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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秦承娇 张汶宁 秦浩

状如细筷，黄如脂
玉，尾部一点嫣红，咬一口
酸甜兼备、清新爽口。在
日料店，刺身、寿司上桌
后，旁边小碟里往往会摆
放一支姜芽，用来爽口解
腻，丰富食客口感。

这些姜芽绝大部分
产自岱岳区下港镇保家
庄食品有限公司。“我们
每年可生产1.2 亿支姜
芽，销量占国内市场的
80%左右，占日本市场的
70%以上。”该公司总经
理朱玉鹏说。

现代化立体温室被一扇扇厚重的铁门分割开来，门口的控
制器显示着温室内的温度、湿度等数据。铁门背后，嫩黄的姜芽
躲在漆黑、温暖的环境里卖力地生长着。据朱玉鹏介绍，2000
多公斤小黄姜大概能产出成品姜芽10万至12万支。目前，该公
司种植基地已建成温室88个，立体种植面积达2万平方米。公
司还联合周边种植户共同生产，每年可生产1.2亿支优质姜芽，
产值近2000万元。

“生长姜芽的小黄姜是从云南精挑细选运过来的，不带一丝
农药残留；温室里培育姜芽用的是河沙，培育过程中我们只进行
温度、湿度控制，不使用任何肥料。”朱玉鹏说，一批姜芽大概45
至60天就能收获。无论是种植基地还是合作户的温室，都严格
按照公司统一的品种和技术操作规程进行种植和管理，确保原
料供应的品质和效率。

收获后的姜芽经过挑选、分级、切割等初加工，随后进入上
色、腌制、晾晒等环节。在包装车间，一根根红黄相衬的姜芽平
整摆放，十分喜人。目前，公司产品涵盖温室姜芽、大田姜芽、
刀豆花、姜丝、姜片、腌渍大蒜等近20个品种，主要销往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广泛出口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
地区。

如此高的市场份额背后，是企业独辟蹊径选好赛道的结
果。“姜芽作为食品配菜，一般大企业不屑于生产，这给我们提供
了机会。”朱玉鹏介绍，从1998年起，他的父亲便开始做姜芽生
意，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后来朱玉鹏了解到日本的市场需求，便
接过父亲的担子，开始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姜芽等产品。

生产车间内，机器隆隆运转，金黄色的姜芽和姜片不断涌
出。对于朱玉鹏而言，这将是一个忙碌的新年——公司的订单
已排到4个月以后，一瓶瓶、一袋袋清爽可口的姜芽亟待打包装
车，带着泰安的独特味道，源源不断地送至海内外各地的餐桌。

日式料理配的是“泰安姜芽”

冬藏万物知寒时。
东平县梯门镇东瓦庄村
2000多亩设施大棚内，
一棵棵嫩生生的哈密瓜
幼苗正在温暖的泥土中
努力扎根。

“等到春天，就能吃
到咱自己种的哈密瓜
了，口感一点不比新疆
的差。”东瓦庄村党支部
书记王兴宝喜滋滋地
说，哈密瓜瓜期长，通过
错茬种植，可从4月份一
直采摘到11月份，亩产
可达五六千斤，亩均收

益超过3万元。
然而，这份“甜蜜”产业，对于祖祖辈辈种植小麦、玉米等

传统作物的东瓦庄村村民来说实属得来不易。“2016年，村
‘两委’多次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最终确定了发展
特色农业的方向。”王兴宝说，村“两委”带头流转土地、建大
棚，带动村民共同致富。2017年5月，东瓦庄村第一批哈密
瓜上市，意味着哈密瓜顺利“迁居”东平。由于经验不足，第
一批哈密瓜品相一般，但胜在口感香甜。全村人齐心协力，
最终销售一空。

东瓦庄村得出经验，“酒香也怕巷子深”，想要产业发展
得更好，关键是叫响品牌。东瓦庄村成立了东平县果蔬康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并注册“馋嘴王”商标。为了搭上互联
网“快车”，该村还建立了瓜果网上销售中心，聘请专业技术
人员和销售人员驻村指导。2020年，东瓦庄村哈密瓜被评为

