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模板8篇)
演讲属于现实活动范畴。它是演讲家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判断
和评价，直接向广大听众公开陈述自己主张和看法的现实活
动。我们如何才能写得一篇优质的演讲稿呢？以下是我帮大
家整理的演讲稿模板范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
家有所帮助。

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篇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大家好!

在喜迎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又迎来我们湘菜盛典--第四届
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隆重启幕，这是我们湘菜行业的一大喜
事!

受湘菜美食文化节组委会邀请，很荣幸又回到家乡参加今天
的盛会，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北京湘菜协会，北京所有的湘
菜工作者，热烈祝贺第四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隆重开幕!

感谢家乡的领导和各界朋友对北京湘菜产业发展的关注与支
持!

北京的湘菜源于湖南，受益于湖南，湘菜的根在湖南，挑担
茶叶上北京，唱响了主席故乡情。高端湘菜冲刺京城，拉近
了湖南与北京的距离。湘菜是湘人的骄傲，是湖湘文化的重
要载体。辣椒文化突出了湖南人的霸气，色，香，味，型，
更体现了湘人的艺术，湘菜与其他菜系的和谐融合表现了湖
南人的友善和包容。近年来，在北京湘菜越来越受人欢迎，
与各大菜系的演艺也越来越精彩，湘菜粤做，粤菜湘吃，粤
吃越湘。这几年在北京大，小湘菜酒楼已发展了近几千家，
安排湖南人在京就业数万人之多，对拉动湖南农副产品生产



与输出作出了巨大贡献。湘菜产业链型成了一条致富之路!

我们北京湘菜协会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民富强省的宏伟目
标，积极响应和支持历界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活动，并配合
湘菜美食文化节开展了诸多活动，湘菜企业也通过湘菜美食
文化节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湘菜美食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弘扬湘菜美食，传播湖
湘文化，也是在宣传吃的艺术，打造艺术的吃，提升了湘菜
的规模，档次和品牌效应。推动了湘菜产业链的发展等。为
实现"弯道超车"民富强省，推波逐浪，为湖南的经济建设作
出特殊贡献!我们北京湘菜协会将引领北京的湘菜企业一如既
往的支持和参入第四界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我们将动员大
家积极参入消费券大派送活动，用实际活动来支持湘菜美食
文化节的圆满成功举办，把握历史机遇，积极参入到中国湘
菜美食文化节中，把美食文化节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
效益优势，产业优势，积极投入到民富强省的洪流之中。为
推动湘菜事业的发展促进湖南的经济建设作出努力和贡献!

最后，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大家身体健康，中秋
节快乐，祝第四界中国美食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

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篇二

我的家乡最著名的小吃非美味的云吞莫属了。每当品尝这令
人垂涎三尺的美食时，我就心旷神怡。

吃云吞时要有耐心，你如果心急，想一口吃掉一个，云吞非
把你烫的满嘴是泡。吃云吞也很有讲究，你既可以把皮和陷
分开来吃;也可以扎破了皮再漫漫吃。喜欢吃辣的客人可以放
些胡椒粉再吃。

国庆长假的一天，妈妈特意带我去黄师傅云吞店品尝那美味
的云吞。开始吃云吞了。只见这云吞皮包肉厚，色泽诱人，



各个长的鼓鼓的，让人看了真想一口猛吃一个。这时。我先
拿起胡椒瓶往云吞汤里撒胡椒粉，再挑一个最大的，小心翼
翼地用筷子扎破皮，顿时一阵香气袅袅地钻进我的鼻孔里，
我忍不住流下了口水。我先咬了一口皮，真是嚼劲十足。接
着一团红色的肉从云吞皮中顽皮地跑了出来。它似乎在调皮
地看着我。这时，我再也抵挡不住肉陷的诱惑了迫不及待地
咬上一口，那嫩嫩的、滑滑的感觉油然而生，让我不忍心把
那美味多汁的云吞咽下去，只想让云吞在口中漫漫回味。我
一连吃了七个，吃得我的肚皮涨得鼓鼓囊囊的。妈妈见我吃
得这么香，说我是个贪吃鬼。诶，谁让云吞这么好吃呢!我宁
愿是贪吃鬼，也要品尝这人间美食。回到家，云吞的香气还
溢满在口中呢!

怎么样，听了我的介绍，大家一定流口水了吧!大家快来品尝
这令人回味无穷的美食——云吞吧!

