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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刘晓伟
本报通讯员 陈楠

随着年关的临近，传统美食红薯
粉条迎来了热销。阳谷县侨润街道国
庄村世代传承着粉条加工技艺，历史
超过百年。随着时光的流转，一家家
粉条小作坊迎来发展新机遇，现代化
的生产线与古老的手艺在这里融合，
不仅保留了传统工艺的精髓，更实现
了产业升级，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生
动写照和亮丽名片。

1月13日，走进国庄村的粉条加工
车间，干净整洁、自动化生产设备井然
有序运作的场景映入眼帘。这个传统
粉条加工村庄，在现代化设备的助力
下，焕发出新的生机。

国庄村一直以来都以其优质的粉
条而闻名。然而，几年前，这一传统手
艺却面临困境。国庄村党总支书记、
村委会主任国金尚说：“2016 年之前，
我们国庄村的粉条加工户只剩下 11
户，年产量只有5万公斤，价格也特别
低。”

为守住百年传承，在侨润街道的
倾力扶持下，国庄村成立国庄粉条合
作社，并于 2016 年 10 月成功注册商
标。自此，国庄村粉条实现统一包装、
销售，构建起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品牌化销售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为
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经过三年的不懈努力，我们村的

粉条产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飞跃。”
国金尚自豪地说，“年产量从最初的 5
万公斤增至200万公斤，村民的收入也
水涨船高，从最初的不愿意干，到每家
每户都要干。”

秉持“抱团发展、集约经营”的理
念，国庄粉条产量与销量齐飞，实现了
跨越式增长。如今，国庄粉条合作社
的社员已经发展到38户，粉条年产值
突破3000万元。村集体收入从几乎为
零提高至每年50万元，有力带动了村
民增收致富。

“每年从 8 月份开始，忙活 4 个多
月，我就能挣十几万元，粉条加工让我
们的日子越变越好。虽然得下力气，
但看着自己做的粉条卖得越来越好，
钱包也越来越鼓，心里就特别踏实。
希望将来咱们的粉条能卖到更远的地
方，让更多人知道国庄村红薯粉条，也
盼着大伙的日子越过越甜。”有着二十
多年粉条加工经验的国庄村村民苏玉
平分享着她的幸福生活。

侨润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
主任魏义阳表示，在聚焦国庄粉条产
业发展的同时，侨润街道充分利用自
身优势，依托乡村振兴项目，打造集特
色种植、传统美食、乡村研学等于一体
的三产融合项目。下一步，将继续强
化政策支持、深化品牌建设、拓展产业
链条、加强人才培养，实现更高质量的
集体增收、群众致富，全力推动乡村振
兴再上新台阶。

百年传承焕新生

■ 文/图 本报记者 孙晓宇
本报通讯员 孙佳楠

1 月 12 日中午，阳光照射在阳谷
县李台镇王申楼村王家巧嫂合作社门
前的广场上，一坛坛西瓜酱豆酿制缸
整齐摆放，一阵阵酱豆香味扑面而
来。“今年的天气好，光照充足，肯定能
有个好收成！”王家巧嫂合作社负责人
王玉怀高兴地说。

酱豆，也称豆豉，是一种留存在许
多人记忆里的传统美食。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蔬菜品种和产量还比较贫
乏的时期，酱豆因其所需食材常见易

得，成品味美耐贮存，而成为农村家庭
餐桌上的美味。

“酿制酱豆工序复杂，而且只能在
每年的伏天生产，所以以前都是自己
吃或者送给亲戚朋友。”回想起往事，
王玉怀不禁更加感叹如今的生活是越
来越好。

王申楼村村民以王姓居多，明末
时期，王姓先祖王海自安徽省灵璧县
迁徙至此。王姓后人保持了安徽菜系
多盐重色的口味风格，利用当地优质
大豆，腌制出美味酱豆。

王氏第二十三世孙媳曹巧玉是王
氏家族酱豆酿制工艺的传承人。曹巧

玉说：“以前做酱豆可麻烦了，每年的
伏天，将浸泡后的大豆煮熟，拌上面
粉，铺设麻叶，做好保温，再经过 7 天
筛选出干净菌豆，在立秋三天后至一
周时间内，按照我们祖传配方，将干菌
豆、西瓜皮瓤、姜丝、花椒、大头香等原
料装坛，坛口用泥巴糊严密封，经过晒
坛 128 天和厌氧发酵过程，全天然配
方酿制的西瓜酱豆才算成功。”