“泰安市知名农产品品牌”。“瓦庄瓜”名气渐响，瓜果客商纷
纷上门。

目前，东瓦庄村投资6000多万元建设了高标准钢架结构
塑料大棚500余个，配套建设水泥路、水肥一体化排灌设施，
建成蓄水池。全村种植哈密瓜、甜瓜等5个品种，种植面积已
经扩大到2000余亩。

如今，通过引导壮大单品规模，哈密瓜的种植已经在整
个梯门镇铺开。2023年，梯门镇哈密瓜种植面积持续扩大，
产品质量不断提升，村民进棚务工年收入超过2.5万元。

去年春天，梯门镇大洼村村民冷林和孙康、隗茂勇一起
承包了12个大棚，其中7个大棚种植哈密瓜。“销路特别好，
尤其是中秋节前后，客商纷纷前来预订，完全不愁卖。”曾经
在县城做生意的他们如今回村再创业，携手越来越多的“新
农人”绘就富民强村的美好新画卷。

哈密瓜“迁居”东平湖畔

大火蒸煮，密封焖焐，
脱皮去核，晾晒挂霜……
每年到中秋节前后下枣
的季节，马家制作泰山芽
枣的第四代传承人马跃
便忙碌起来。一枚小小
的泰山芽枣，从选枣到成
品，需要经过7道工序，
至少耗时1个月。

泰山芽枣，是以大枣
为原料的一种枣制品。
其形似饴糖，肉如荔干，
入口果肉紧实、甜而不
腻，曾是泰安历朝历代上
奉朝廷的高档贡品。宋

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立秋》中记录了这样的场景：“京师枣
有数品：灵枣、牙枣、青州枣、亳州枣。”泰山芽枣自宋朝起源、明
清兴盛，延续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每年农历八月十五前后，泰山芽枣的主要原材料——宁阳
“不老枣”进入收获季。马跃选枣有一套自己的标准：果实通红成
熟、肉厚不能太脆。精挑细选的大枣清洗后便开始水煮，火候全
凭经验掌握，煮得太久枣肉会烂，时间不够无法给枣脱皮。煮后
的大枣放入密封的大瓮里焖焐，随后就进入烦琐的脱皮工序。“一
个人一天能生产脱皮枣五六斤，到最后制成成品，大概5斤枣才
出1斤成品。”马跃说。脱皮的枣二次晾晒后开始去核。为使枣
口感更好，需要用木锤敲打，待枣裂开后将核取出。

“取之于枣、用之于枣”是泰山芽枣制作过程的精华所在。
马跃将蒸煮枣子的第一遍水收集起来，进行反复熬煮，把煮枣
水熬成枣胶。熬制好的枣胶质地浓稠、香味浓郁，尝起来甜沁
心脾。他将枣胶淋浇到枣上，反复颠簸使之包裹均匀，最后再
进行晾晒、挂霜。“零添加、纯天然，泰山芽枣不仅好吃，而且营
养健康。”马跃说。

“零添加”“纯天然”的背后是复杂的制作工艺和低微的产
量。这些特点在量产快销的食品市场竞争中不具备任何优势，
也成了大部分制作人坚持不下去的主要原因。“过去青山街附
近有不少做芽枣的，后来逐渐没人做了。”马跃说，芽枣制作成
本高，再加上如今很少有人了解泰山芽枣，市场销量很不乐观，
近几年他一直靠着其他收入补贴这门手艺。

近年来，马跃尝试用各种方式拯救泰山芽枣。在他的努力
下，2016年，泰山芽枣被评为泰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他还
积极参加各种展会、庙会，让更多人了解泰山芽枣。

