遗址为背景，连接古蜀与现
代，让观众在剧场里宛如置身考古
现场，身临其境地欣赏灿烂文明曾经
的模样。

舞 美 设 计 摩 根·拉 知 ， 曾 获
2018 年英国戏剧奖最佳设计奖和 4
次奥利弗奖。在本剧中，舞美团队
不仅在色彩和道具上还原青铜王朝
的辉煌，还通过 200 余台电脑灯，
打造不同场景的光影效果。观众
还得以首次在音乐剧舞台上，一
次性看到青铜大立人、青铜大面
具、青铜神树等三星堆代表性文物
的复刻版。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性不是“外
国性”，而是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三星堆》 音乐总监胡小鸥通
过埙、编钟、古琴、唢呐等传统乐
器，营造古蜀时空的听觉意境，配
合现代时空的电子音乐及合成器，
表达了对三星堆文化连结远古与未
来的思考。

曾为《只此青绿》《永不消逝的
电波》 等剧设计服装的阳东霖，为

《三星堆》操刀服装设计。在面料上
尽可能贴近青铜时代的粗糙感和颗粒
感，在纹样上则还原古蜀图腾，虚实
结合，体现古蜀子民野蛮生长的生命
张力。

音乐剧《三星堆》可以称得上一
场“视觉盛宴”，但若要让世界“读
懂”，不止于此。费孝通先生总结过
一 句 话——“ 各 美 其 美 ， 美 人 之
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作为处
理不同文化关系的箴言。如果说对
视觉美的极致追求，能让世界观众

看到三星堆文化独特的魅力，那
么，对情感的共鸣则能让人类获得
共通的语言。

剧中，无论在古蜀还是现代，父
亲与女儿之间的感情都是一条明线：
巫祝与女儿，考古学家与女儿，最终
都消解误会，获得最真挚的亲情。另
一条线索则是人类对自身的发现：古
蜀人在天地间抗争求生，当古人对

“人”的能量信任胜过对“神”，文明
就缓缓进入了下一个阶段；考古学家
在短暂的一生中追溯漫长的历史，可
以说是“匠人精神”，更是作为人的
坚持。

就像剧中所说，“凡人的快乐来
源于未知”。三星堆文化留给历史的
背影是神秘的、浩大的；但别忘了，
三星堆的过去是普通人创造的，三星
堆的今天与未来，是普通人发现与继
承的。当亲情、梦想、普通人等关键
词糅合在一起，一个世界观众都能

“听懂”的故事就诞生了。

有了故事，还得有讲故事的方式，
音乐剧是一个好选择。这一近年来深受
年轻人喜爱的艺术形式，经过 20 年的
发展，从引进经典剧目，到改编中文
版，再到创作原创剧目，音乐剧从“舶
来品”完成了“本土化”，成为讲好中
国故事的绝佳载体。这一点，《三星
堆》 不是个例。早在 2005 年，中国最
早的一批原创音乐剧中，《金沙》就讲
述了“金”与“沙”跨越 3000 年的爱
情，再现古蜀王都的恢弘。

音乐剧 《三星堆》 的幸运之处在
于，它的创作有了更多考古发现的支
撑。2021 年，在时隔 30 多年之后，三
星堆遗址新发现6个“祭祀坑”，出土
大量精美文物。一切三星堆文化的衍
生，基础都在考古工作者脚下的这片土
地上。

更幸运的是，音乐剧《三星堆》遇
到了能读懂它的观众。当下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开始关注考古、关注中华文明的
童年。成都站演出结束后，音乐剧《三

星堆》还将前往深圳、广州、北京等地
巡演。

三星堆文化开始衰落后，另一支与
其文化面貌一脉相承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悄然兴起，那就是距今约 2700 年的金
沙文化。巧合的是，2011 年，青年作
曲家胡小鸥就曾以金沙遗址为灵感，创
作多媒体弦乐四重奏《金沙·找魂》，由
新加坡艺术家演绎，以现代音乐娓娓道
来金沙历史。

胡小鸥自述，2007 年曾陪同英国
著名科幻作家尼尔·盖曼参观成都金沙
遗址博物馆，当他看到太阳神鸟的金饰
后，说这是超现代风格的作品。这句话
印在胡小鸥脑海中，让他觉得，远古的
历史和超现代的造型，本身就是最好的
故事和创作的源泉。

