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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乡村振兴

早报11月30日讯“我从小就喜欢
吃萁馏，越嚼越香，以前都是在快过年时
才能吃到，是最有年味的干粮了。”作为
崂山区北宅街道年龄最大的寿星，102
岁的下葛场村村民尹德官聊起萁馏来兴
致十足。

11月30日，“激发非遗活力，创造美
好生活”崂山手造产品暨崂山非遗文化

“五进”活动启动。当天，崂山区第七批
区级非遗项目公布，北宅萁馏、崂山甜晒
海鲜等13个非遗项目上榜。

北宅萁馏有年的味道

北宅萁馏经过一百余年的发展，在
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在生产工艺和
配方方面都有改进，选用优质的地瓜干
用石碾碾碎制成地瓜面，用颗粒饱满的
黄豆加入崂山水浸泡12个小时以上，用
石磨磨出白花花的豆浆沫，再加上黑豆、
玉米粒、花生等粗粮，手工反复揉捏，揉
和均匀并捏出近似谷仓的形状，放入蒸
锅蒸上 50 分钟左右，混合着地瓜、豆浆
的清香，热腾腾的萁馏就出锅了，豆香四
溢，口感甜美。

北宅街道文体中心负责人王雅娟介
绍，萁馏是北宅当地特产，也是老一辈北
宅人经常吃的食物。在物资匮乏的年

代，农村家庭都种植地瓜、花生、豆类等
粗粮作物，勤劳的山里人便用最朴素的
食材调配出一份回味良久的健康和甘
甜。捏萁馏的过程又被称为“滚萁馏”，
农历新年“滚萁馏”是崂山一带的习俗。

北宅萁馏成网红面食

“我们前期调研发现，北宅萁馏现主
要分布于北宅街道内上葛场村、下葛场
村、河东村等周边地区，多采取‘农家
宴+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成为当地农
民灵活就业、脱贫致富的一个掘金点。”
王雅娟说。

在调研中，王雅娟还注意到一个生
动的细节，在过去，萁馏作为年前年后餐
桌上不可缺少的面食，一般家庭都会在
年前蒸上几锅，蒸熟后晾好放到温度适
宜之处，可以一直吃到元宵节。正月二
十五“填仓节”时再蒸一锅，取其吉祥寓
意，祈盼全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随着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萁馏也从
原先的稀罕物变成了寻常物，特别是伴
随着网购、同城快递、农特产品展销会、
北宅农特产品大集等销售渠道，作为北
宅主要特色农产品之一的萁馏，因为花
样繁多，又是健康食品，逐渐受到越来越
多年轻人的欢迎和喜爱，不仅提高了北

宅农特产品的价值和知名度，更使民俗
文化得以传承发扬。”王雅娟说，现在有
的农家宴一年能卖出上万个萁馏。

王雅娟介绍，北宅物产丰富，加工萁
馏所用的地瓜、黄豆、花生等都是当地原
生态的产品。北宅萁馏的制作手艺在当
地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多数中年妇女
都会制作，再加上作为传统面食本身自
带流量，有着非常广的消费群体，值得进
一步挖掘背后的民俗特质，让北宅萁馏
变成新时代的网红产品。

在街道的支持下，下葛场村经过前
期摸索，利用真空技术解决了萁馏包装
难题，既保存了萁馏的原本味道，又实现
了长期保存。“下一步，我们想在村里建
设萁馏非遗工坊，展示北宅萁馏的加工
工艺，推动传统食品加工产业发展，进而
实现居民增收、产业增效、社会增益的目
的，助力美丽乡村建设。”下葛场村书记
段华说。

“非遗+产业”协同发展

崂山区在全市率先出台《崂山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认定奖励

（扶持）办法》，对新入选国家级、省级、市
级、区级项目分别一次性给予 5 万元、3
万元、2万元、0.5万元奖补。近年来，区

财政累计投入50余万元、争取市级以上扶
持资金 80余万元分别对 50余个非遗项目
和 4 个重点项目予以扶持，激发了非遗传
承活力，保障非遗可延续性发展。

同时，通过与高校合作深挖历史资源，
加大挖掘传承力度，新评省、市级非遗项目
数量均位居全市前列。截至目前，崂山区
共搜集整理非遗线索17大类1200余条，项
目资源200余个，拥有崂山民间故事、崂山
道教音乐、螳螂拳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3项，崂山道教武术、崂山绿茶制作技艺
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项，峪夼柳腔、海
蜇加工技艺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3项，
以及51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7名市级
非遗传承人。

