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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山海小城
非遗美食“馍”力十足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王哥庄
大馒头广受欢迎，品牌背后的品质与底蕴
是灵魂——悠久的历史底蕴、得天独厚的
特殊配方、严选把控的生产标准共同铸就
了王哥庄大馒头经久不衰的美誉，让每个
食客食指大动，直呼“吃不够”，自发成为
王哥庄大馒头的天然推介官。

麦香扑鼻、柔韧回弹、“黄金底”焦
脆……王哥庄大馒头拥有500余年的历
史，是见证王哥庄发展变迁的一块“活化
石”。“专供面粉+崂山水+手工揉+铁锅
蒸+木柴烧+传统工艺”的独特配方，加
上淳朴、勤劳、智慧的王哥庄人不断钻研
创新、精雕细琢，让王哥庄大馒头历久弥
新。

早在2009年，王哥庄街道便敏锐地
意识到，只有形成产业合力，抓实品牌口
碑，才能让这一非遗美食走得更远、行得
更稳。为此，王哥庄街道成立了特产办公
室，实施专供面粉和酵母补贴政策，扶持
大馒头从业者生产经营。政府通过招标
统一确定面粉专供企业，辖区企业商家采
购使用专供面粉，将按照使用量获得相应
补贴，以此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投入，把好
大馒头“原材料关”，系好“第一颗纽扣”。

2023 年，王哥庄街道开展了《王哥
庄大馒头团体标准》编制工作，为产品品
质设下“一把尺”，还不定期对企业商家
和面粉厂进行抽检，让“品质为先”成为
人们心中的“一杆秤”。

不仅如此，王哥庄街道发挥“人心
齐，泰山移”的团结精神，实现资源共享、
抱团发展。启动了电商孵化营，不断延
伸“线上+线下”产业链。鼓励龙头企业
发挥带头作用，帮助小商户拓宽营销渠
道，成立了王哥庄大馒头协会，实行“农
户+协会”模式，已带动3000余名妇女就
业。现如今，在王哥庄街道共有5000余
人从事大馒头产业，占王哥庄常住人口
的10%，大馒头真正成了致富“金饽饽”。

插上逐梦之翼
“朋友圈”遍布全国各地

如果说过去的王哥庄大馒头是青岛
人餐桌上的“常客”，如今的它已然成了
青岛特色的“代言人”。王哥庄大馒头不
仅远销全国各地，甚至连海外的华人商
店里，都能找到它的身影。除此之外，王
哥庄大馒头的销售战线也由秋冬延展至
四时皆备，不再局限于“年货宠儿”，而是
全年的人气明星产品。老树亦能发新
芽，王哥庄大馒头产业持续焕新，背后的
秘诀不由令人好奇。

“新”字当先，紧跟潮流前线。果蔬
内馅、馒头花束、卡通动物……王哥庄大
馒头花样不断推陈出新，在保留传统制
作技艺的基础上，既有高“颜值”，内里也
蕴藏乾坤，以果蔬汁调味又或是藏着天
然健康的馅料，层层惊喜在唇齿间绽
放。如今，王哥庄大馒头已经有 100 多
个花色，只凭梳子、筷子、剪刀等简单工
具，栩栩如生的形象就跃然于面团之
上。“我们现在除了推出各种婚庆、祝寿、

年礼系列花样馒头，每逢妇女节、端午
节、中秋节等节日也会设计相应的花
样。”青岛何记久香园总经理荆长艳介
绍，在流行定制化、个性化的消费趋势
下，王哥庄大馒头与时俱进，根据顾客的
个性需求设计制作花样馒头，“就像大家
订做蛋糕一样，客人可以沟通自己的想
法创意，由我们来研究可行性。”

多 渠 道 销 售 ，电 商 线 下“齐 头 并
进”。青岛早报记者了解到，随着快递运
输日益发达，大馒头的销售也进一步突
破了地区的限制。王哥庄街道不少大馒
头生产商家都在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在
保持线下客流稳定的情况下，着手布局
电商销售、私域引流。在某购物平台搜
索“王哥庄大馒头”，最为火爆的“崂味
道”达到了月售4000多单的销量。鼎盛
香甜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崔雪娇告诉记
者，近两年来，公司正发力推进微信小程
序、微店、抖音等线上平台销售，大馒头
订单最远发到了新疆、西藏等地。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崔雪娇还收
到了一份出乎意料的订单，这也让她又
一次直观地感受到线上渠道的潜力：“一
位青海的顾客突然下单了 2000 多元的
大馒头，打算当做中秋礼物送给朋友们，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顾客操作错误，还打
电话过去确认了一番。后来我们沟通好
用顺丰冷链空运过去，两三天后对方就
收到了大馒头，还特别新鲜。这位顾客
后来又连着买了好几次。”