在音乐剧《三星堆》首演的剧场大
厅，立着一些海报，以有趣的视角重新

“认识”三星堆。比如，一件陶器神似
火锅，“你要清汤锅还是麻辣锅”；青铜
神树则被誉为“身高担当”、三星堆的

“颜值最高峰”。这是戏谑，也未尝不是
另一种现代理解。

三星堆文化还能有多少种打开方
式？目前已知的消息是，电影、综
艺、绘本、展览、游戏……古蜀人自
己也没想到，自己在 3000 年后会成为

“顶流”。
事实上，三星堆文化从一开始就是

懂得“交流”的。考古发现证明，三
星堆的尊的制作技术，来自中原；镶
嵌有绿松石的铜牌，以及玉鬲、玉璋
等玉器，受中原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琮则受到西北的齐家琮和东南的良渚
琮的影响……

在某种程度上，三星堆文化仍在延
续。这一次，它的“朋友圈”将从中国
走向世界。

在音乐剧《三星堆》中读懂世界共通的语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王雪迎

提到沙湾市，很多人脑海中第一个闪

现的就是“大盘鸡”。这座位于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塔城地区的城市，因“大盘鸡”

而扬名。但对于沙湾市而言，这不仅是一

道美食。在穿越沙湾市的 312 国道长约

1000 米的道路两旁，有近百家大盘鸡

店，迎来送往五湖四海的宾朋，大盘鸡小

店成为人们心里挥之不去的记忆。

在沙湾市一家大盘鸡店内，厨房干净

敞亮，灶台上热气腾腾。27 岁的新疆小

伙摆宗英正在热火朝天地炒制新疆大盘

鸡。大块的带皮鸡肉劲道、洁白的皮带面

吸饱汤汁，呈现出诱人的红色。

葱、姜、蒜、辣椒、土豆……摆宗英

手里的菜刀飞快地舞动着。对于大盘鸡，

他已经有十几年的研究。十余年前，摆宗

英离开校园，前往乌鲁木齐在餐饮店内当

洗碗工。多年来，他辗转乌鲁木齐、克拉

玛依等地。

“他们那里的大盘鸡和家乡的不一

样，沙湾大盘鸡更有家常的味道。”摆宗

英的味蕾之中一直萦绕着淡淡的乡愁。结

婚后，他就返回沙湾创业。向几位朋友借

了 10万元钱后，他开了一家小店。

靠着坚持家乡味道，他站稳脚跟。第一

家店收回成本后，他又继续开店。目前，他

的店面在沙湾市区，投资 20万元，“我想把

手艺做好，让更多的人吃到大盘鸡！”