提起我的家乡双辽，这里不仅景色优美，而且各种小吃也很
是天下闻名，吃一口使你口齿留香，吃完后让你回味无穷。
东北饺子就是风味小吃之一，下面就和我一起品尝吧!

要想吃，必须要制作，我来教你怎么做，先去和一些面，把
面柔软，然后把面弄成一个小面团，再用擀面杖将小面团擀
成一张薄皮，擀好后就像一个大月亮。接着该做馅了，你喜
欢吃什么馅，就放什么，例如。我喜欢吃韭菜鸡蛋味的，就
去选一些上好的韭菜和新鲜的鸡蛋，把鸡蛋先炒好，然后在
放点调料，这样能让饺子更香，最后把拌在一起，馅就做好
了。然后，把擀好的皮拿出来，把馅包起来，把口封好，大
约在口上捏个七八下，不要把馅挤到外面，然后把包好饺子
一起放进锅里，接下来就是等待了。

我们盼望已久的饺子就要出锅了，心情也如煮饺子的水一样
沸腾了，不一会儿饺子熟了，像小元宝一样飘在水面，(切记
不要煮太久)可以从锅里捞出来了，瞧那晶莹洁白的饺子，白
白的，胖胖的，可爱极了，谁都忍不住想吃一口，那令人陶



醉的滋味在你的嘴里漫长地游行。俗话说：“坐着不如躺着，
好吃不如饺子”。咬开饺子，韭菜的芳香加上金黄鸡蛋的点
缀，真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

你来我的家乡，我请你吃这里的风味小吃——东北饺子，保
你大饱口福。快来吧!

我的家乡——美丽的江边城市黄石的土特产很多，有松花皮
蛋、“珍珠果”米酒、大冶的劲酒、地瓜干……最有名的要
算黄石港饼了。“不登矿山非好汉，不吃港饼真遗憾”，提
起黄石港饼，我们黄石人都会竖起大拇指的!

黄石港饼虽然远近闻名，但乍一看，不过是几块硬邦邦的干
饼子罢了，没啥特别之处。可这样想，你就大错特错了。轻
轻剥开包装纸，圆圆的黄石港饼露了出来。咬上一口，一股
沁人心脾的香味立刻飘散开来，一个劲儿地往你鼻子里钻。
只见港饼里面是一团浅黑、略带一点绿色的饼馅，外层是薄
薄的面粉“壳”，表面再裹上黑芝麻，真是外酥里嫩。糖馅
的浓香，加上面壳的清香，外带芝麻粒的幽香，真是让人垂
涎三尺。

今天爸爸妈妈带我一起购置食品，我又恳求他们买港饼吃。
我拿着港饼送到嘴边咬了一大口，然后在嘴里细细品
味。“嗯，真好吃!”我刚把一块港饼咽下肚，就不由自主地
赞叹到。两块，三块……一会，半盒港饼已经被我一扫而光。
吃完半天，依然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看着我的馋样儿，爸爸乐呵呵地对我说：“想不想再来几
块?”

“当然想，可惜肚子装不下了。”我有点儿恬不知耻的样子。

听到这里爸爸妈妈都哈哈大笑。虽说吃不下饼儿了，可望着
那半盒剩下的港饼，我还是口水往下流。



我爱家乡的风土人情，也爱家乡的土特产——黄石港饼!

中国的传统美食有很多很多，有饺子、汤圆、月饼、粽
子……然而我最喜欢的传统美食是——饺子。

我喜欢吃饺子，更喜欢包饺子。记得每年大年三十，还有冬
至来临的时候，妈妈都会包很多饺子，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然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去年那次自己包饺子的经历。

那是去年冬至的前一天晚上，妈妈说：“今天晚上我们一家
人一起包饺子吧!”我听了妈妈的话乐得一蹦三尺高，因为平
常包饺子都没有我的份，心想第一次包饺子一定要表现积极
一点。我迫不及待地拿起饺子皮，却不知从何下手。妈妈告
诉我：“先拿一块饺子皮，然后把一勺肉馅裹进皮子里，注
意初学都肉馅不要太多，再把饺子皮用水一点点捏起来。”
我弄清包饺子的方法后，就开始包了，一个、两个、三
个……我一口气包了好多个，看着自己包的饺子，有的像月
亮，有的像香蕉、有的像小船，心中无比地高兴。妈妈看了
还夸我包得好呢。准备下锅了，妈妈还特意把我包的饺子先
放进锅里，一会儿水开了，看着自己包的饺子在锅里跳来跳
去，馋得我直流口水，这时，我发现有两个饺子皮绽开了，
我看了看妈妈，妈妈笑着告诉我这是饺子皮没粘好造成的。
很快，香喷喷的饺子出锅了，我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饺子
虽丑，可吃到肚子里比蜜还甜。