为发展这一传统技艺，王申楼村
党支部领办成立合作社，通过集体入
股和个人入股相结合的方式，充分盘
活村内各类资源，既保障农户收益，又
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成功探索出一条
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我们建有标准化生产车间，招募
了固定经营人员，设置酿制缸 140 余
口，年产量超七万斤，实现了大规模生
产。而且，为了让酱豆这种传统美食
适合现代人的味蕾，我们已经创新出
五香、微辣等口味，更好满足不同消费
者的需求。”王玉怀说。

王家巧嫂酱豆以其独特的家乡风
味成为在外地工作的阳谷人眼中的

“香饽饽”。“每年过年，他们都是几十
箱几十箱地往回带，有在东北的、有在
上海的、有在陕西的……除了自己留
着吃之外，他们还把酱豆当成过节礼
物赠送给朋友，很受欢迎。”在合作社
上班的村民白桂平自豪地说。

王家巧嫂合作社顺应电商发展潮
流，邀请电商达人、致富能手现场授
课，挖掘培育出一批“村播”电商能人，
拓展了线上市场空间，让酱
豆香味越飘越远。

酱豆“香”约致富路

■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目伦

寒冬腊月，室外冷风飕飕。茌平
区振兴街道五里村的馒头房里热气
腾腾，水汽氤氲中弥漫着小麦独有
的香气。“马上过年了，订单量猛增，
我们正加班加点赶工。”1 月 13 日，振
兴街道五里网格党支部书记刘兵
说。

五里村位于茌平城区东南，南邻
济聊高速，总人口 1045 人，耕地面积
2000 多亩。刘兵告诉记者，2023 年 5
月，村党支部班子进行了调整，履职
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在村党支部
的带领下，村里整合优化村内资源，
探索乡村振兴发展路径，大力发展
馒头产业，集体经济不断壮大。一
年多时间，村里交出了富民强村的
亮眼“答卷”，五里村从曾经的落后
村变成了如今的先进文明村。

2024 年 1 月，五里村义合签子馒
头合作社成立。合作社由网格党支
部领办，采取“党支部牵头+村民入
股+合作社销售”的产业模式，主要
从事馒头生产、销售。经过一年的
发展，馒头生产加工变成了村集体
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目前，合作

社年产签子馒头 50 多万公斤，集体
增收达 50 多万元。生产的馒头除满
足周边村庄需求外，还供应到茌平
城区各大超市、菜市场，省外也有部
分订单，真空包装后通过电商销售。

“我们采用传统的生产工艺，发
面用的是酵面头，保留小麦原有的
味道。此外，从面粉加工到馒头生
产、销售都有据可查，每批样品都进
行留样检测，充分保证了食品的安
全。”刘兵说。

合作社还整理了馒头的起源、馒
头的传说，打造了“义和”品牌，营造
出浓厚的文化氛围。相传 1899 年，
义和团首领朱红灯屯扎五里村，招
兵买马，习练义和拳，吸引无数青年
踊跃加入。当地群众为了感谢义和
团英勇之举，集资购买大量面粉，创
办了馒头房，保障了义和团给养，这
段佳话流传至今。

馒头产业有了可观的收益后，合
作社又积极投入粽子生产工作，打
造“五里粽子”品牌。目前，平均日
产粽子 1600 个，预计年收入 15 万元，
为村集体增收 3.1 万元。刘兵表示，
今年计划上一些新产品，像窝头、萁
馏等。