像摆宗英一样从事“大盘鸡”行业的

年轻人不在少数。据官方数据显示，2023
年，沙湾市从事大盘鸡餐饮的经营户共有

1000 多户，从业人员 8000 余人，其中城

区 500多家、农村 400多家、旅游景区 50
多家。已注册有“沙湾大盘鸡”“沙味

王”“坤林杏花园”“李士林”“禹兰”等

多家大盘鸡品牌。

国道边走出大盘鸡

谈到大盘鸡绕不开李士林。早在

1968 年，50 后的南京人李士林前往新疆

的矿上工作。他吃不惯当地食堂的饭菜。

喜欢美食，热衷烹饪的他便开始动脑筋。

就这样，李士林尝试和领导沟通，希

望可以在工作之余“自己做饭自己吃”。

但当时物资条件很匮乏，生活艰苦。每个

月，李士林只有半斤油。就这样，他从食

堂中“独立出来”，自己炒菜。他发现，

真正的美食并不一定要繁琐的烹调步骤，

简单却用心的方式就让工友们认定他“做

饭有一套”。

改革开放后，李士林前往村子里为私

人宴席炒菜，真正与餐饮行业结缘。他开

了一家小店。过路客、司机成为光顾小店

的“主力军”。他们吃饭求快，并希望菜

品“够味”“够下饭”。

李士林炒制的辣子鸡很快成为招牌

菜。二三十分钟左右，香喷喷的辣子鸡就

被端上桌。食客们一边就着酒，一边吃辣

子鸡，吃到“脸颊泛红，冒着热汗”。

一次，几个顾客找到李士林说，辣子

鸡很好吃，但希望鸡块的量能更大一些。

“那要多少鸡肉？”听到李士林的疑问，几

位顾客指着灶台上刚被拔毛的一只整鸡

说：就炒一整只鸡，直接算价钱就好。

按照顾客的意见，李士林炒了一盘

“大版”辣子鸡。出锅时，他却发现盘子

太小，根本装不下一只整鸡。

他灵机一动，拿出了装新疆拌面的大

盘子。菜端上桌，顾客们纷纷感叹，好大

一盘鸡啊！

从此，大盘鸡应运而生。这也是沙湾

对大盘鸡起源历史的最早记录。

没过多久，他的这道菜就随着 312国
道红遍新疆，逐渐走向全国，成为一道

特色的新疆美食。李士林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做一门手艺最重要的是坚

持下来。

李士林坚持手艺、小店扎根 312国道

的信心来源于沙湾市政府的支持。 2009
年，当地政府就将李士林的大盘鸡评为

“新疆地方特色名吃”。后来，李士林还被

评为中国烹饪大师。

“原先我是一个门外汉，但是我热爱

烹饪，沉甸甸的荣誉让我对工作更有信

心！”在制作大盘鸡过程中，李士林不断

听取顾客意见，往大盘鸡里加入土豆、香

菇、宽粉等配菜。后来又有顾客希望，大

盘鸡里可以加入一些拌面，这样有菜、有

肉也有面，能吃饱，香味俱全。

在选择面条时，经过多次试验，李士

林没有选择新疆当地特色的拉条子。“拉

条子太细，蘸的汤汁不够多，味道稍显寡

淡。”反复考量后，李士林选择皮带面作

为大盘鸡的“搭档”。这样的组合一经推

出，大盘鸡风靡全国。

如今，李士林名下的门店在沙湾只有

一家，他们的大盘鸡售价 128元。

“要让老百姓吃得好、吃得饱、吃得

起，我才算是一个大厨！”他笑着告诉记

者，“我希望打造一个沙湾的品牌，坚持

一道菜，让沙湾在全国人民心中赢得好名

声、好印象”。

如今，李士林的大盘鸡已走进上海、

深圳等多个省市。

长期以来，沙湾市有选择地推动餐饮

业标准化、连锁化发展。此外，他们支持

有条件的餐饮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参

股、控股等多种方式，组建大型餐饮企业

集团，培育拥有沙湾自主知识产权的知名

餐饮品牌，发展连锁经营，实施“餐饮拓

展工程”，推动沙湾大盘鸡餐饮业走向国

内外市场。

“大盘鸡二代”让烹饪变
成“青春产业”

1990 年出生的王蕾蕾也是沙湾人。

2013 年，她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英语专

业。王蕾蕾的母亲是最早从事大盘鸡烹制

的小店店主之一。

从小，王蕾蕾闻着鲜美香辣的大盘

鸡味道长大。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乡

发展。

王蕾蕾在妈妈的小店发现，不少顾客

在店里吃完后，都会选择将剩下的汤汁打

包带走。

“剩菜都没了，打包剩汤干啥呢？”王

蕾蕾有些疑惑。原来，这些顾客感觉大盘

鸡的汤料十分好吃，希望回家热一热，继

续拌面、拌米饭吃。

“你们这里卖不卖调料？”一些熟客会

直接开口。其实，大盘鸡的调料中需要用

到辣椒、花椒等多种调味料。调味品本不

方便打包。不久，细心的王蕾蕾就将调味

品都磨成粉末。

“许多顾客会吃到鸡肉里的花椒、大

料，影响口感和体验。因此，粉末料包能

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王蕾蕾就将粉末

料包拿出来让熟客带回家，让他们得以复

盘“大盘鸡的香味”。

“这不就是一个商机吗？”王蕾蕾心

想。于是，她开始销售大盘鸡干料。许多

顾客拿着干料回家，不知道一次放多少，

影响了大盘鸡的口感。随后，王蕾蕾又研

究出一款半固态调料包。“一包料就做一

盘鸡，刚刚好。”此时的王蕾蕾沉浸在推

广大盘鸡的喜悦中。她说，推广大盘鸡是

她一生的事业。

对于半固态调料包进行标准化生产需

要建厂，并取得相关资质。她立即向政府

部门提出申请。

让她没想到的是，当地政府、团委对

她的想法十分重视。因为市场上还没有半

固态大盘鸡调料，他们决定帮助王蕾蕾参

加各级创业大赛，让她在更大的舞台上推

广项目。

2020 年，占地约 300 平方米的鼎吉

香食品厂最终落地。流水线生产大盘鸡

调味料一天就可以达到 400 余包，每包

约 150克。

结合创业导师的指导，她不仅在店内

售卖调料包，也创新开设京东、淘宝等平

台的旗舰店进行零售端销售。调料包一份

不到 30元钱，经济实惠。“通过这个调料

包，人人都可以成为厨师，在家做出美味

的大盘鸡。”

让她更有信心的是，许多来店里的外

国顾客都会托她将调料包运往国外。“大

盘鸡也出国啦！”

“新冠疫情后，餐饮行业复苏快，发

展势头迅猛，其实是年轻人创业的好选

择。”王蕾蕾分析，许多年轻人“举棋不

定”的原因可能是“不会做饭”，对餐饮

行业不熟悉，他们缺乏信心。

对此，王蕾蕾在业余开设技能培训学

校，传授大盘鸡手艺。“其实，在调料包

的加持下，大家都学得很快，基本上手就

能做出美味的大盘鸡！”