中国传统美食——饺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学
会了如何包饺子。

佛跳墙是福州人都知道闽菜，而占据闽菜头把交椅的佛跳墙
就是我要向大家介绍的家乡美食。

关于“佛跳墙”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清朝某寺院旁有
一个聚春园酒家，一天大厨用山珍海味秘制的一道菜，做完
时香传十里，禅僧闻得其香，竟不顾佛门戒律，放下木鱼，



越墙前来觅食。故得其美名。

刚开始，我还不相信这个故事，可亲自品尝后才有所体会。
有一次爷爷生日，我们到位于东街口的聚春园吃饭，爸爸特
地点了佛跳墙，不一会儿，一个大坛子端了上来，服务员刚
打开盖子，浓香四溢，久久没有散去。我不禁产生疑
问：“这是用什么时候东西做的?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用鱼翅、
海参、鲍鱼、干贝、火腿、鸡鸭、羊等十几种食材做主料，
加之花菰、冬笋、绍酒、桂皮、姜片、白萝卜为辅料，经过
蒸、炸、泡等几种方法烹制，封贮于坛中，食前用谷糠皮文
火煨热，启坛时香传十里。我的天哪!这么多种食材，这么多
道程序，我可要好好品尝一下闽菜的头把交椅——佛跳墙。

我连忙用勺子舀了一碗，鱼翅入口滑嫩，海参有嚼头……吃
完后口齿留香，回味无穷，难怪寺中和尚越墙觅食。也难怪
佛跳墙扬名海内外，来福州的中外游客，无不以品尝“佛跳
墙”为乐。

今天的家乡美食，都要归功于家乡的先人，如果没有他们闽
菜能成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吗?所以，爱家乡的美食，也要爱
家乡，多了解家乡!

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篇三

我的家乡淮安有许多的小吃，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淮安的茶馓，
美味极了。

淮安茶馓是江苏省知名传统点心，历史悠久，驰名中
外。1983年获江苏省优质食品奖，1991年获商业部饮食业优
质品金鼎奖，1997年被认定为首届中华名小吃。如今，在许
多饭店和早点铺或菜市场上，馓子也以已成为常见食品，随
时可以买到。



本品采用优质原料，经过独特加工工艺精制而成，茶馓是用
红糖、蜂蜜、花椒、红葱皮等原料熬成的水和适量的鸡蛋、
清油和面，然后反复揉压，搓成粗条，捻成面团，搓成或抻
成由粗细匀称、盘连有序的圆条构成环状物放入油锅炸至棕
黄色即成。其色泽嫩黄，造型秀丽，松酥香脆、独具风味。

听说战国时期，寒食节禁火时食用的“寒具”即为馓子，那
时候，为纪念春秋时期晋国名臣义士介子推，寒食节(清明节
前一二日)要禁火三天，于是人们便提前炸好一些环状面食，
作为寒食节期间的快餐，既是为寒食节所具，就被叫做“寒
具”。

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寒具》的诗：“纤手搓成玉数寻，碧油
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褊佳人缠臂金。”

淮安的撒子真是名扬全国，让人垂涎欲滴，如果你也是一
个“吃货”，赶紧来我们的家乡吧!

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篇四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中秋节吃月饼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国的中秋节。这一天，人
们都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传说这有一段动人的
传说。

相传，七仙女在回天宫时，给董永留下了一个儿子。一年的
农历八月十五，董永的儿子被村里的小伙伴排挤，都说他是
个没有娘亲的孩子。董永的儿子很是伤心，便号啕大哭。哭
声惊动了天神吴刚，他悄悄地把登云鞋给了董永的儿子。董
永的儿子穿上登云鞋，飞到天宫。



七仙女再次看到自己的儿子，很是高兴!她亲手按照元月的样
子给儿子做了一个仙饼。后来，董永的儿子当上了官，非常
想念当年吃的仙饼，便号召百姓们都仿做仙饼。由于仙饼的
形状像圆月，所以人们把仙饼称作“月饼”。

直到今天，人们都吃月饼，以此表示自己心中对团圆的向往
与美好的憧憬!