馒头产业蒸蒸日上，为 30 多名
村民创造了就业机会。村民们无需
出村，就能实现家门口就业，月收入
3000 元以上。“平时，我们每天凌晨 3
点开始和面，上午 9 点蒸完，下午 4
点开始发面。一天能做签子馒头上
万斤，虽然有点累，但很开心。”村民
王德友说。

产业兴旺不仅鼓起了村民的腰
包，还提升了村庄的颜值。2024 年，
五里村积极争创“市级美丽乡村”，
投入资金整治荒地和坑塘，改善人
居环境。通过“三资”清理，村民房
前屋后 7 亩多荒地、坑塘和沟渠得到
改造，并以“四议两公开”的方式发
包给农户种菜，这种方式不仅使村
容村貌得到很大提升，还增加了集
体收入2.1万元。

“新的一年，我们在做大做强做
优馒头产业的同时，进一步延伸馒
头产业链条，积极探索‘义和馒头’
与‘义和咸菜’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下一步，我们将开发水饺、芝麻盐等
新产品，打造‘白+黑’组合创新产
品，实现‘1+1＞2’的农产品价值，促
进集体增收、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刘兵满怀信心地说。

蒸蒸日上新年景

编 者 按

乡 村 作 坊 很
“小”，往往规模只有
几个人甚至夫妻搭
档，是乡村经济肌体
中不可或缺的细胞；
作坊又很“大”，它们
蕴含着烟火气，承载
着乡愁记忆，不但关
系着人们的日常饮
食，更连接着无数从
业者的生计。今日，
本报聚焦散落在鲁西
大地上为数众多的乡
村作坊，推出“小作
坊 大作为”专题报
道，探讨小作坊如何
成长为乡村新业态，
敬请关注。

王申楼村的西瓜酱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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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颖

助力乡村振兴，家庭工场圆梦。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像粉条、

馒头、酱豆等很多传统美食都来自小
作坊，这些美食中承载着乡土情怀，
让外出的游子思念家乡，也让远方的
游客心生向往。如何呵护这些舌尖
上的记忆，让老手艺代代传承，让小
作坊发展壮大，并逐渐成长为承载着
乡村记忆的传统产业？2024 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推动重点村发展乡村
作坊、家庭工场。

大力发展乡村作坊、家庭工场，有
利于让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可谓

“一子落而满盘活”的破题之策。在江
苏高淳，红宝丽集团历经36 年稳扎稳
打，从一个濒临倒闭的小作坊，发展成
享誉国内外的化学新材料产业集团。
在浙江余杭，通过对接中国美院、杭州
师范大学等就近高校资源和本地人才
资源，陆续建立了中泰竹笛、自然造物
等传统工艺工作站（基地），走出了乡
村振兴和非遗融合的致富路。在济南
章丘，一批“干净、卫生、可溯”的小作
坊“华丽转身”，注册成为企业，走出了
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天地……这样的

“示范作坊”“标杆作坊”正在不断壮
大，在确保“老手艺”得到传承的同时，

留住了乡愁，撬动了乡村产业振兴。
实践证明，助力乡村作坊圆梦，对

推进乡村振兴、助力农民就地就近就
业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
义。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特
色手工制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在我们
聊城，凭借着对匠心精神的坚守以及
积极回馈社会的担当，国庄粉条等乡
村作坊在自身发展中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社会效益的双丰收，也为农业转型
升级树立了新标杆。

对乡村作坊的保护和支持，是乡
村振兴不可缺少的内容。乡村作坊、
家庭工场贴近乡村实际，土地、人力等
要素成本较低，是农民创新创业的极
佳选择。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深化县、
乡、村三级联动，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
乡村产业的新途径、新模式，加大扶持
力度，强化要素投入，坚持“多予、少
取、放活”的政策导向，在准入、信贷等
方面给予扶持，帮助小作坊做大做强、
转型升级为食品生产企业，进而实现
地方特色品牌化，点燃集体经济发展
和群众增收致富新引擎。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乡
村作坊可以说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初级
形态，期待相关部门加大支持力度，帮
助它们不断成长壮大，为乡村全面振
兴、县域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让作坊走出深巷

走好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