“挣钱不是目的，传承才是。这门手艺不能在我这里断
了。”马跃捧着一把挂满糖霜的泰山芽枣陷入沉思。

一层枣霜结百年

“汶阳麦，石磨磨，
泰山泉水把面活，槐木
杠子跳着压，高桩馍馍
蒸一锅。”泰安特产不仅
有煎饼，还有馍馍，这首
泰山下的童谣唱的便是
泰山汶阳馍。

在泰安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汶阳馍传承保护
单位——山东泰山牛馍
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泰山牛馍王”）面
点车间，一进门，一股麦
香扑面而来，宽敞干净的
制作台上，面点师正在赶

制金龙贺岁花馍。巴掌大的面团在他们手中乖巧听话，不一会
儿工夫，一个个造型喜庆、寓意美好的金龙贺岁花馍就摆在眼前。

泰山汶阳馍千姿百态、品种繁多，是流传于泰山周边汶河
流域的传统特色面点，主要有枣花馍、寿桃、花馍馍品种。制作
过程中，面点师将各色食材裹在发面里蒸出来，颜色鲜艳，更映
衬了过年时喜庆的气氛。

“与一般的馍馍不同，面瓜曲头引子是泰山汶阳馍的灵魂，
泰山汶阳馍之所以松软可口、味道醇香，其根源在于老面引
子。”制作现场，泰山牛馍王总经理谢秀伦一边统筹工作，一边
接听随时而来的订单电话，忙得不亦乐乎。谢秀伦介绍，每年
三伏六月天用汶河沿岸的青皮面瓜和面，然后用苘麻叶包裹，
经81天晾晒才能制成曲头。

面瓜曲头制作以及醒面、和面、揉面、蒸制技法是汶阳馍技
艺的关键。而这些传统技艺由于无法适应工业化、快消费的经
济发展特点逐渐被人们遗忘。“我父亲年轻时便从事面食制作
工作，我深受影响。”2013年，谢秀伦辞职创业，深入民间挖掘、
整理了泰山汶阳馍的生产工艺，并运用现代化食品生产技术对
传统工艺进行升级，实现了泰山汶阳馍的批量化生产。2016
年，泰山牛馍王开始进行规模化生产。如今，3000多平方米的
10万级净化面点车间可年产汶阳馍100万件。

凭着精致的造型、醇厚的口感和泰安特有的国泰民安祈福
寓意，泰山牛馍王生产的泰山汶阳馍在电商平台一上线就“圈
粉”众多食客，产品远销北京、江苏、广州等地。通过电商平台，
泰山汶阳馍插上翅膀“飞”出泰安，“飞”上全国千家万户的餐
桌。2023年，泰山牛馍王实现销售收入1000余万元，在国内
花馍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泰安人的馍馍花样多

在泰安，有一座“聚
宝盆”——大汶口盆地。
这里有丰富的岩盐、石膏
矿和自然硫等资源。

与资源相伴的自然
是产业。随着大汶口盆
地宝藏的亮相和资源市
场需求的增加，一个个
企业和产业园落地大汶
口，希望将这里变成名
副其实的“聚宝盆”。

1971年，泰山石膏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
山石膏”）便在这个“聚
宝盆”中诞生，随后迎来

快速发展的20年。然而，20世纪末，随着石膏板市场饱和，石
膏价格骤降。以天然石膏为原料的泰山石膏开始出现亏损。

从“依赖资源”到“超越资源”，泰山石膏的发展密码是创新
驱动。

燃煤发电产生大量含硫废气，脱硫处理后，会产生大量脱
硫石膏。如何处理这些废渣，让企业很头疼。而在泰山石膏生
产车间，只见煤电企业烟气产生的脱硫石膏和磷化工企业产生
的磷石膏经过自动化生产线的“消化”和“重造”，变成了一摞摞
绿色环保的纸面石膏板。“我们每年可‘吃掉’工业副产石膏
1500万吨以上，按堆放高度8米计算，可减少占地4000余亩。”
泰山石膏党委书记、总经理任利说。

实现脱硫石膏百分百代替天然石膏后，泰山石膏转亏为
盈，并打破了天然石膏矿的地域限制。“哪个地方有电厂、哪个
地方有生产磷肥的化工厂，我们就可以把石膏板厂建到哪里
去，行业的格局就此改变。”任利介绍说。