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篇五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国相传已久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在这
一天，人们都要吃月饼，因为月饼象征着快乐、美满、和谐。

关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经过我上网调查，还有这样一段
动人的传说。相传，七仙女(化名小七)回填宫时给有着正义
董永留了一个儿子。后来有一年农历的八月十五日，那孩子
看到同村的小伙伴们在村头桂花树下玩耍，也想过去凑凑热
闹，哪知道不但没人理他，还骂他是个没妈、没教养的野孩
子。他委屈极了，便号啕大哭。哭声惊动了天神吴刚，吴刚
便悄悄拿出登云鞋，对孩子说：“如果你想妈的时候，就穿
鞋圆月下吧。”

董永的儿子在月光下穿上了登云鞋，飞到了天宫，七仙女见
了自己的儿子，又悲又喜，便亲手把嫦娥送的桂花蜜糖，拌
上花生米，核桃仁，做成馅儿，按圆月的样子，做成香甜的
仙饼，给儿子吃。玉皇大帝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命令麒麟
把董永的儿子馱回人间。

后来，董永的儿子当了官，就叫各州各县的人们在八月十五
日这一天都来仿做他在天宫时吃的仙饼，摆在月亮下，表示



对亲人的怀念。由于这种饼子就像月亮一样，所以后人便称
做中秋饼。

直到今天，每年的八月十五日的晚上，当一轮圆月挂在蔚蓝
的夜空，人们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心中总会憧憬。

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篇六

美食者，食者心美嘴爽也！美食的要旨在于色响味型，在当
今年代还要加上营养合理。所谓色香味型，就是看着养眼，
嗅着诱人，吃着爽人，而且造型要帅！所谓营养合理，就是
要搭配得当。我认为平实而不昂贵的，才能成为美食，健康
也很重要。关键是要用心来去烹饪。

中国菜以色、香、味、形俱佳而闻名中外。长期以来，广大
人民群众利用各种丰富的物产，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具有地方
风味特色的菜肴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烹调方法，从而形成了
中国独有的饮食文化。地方菜中比较的有京菜、川菜、粤菜、
沪菜等，都有自己的特色。如京菜擅长炸、溜、爆、烤，菜
肴取其脆、嫩，口味重于香鲜；川菜以干烧、干炒、鱼香、
宫爆最为突出，菜肴入味，口味重于酸、辣、麻、香等。这
些地方菜肴的不同风味特色，构成了我国烹调技术丰富多采
的景象。

山西的面食甲天下，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山西的特色，
刀削面。

刀削面是山西人民日常喜食的面食，因其风味独特，驰名中
外。刀削面全凭刀削，因此得名。用刀削出的面叶，中厚边
薄。棱锋分明，形似柳叶；入口外滑内筋，软而不粘，越嚼
越香，深受喜食面食者欢迎。它同北京的打卤面、山东的伊
府面、河南的鱼焙面、四川的担担面，同称为五大面食名品，
享有盛誉。



刀削而对和面的技术要求较严，水、面的比例，要求准确，
一般是一斤面三两水，打成面穗，再揉成面团，然后用湿布
蒙住，饧半小时后再揉，直到揉匀、揉软、揉光。如果揉面
功夫不到，削时容易粘刀、断条。刀削面之妙妙在刀功。刀，
一般不使用莱刀，要从特制的弧形削刀。操作时左手托住揉
好的面团，右手持刀，手腕要灵，出力要平，用力要匀，对
着汤锅，嚓、嚓、嚓，一刀赶一刀，削出的面叶儿，一叶连
一叶，恰似流星赶月，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白线，面叶落入
汤锅，汤滚面翻，又象银鱼戏水，煞是好看，高明的厨师，
每分钟能削二百刀左右，每个面叶的长度，恰好都是六寸。
吃面前，能够参观厨师削面，无异于欣赏一次艺术表演。

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篇七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

民以食为天。说起吃的，我们中国人最讲究了。年糕、月饼、
汤圆、粽子……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传统节日里爱吃的美食!其
中，我最爱吃的就是月饼了。十五的月儿圆，望着皎洁夜空
那越来越大的明月，我就知道吃月饼的日子不远了。

一想起吃月饼，我的口水分泌得就特别旺盛了。月饼吃起来，
外面有的甜，有的咸，有的里面有一个蛋黄，好吃极了!月饼
吃起来很美味，可做起来却复杂多了!说起做月饼，去年中秋
难忘的事儿就像放电影般涌现我脑海了。