当天，崂山区公布了万里江茶有限公
司、若七珠宝博物馆等 9 家崂山区首批区
级非遗工坊。崂山书院、晓阳春茶空间、浮
山窑陶瓷艺术博物馆等6家单位入选市级
非遗工坊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延
续着文化血脉。崂山区正围绕“做好非遗
系统性保护”和“推动非遗兴起来、活起来”
两项重点工作，通过“展、演、传、教、建、特、
创”等方式强化培育非遗在社区基础，赓续
非遗薪火，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于伟东 徐乐）

早报11月 30日讯 作为国家地理
标志农产品，青岛市即墨区的6000多亩
金口芹菜迎来了一年中的收获季。11
月 30日，初雪乍飘，金口镇南阡村 15个
芹菜种植大棚里，一棵棵芹菜长势正旺，
放眼望去绿油油一片，农场负责人孙思
朋正热火朝天地协调工作人员出菜、装
箱、发货。

瑞雪飞芹菜脆

“这 600 单、1300 多斤货都是通过
线上渠道采买的，他们的货量大，对时
间要求很严格，必须提前一天准备好，在
约定的时间必须送到。”孙思朋介绍，今
年气候湿润，病虫害少，加上温度适宜，
所以芹菜长势格外好，亩产量达到10000
斤，比往年增加1000余斤。以往都是线
下供货，今年10月中旬开始，农场里也尝
试着给线上商家供货，因为出货量大，除
去成本、包装、运输等费用，效益还不
错，后期还会与盒马鲜生等网商合作。
记者在金口芹菜种植基地看到，外面飘
起了雪，温棚内却是一派丰收的景象，
菜农将绿油油的芹菜分拣装箱准备起
运配送。

“大棚芹菜一进腊月就会进入销售
的高峰期，一天出货量能达到7000斤到
10000斤左右，一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
份。”正在大棚里查看芹菜长势的菜农孙
淓发边拨弄着芹菜边告诉记者。

育苗、种植、施肥、除虫、采收、包装、
运输……这一条龙的生产过程在孙思朋
看来，每个环节都十分重要。“老百姓餐

桌上的食物，不容许有半点马虎。我们
整个产业链条都实现了无公害标准化生
产操作和全程的系统监管。包括我们用
的有机肥和杀菌剂，都是进口品牌，不含
任何有害成分，农场还建有自己的农残
检测实验室，检测合格的芹菜通过线上
线下逐渐实现多元化销售。”孙思朋的精
心管理，加上诸多网商平台的助力，“金
口芹菜”在青岛、潍坊、上海、北京等建立
了广泛的客户群。

“芹香”不怕巷子深

“金口芹菜吃起来很脆，尤其是到了
腊月，天越冷吃起来感觉越脆甜。”据介
绍,金口镇有着 300多年芹菜种植历史，
其独特的海滩盐碱地，经五龙河、南阡
河、莲阴河三条主河道天然淡水冲浸，生

成酸碱适宜的土质，非常适合芹菜种
植。孙思朋回忆，2001 年，他种植了两
三亩大田芹菜，产量上不去，一年到头挣
不到钱，那时候他的心情起伏犹如过山
车。2013年，孙思朋联合朋友注册成立
了青岛国梦家庭农场，以每亩 700 元的
价格从周边村庄承包 300 亩土地，科学
种植后，每亩芹菜产量能提高到3吨，经
济效益有了极大提升。

2017年年底，即墨区金口镇政府牵
头成立了金口芹菜行业协会，吸纳会员
单位7家、个人会员60名，有效推动资源
整合，促进金口芹菜标准化种植、品牌化
发展。2020 年 4 月，经国家农业农村部
审定，准予金口芹菜使用农产品地理标
志公共标识，进一步打响“金口芹菜”商
标品牌。

从一家一户分散式种植，到标准化、

规模化种植，金口镇芹菜产业完成了一次
大变革。“国梦家庭农场种植的芹菜加入到

‘金口玉芽’品牌阵营中，‘芹香’再也不怕
巷子深了。”孙思朋说。

金口镇为完善金口芹菜的产业链，加
大扶持力度，支持鼓励专业种植合作社对
芹菜进行深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谈
及下一步的打算，孙思朋看着投资 500 余
万元正在加紧施工的冷库满心期待：冷库
建成后，不仅能对外销外运产生调节作用，
还可以为周边农户提供就近储存的便利。
同时，他还想与加工企业合作制作芹菜汁
和冻干芹菜梗，拓展芹菜产业链，进一步做
大做强“金口玉芽”品牌。寒冬到来，孙思
朋信心十足地看着田里又一批刚刚露头的
小芹菜苗，目光坚定而有力……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孙一丹 孙 静 摄影报道）

换“良方”！金口芹菜“质”“量”双提升
即墨6000多亩金口芹菜丰收 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网销至全国

北宅老味道焕发“新食尚”
“北宅萁馏”上榜崂山区级非遗项目 崂山非遗文化“五进”活动启动

金口菜农收获芹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