如今，作为行业头部企业，泰山石膏56家工厂遍布全国各
地，连续多年石膏板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从2018年至
今，泰山石膏综合收入连续6年突破百亿元。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有石膏板、轻钢龙骨、粉料制品、装饰
石膏板、护面纸及相关配套产品6大类、60多个品种。泰山石
膏拥有山东省唯一的石膏建材工程研究中心，先后开发了一系
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新工艺，拥有专利1306项，为
企业产品开发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持。

“在中国每卖2张高端石膏板就有1张是泰山”。这不仅是一
句品牌广告语，更彰显出泰山石膏巨大的行业影响力。泰山石膏
从一个地方石膏矿起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泰山石膏变废为宝

一根细长的钢丝经
过机器拔丝拉伸，成功

“瘦身”为直径接近2.5毫
米的线材，随后线材经过
钢球冷镦机锻打成球胚，
球胚经过光磨、淬火、初
研、精研等十几道工序，
变成一颗颗晶亮光滑、直
径仅2.5毫米的钢球。

“这批直径2.5毫米
的不锈钢球，主要用于医
疗化验室分析，要求精度
高，还需消磁处理，我们
研发的这套精研设备很
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山东华通工贸公司生产厂长王庆宾说。日前，这家位于宁阳县
堽城工业园的企业刚刚赶制完成来自德国的3.1亿粒钢球订单。

作为“中国钢球之乡”，宁阳钢球产品从拔丝到精研16道工序
齐全，已建立自给自足的完整产品生产链条。不论是按产品标准
从1000级到5级的钢球，还是按产品直径从43毫米到0.3毫米的
钢球，只要下游企业需要的，这里上百种规格的产品都已齐备。

“目前，宁阳已聚集320多家钢球厂，产值达60多亿元，市场
拓展至20多个国家，其中碳钢球产量居世界第一。”宁阳县堽城
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王明超介绍。目前，全县钢球产品畅
销上海、天津等30多个大中城市；具有自营出口权的企业发展到
20多家，出口美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到飞机、火车，小到轴承、圆珠笔，只要有转动的地方就有
钢球存在。“园区内企业研发的G5、G10级钢球、微球、塑料球等
20多种产品已广泛应用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王明超介绍，如
今，各大品牌汽车轴承零部件上都有宁阳钢球的身影。

由于碳钢球生产技术含量较低，宁阳县委、县政府意识到，
钢球产业想要做大做强，急需转型升级。2022年7月，宁阳成立
钢球产业专班，扶持龙头企业，配套检测及研发中心，促进链上企
业协同发展。同时，专班牵线搭桥下，拥有国内滚动轴承领域顶
尖技术的洛阳轴承研究所与辰信矿业集团强强联合，申请了4亿
元的专项债，共建钢球基础零部件产业园。

如今，宁阳钢球在世界各个角落“越滚越大”。“我们将以基
础零部件产业园为核心，突出行业引领，不断整合资源，做强钢球
企业，做精钢球工艺，做优钢球配套，力争5年内实现钢球全产业
链条过百亿元。”宁阳县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党组书记、县钢球
产业专班组长宁鲁勇说。

小钢球“滚”出大产业

“家乡特产，特地瞒着我产”“家乡特产大摸底，外人竟是我自己”……随着哈尔滨以新鲜蔓越莓回赠广西“砂糖橘”，南北方城市的特产互
赠不仅让全国人民开了眼，更是让本地人“一摸一个不知道”，深感“身在家乡为异客”的背刺之痛。今天，本报记者也来浅浅摸个底。

泰山石膏生产车间。
记者 隋翔 摄

宁阳钢球远销世界各地。
通讯员供图

造型精致的泰山汶阳馍。
记者 张汶宁 摄

工人对姜芽进行初加工。
记者 陈阳 摄

东瓦庄村哈密瓜获评“泰安市
知名农产品品牌”。 资料图

马跃将大枣做去核处理。
记者 秦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