除此之外，王哥庄大馒头积极“走
出去”。记者注意到，在各类展销会
上，王哥庄大馒头的身影十分活跃。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王哥庄大馒头
产业越来越红火了，我们作为手艺人
也愈发意识到自己肩负着推广非遗美
食的责任，现在大家更为主动地带着
大馒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而不是被
动地等待游客来旅游时作为伴手礼购
买。”崔雪娇说，由于王哥庄大馒头无
任何添加剂，在夏季保质期短，跨区域
销售相对来讲更容易受影响。为了应
对这种情况，公司在今年暑期和各大
商超合作，每天现做大馒头直接运到
中山路、台东步行街等客流密集的区
域进行线下直销，取得了良好成效，实
现了王哥庄大馒头与商超的“双赢”。

振兴未来可期
产业发展前景动力强劲

经过多年协力发展，王哥庄大馒头
完成了从餐桌面食到特色经济“领头羊”
的华丽转变，成为乡村振兴、增收致富的

“金饽饽”。但王哥庄大馒头的辉煌产业
故事仍不止于此，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
些期待？

持续加深农文旅融合。对于王哥庄
大馒头相关农文旅项目的探索，荆长艳
做了不少尝试：一方面，依托“山海小城”
王哥庄的山水胜景与王哥庄大馒头响当
当的“招牌”，荆长艳开起了“久香园”民
宿，在这里，住客可以每天品尝到不同的
花样馒头面点，还可以沉浸式领略王哥
庄大馒头热气腾腾出锅的欢腾场面。另
一方面，自 2023 年以来，荆长艳尝试做
起了王哥庄大馒头研学课程，不仅吸引
了更多人一探王哥庄大馒头的魅力，也
在潜移默化之中培育了更多“传承人”。

“大馒头课堂的人气越来越高，去年一堂
课可能只有六七个人，今年最多的时候
一星期有大概70人来上课，体验亲手做
馒头的乐趣，一些家长很喜欢带孩子来，
提升孩子的动手能力的同时，也能教育
孩子珍惜粮食。”

非遗文化匠心传承。荆长艳发现，
除了企业团建、宝妈拓展副业、学生研学
以外，近年来还有不少大学生特意来到
王哥庄学习大馒头制作技艺，又或是专
门拍摄毕业作品、主动在短视频平台宣
传王哥庄大馒头，“馒头二代”正逐渐崛
起成为非遗技艺传承主力军。“教大家做
馒头时和这些年轻人交流了不少，明显
感觉到年青一代越来越重视非遗文化，
同时愿意身体力行深入学习，再把非遗
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我打心底里感到欣

慰。甚至有来自清华、北大的学生特意来
到王哥庄近距离学习观察。”荆长艳说，来自
各地的年轻人心怀热爱，学习王哥庄大馒头
制作技艺后，又将融入更为新颖的创意，协
力让王哥庄大馒头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在
今年的王哥庄大馒头文化节上，王哥庄街道
也将借此契机为王哥庄大馒头注入更为丰
富的文化内涵。推出“馒”好看的花样馒头
古风秀禾主题走秀以及展出国风主题馒头，
继续摆起的“山海王哥庄”花样馒头长桌宴，
打造出一幅王哥庄大馒头景观画卷，展现和
美乡村新面貌。还会为崂山区百岁老人送
上孝贤礼，通过传承孝道文化，传播文明家
风，大力倡导移风易俗。王哥庄街道将联合
崂山区文联，围绕大馒头产业及王哥庄进行
文艺采风创作活动，邀请艺术家们以诗歌、
歌曲、散文、书画、摄影、剪纸等丰富多样的
创作形式，以节庆为媒，为王哥庄的文化和
艺术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征程万里阔，奋斗正当时。近年来，王
哥庄街道聚焦自身发展优势，立足产业特
色，整合优势资源，打造特色品牌，提高核
心竞争力，赋能产业升级，形成了“政府搭
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的发展模式，推动
产业增效升级，让大馒头结出“甜蜜果”。
今年的王哥庄大馒头文化节将于9月22日
至10月22日举办，以“这Young的王哥庄”
为主题，围绕“年轻化”设置了九大“馒系”
板块，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新
模式。我们期待，王哥庄大馒头将乘风勇
进，“馍”力全开，续写崭新的“山海故事”。

本版撰稿摄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姜丹宁

从“不产一粒小麦”，到产值上亿、享誉全国……

王哥庄大馒头
何以成“顶流”

近日，奥运冠军陈梦回到家乡青岛接受采访时收到了一块用馒
头做的“金牌”。不少网友纷纷感慨“如果蒸馒头进奥运，青岛还能
再多块金牌”。

9月22日，专属于大馒头的狂欢节——第十一届王哥庄大馒头
文化节将火热来袭。截至今年8月底，王哥庄街道生产馒头1.1万
吨，产值约1.2亿元。从“不产一粒小麦”，到产值上亿、享誉全国，王
哥庄大馒头为何愈发“火出圈”，成为全年明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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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馒馒一家人”IP形象。

市民购
买的王哥庄
花样馒头。

王哥庄花样
馒头“生日蛋糕”。

王哥庄大馒头花样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