其实，沙湾市委、市政府历来注重沙

湾大盘鸡产业的发展。中央新疆工作座谈

会后，沙湾市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餐饮

产业也处于整体升级的新阶段。“十二

五”时期，为推动沙湾市大盘美食餐饮业

由传统餐饮业向现代餐饮业的转变升级，

沙湾市委、市政府制定 《沙湾市特色餐饮

业发展规划 （2021-2025）》。

在吸引青年人才方面，相关部门开展

沙湾大盘鸡 2023 年品牌建设暨大盘美食

厨艺人培训，计划年内建成并推广使用集

美食展示、网络订餐、点餐、服务、结算、评

价、文化宣传等功能，线上线下于一体的沙

湾大盘鸡商城，建立沙湾大盘鸡团体标准

和推广使用沙湾大盘鸡集体商标。

大盘鸡带动乡村振兴

1995 年出生的桂超凡在沙湾市经营

着一家大盘鸡门店，生意火爆。3 年前，

在新西兰留学 6年的他回到家乡。在国外

时，他发现很多人知道大盘鸡，但不知道

大盘鸡的发源地。

“正宗的大盘鸡在新疆，新疆好吃的大

盘鸡在沙湾。”这是他推介家乡的广告语。

在桂超凡看来，看似平常的大盘鸡做

起来并不容易。困难主要在配料的选用

上。沙湾西戈壁镇散养土鸡、安集海镇辣皮

子、乌兰乌苏镇大葱、博尔通古乡土豆……

这些“土产”，桂超凡一样也不敢马虎，

因为这是对品质的要求。

桂超凡学的是品牌管理专业，其实和

大盘鸡“一点都不沾边”。

他对大盘鸡的亲切感来源于父母。桂

超凡的父母经营着一处大盘鸡庄园。从鸡

的散养到烹饪，桂超凡经历过制作大盘鸡

的每一个环节。

如今，桂超凡依旧坚持着用散养土鸡

等传统原料制作大盘鸡。他向农户们收土

鸡、收蔬菜。靠着一道大盘鸡，不少农户

跟着桂超凡也赚到了钱。

如今，他的超凡系列沙湾大盘鸡也被

收入“丝绸之路非物质饮食文化遗产名

录”当中。

为了让大盘鸡走出沙湾，桂超凡还将

大盘鸡做成半成品再包装出售。经过反复

炒制、试吃和包装测试，结合网络销售模

式，桂超凡通过朋友圈销售产品。线下也推

出真空包装大盘鸡。过去一年，他销售出两

万只真空大盘鸡。光辣椒就消耗了两吨。

事实上，沙湾立足大盘鸡资源对产业

整合利用，强化区域融合发展，突破传统

畜牧业区划方式，畜牧业发展方向逐步明

晰，区域特色逐步显现。

这些年来，沙湾市加快发展大盘鸡养

殖基地规模化建设，加快辣椒、土豆、大

葱种植基地规范化、产业化建设，有效

发挥各乡镇自然生态优势，实现餐饮原

辅料及调料供应本地化和食品加工产业

化，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带动餐饮和食

品加工业发展。

同时，沙湾市深入挖掘自身餐饮美食

文化，提升餐饮文化品位，以“大盘鸡的发

源地”“中国大盘美食名城”等为着力点，

积极发掘沙湾大盘特色

餐饮的亮点，大打文化

牌，使“沙湾大盘鸡”成

为符号化品牌，让热腾

腾的沙湾大盘鸡越来越

散发“青春气息”。

新疆沙湾大盘鸡的“青春密码”

2013 年我从杭州贸易公司
辞职回家创业，成立景宁慕洋湖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从事“金奖
惠明茶”生产加工销售工作。作
为一名返乡创业青年，我深深扎
根在家乡的土地 10 年，通过规
模化、数字化的发展模式发展惠
明茶产业，提高茶叶产业溢价
率，打响惠明茶品牌，有效带动
了140余户村民增收。未来，我
希望能够成长为“农创客”先锋
榜样，带动更多鹤溪青年返乡创
业，深耕农文旅结合，在惠明禅
茶产业园发展上发掘出更多潜

能，凝聚青年活力，有机融合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提高茶产品质量，做大惠明茶品牌，探索“新茶
径”、品出“新茶味”，让惠明茶真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
的“金叶子”和青年返乡创业的新选择。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县鹤

溪街道敕木山村团支部

书记 雷彬彬

团江苏省东台市委书记

韦宇欣

音乐剧《三星堆》剧照。

剧组供图

今年的大盘美食文化旅游节现场开展了“前厨百店沙湾味，万人共品大盘鸡”活动。 沙湾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