去年中秋，我回老家和奶奶一起过度过了一个难忘而有趣的
中秋。一回到家乡，我就吵着奶奶做月饼。奶奶被我缠得没
办法，只好拿出很久没用的机器，并清洗干净，然后开始张
罗做月饼的各种材料：花生油、糖浆、焦糖、糖、盐、苏打、
面粉、水、豆沙、鸡蛋。一切准备就绪，就开始动工做月饼
了。奶奶先将水、盐、糖、苏打搅拌均匀，然后将糖浆加花



生油，用打蛋器搅拌，并加入适量的焦糖，最后成粘稠状的
面皮。紧接着，奶奶把面粉倒入月饼模，再放进面皮，然后
把豆沙放入面皮中，最后还要在面皮上撒入薄薄的一层面粉，
用力压几下，再左右敲打一次，就可以将成形的月饼打出来
了。最后单独取出蛋黄，打散，用刷子刷上一层蛋黄汁，然
后放进烤箱，用375度烤20分钟就可以了!经过焦急的等待之
后，一个金灿灿的月饼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望着自家做的月饼，我心里乐开了花。真希望每年中秋都能
吃到自家做的月饼。

我喜欢传统文化，比如春节﹑元宵节﹑国庆节……我都喜欢，
但我最喜欢的要数中秋节了!

每年八月十五日就是中秋节，一到这个节日远方的亲人就都
回来了，在家里的人早早就做准备，这个节日吃的都是圆的，
月饼圆圆的，像天上的月亮，代表家人团团圆圆。

月饼的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白糖的、豆沙的、果脯的、
五仁的……每种都是甜甜蜜蜜，每家买时都要买好几种，不
仅是为了品尝，主要是为了庆祝团圆、庆丰收、也为了家人
都兴旺。

这个节日年龄大的人还在月圆时，在桌子上摆上各种月饼、
水果和酒来供奉月亮希望亲人平安。

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秋节!

美食演讲稿的开场白篇八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喜迎建国xx周年大庆之际，又迎来我们湘菜盛典——第四
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隆重启幕，这是我们湘菜行业的一大



喜事！

受湘菜美食文化节组委会邀请，很荣幸又回到家乡参加今天
的盛会，借此机会，我谨代表北京湘菜协会，北京所有的湘
菜工作者，热烈祝贺第四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隆重开幕！

感谢家乡的领导和各界朋友对北京湘菜产业发展的关注与支
持！

北京的湘菜源于湖南，受益于湖南，湘菜的根在湖南，挑担
茶叶上北京，唱响了主席故乡情。高端湘菜冲刺京城，拉近
了湖南与北京的距离。湘菜是湘人的骄傲，是湖湘文化的重
要载体。辣椒文化突出了湖南人的霸气，色，香，味，型，
更体现了湘人的艺术，湘菜与其他菜系的和谐融合表现了湖
南人的友善和包容。近年来，在北京湘菜越来越受人欢迎，
与各大菜系的演艺也越来越精彩，湘菜粤做，粤菜湘吃，粤
吃越湘。这几年在北京大，小湘菜酒楼已发展了近几千家，
安排湖南人在京就业数万人之多，对拉动湖南农副产品生产
与输出作出了巨大贡献。湘菜产业链型成了一条致富之路！

我们北京湘菜协会为了落实省委，省政府民富强省的宏伟目
标，积极响应和支持历界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活动，并配合
湘菜美食文化节开展了诸多活动，湘菜企业也通过湘菜美食
文化节的影响大大提高了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湘菜美食文化节的成功举办，不仅是弘扬湘菜美食，传播湖
湘文化，也是在宣传吃的艺术，打造艺术的吃，提升了湘菜
的规模，档次和品牌效应。推动了湘菜产业链的发展等。为
实现“弯道超车”民富强省，推波逐浪，为湖南的经济建设
作出特殊贡献！我们北京湘菜协会将引领北京的湘菜企业一
如既往的支持和参入第四界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我们将动
员大家积极参入消费券大派送活动，用实际活动来支持湘菜
美食文化节的圆满成功举办，把握历史机遇，积极参入到中
国湘菜美食文化节中，把美食文化节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
优势，效益优势，产业优势，积极投入到民富强省的洪流之



中。为推动湘菜事业的发展促进湖南的经济建设作出努力和
贡献！

最后，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祝大家身体健康，中秋
节快乐，祝第四界中国美食文化节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