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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传统美食，不得不说城关镇仓巷街

的传统八大碗，虽然没有山珍海味的身价，却

是宝丰人笃定的一席绝美滋味，无论时代怎

样变迁，传统八大碗永远是无法割舍的舌尖

享受。

“连续半个多月了，每天都是几百份，供

不应求。”近日，在仓巷街的清真八大碗老店

里，正在打包装箱的市级非遗传承人单军忙

得满头大汗。

据单军介绍，做清真八大碗，要选用本地

散养走地牛羊，采用传统古法手艺进行加工，

同时添加各种香料小火蒸制而成，口感鲜美，

软香不腻。

单军是本地有名的厨师，他经营的饭店

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小有名气。如今，他凭借

烹制传统八大碗、烧羊肉、羊肉炝锅面、素丸

子等独门技艺，把小店生意经营得相当火爆，

还把生意做到了北京，教出来的徒弟有四五

十位。

“这手艺是从爷爷那辈儿一代一代手把

手教出来的，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有责任有义

务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发展下去。”单军说。

据了解，仓巷街是县城老城区的一条巷

子。四街八巷的格局是老县城的路网骨架，

仓巷街是其中的一巷。在这条小巷里，诞生

了买根烧鸡、羊肉冲汤、羊肉炝锅面、马光明

月饼、锅盔、传统八大碗等非遗名吃。

仓巷街作为美食的聚集地，也受到政府

的关注。为传承非遗技艺，助力乡村振兴，近

年来，我县深入挖掘特色经济，结合本地传统

美食特色优势，不断壮大“舌尖上的非遗”产

业，一方面挖掘资源把传统手艺逐渐保护起

来，另一方面整合市场、传承发展，打造非遗

大集、举办非遗美食节等，形成非遗美食文化

经济链。

目前，在县城从事美食经济的有近千人，

形成规模的店面近300家，经过政府的持续

发力，不仅规范了行业标准，品牌影响力明显

增强，已形成特色产业，在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带给更多人舌尖上美味享受的同时，走出

了一条“舌尖上的非遗”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之

路。 （范淑娟）

城关镇：

传统八大碗 舌尖上的非遗

3 月 15 日，当第一缕阳光撒向广袤大地，张八桥镇

山张村的豆制品产业园里机器轰鸣、豆香四溢，一块块

豆腐、一箱箱豆皮已经装车，准备送往周边各地市的商

超里。

山张村绿宝蔬菜培育研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

7年时间，从豆芽小作坊到如今拥有9条标准生产线的豆

制品产业园，不仅具备食品质量和生产技术这两项强实

力，更有政策扶持这一硬支撑。2022年，在张八桥镇政

府和县乡村振兴局的支持和帮助下，依托乡村振兴资金

建设了冷库厂房 1200 平方米，成立绿宝仓储冷库物流

园，为激活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新动能。

“我们坚持‘党建引领+政策扶持+乡贤助力’这一模

式大力发展村集体产业，豆制品产业园只是我们振兴路

上的第一步，二期工程已基本筹备完成，通过招商引资

加设多条生产线，打造豆制品一站式采购产业园，以点

带面，促进村周边产业发展，预计可带动周边300余名村

民就业。”山张村党支部书记母建立说道。

据了解，绿宝豆制品产业园荣获国家级科技型中小

企业、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等多项殊荣，可年产豆

芽800万公斤，豆腐280万公斤，各类加工豆制品1200多

万公斤，年销售额达到6700万元，每年可带动村集体经

济17万余元，解决周边村民就业岗位30余个。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下一步，张八桥镇将继续坚

持‘项目为王’这一发展理念，注重可循环、可发展的‘良

性产业’，以激活村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途径为目

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发展。”该

镇党委书记吕跃红表示。 （卢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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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勤春来早，功到秋华实。3月17日，走

进商酒务镇户庄村猕猴桃种植农场，20 余名

工人正在麻利地用绳子将猕猴桃树的侧枝固

定在支架上，一派农忙景象。

据了解，该农场是由商酒务镇户庄村农民

徐运涛建起的。一直在外务工的徐运涛于

2015年6月返乡创业，由于对特色种植业比较

感兴趣，经过多方考察徐运涛选择种植猕猴

桃。他邀请山东的种植专家到果园手把手传

授下肥、抹芽、除草、授粉等技术。经过八年的

种植实践，他不仅种植技术越来越成熟，而且

一直坚持绿色环保和有机种植的理念，在优质

土壤滋润下，所产猕猴桃果实饱满、口感好、甜

度高，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该农场种植规

模达 100 多亩，亩产 1000 多公斤，亩产值 2 万

余元，每亩净收益1万元左右，可带动40余人

就业。

“春季是猕猴桃生长的黄金时间，而绑枝

是猕猴桃整个生长周期中最重要的环节。目

前猕猴桃树开始进入旺长期，通过绑枝不仅可

以促进猕猴桃树健康生长，而且还能有效提高

果实品质和产量。”说起果树管理，徐运涛侃侃

而谈。“每到成熟季节，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

绝，线上订单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我们

一年到头都在果园忙。”对今年的收成，徐运涛

充满期待。

猕猴桃种植是商酒务镇不断优化农业产

业结构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镇依托“一村

一品”发展思路，结合各村产业特色，合理规划

产业布局，以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引领乡村振

兴。通过发展高效农业，共培育特色果品、花

卉苗木、绿色杂粮、生姜、辣椒等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 68 家，其

中龙头企业 10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 16

家、家庭农场12家，

不断激发群众内生

动力。

“下一步，商酒

务镇将依托产业发

展政策，因地制宜发

展优质高效农业，不

断擦亮‘一村一品’

名片，让群众的日子

‘火’起来、村集体经

济‘壮’起来，走出一

条强农富民的乡村

振兴之路。”该镇党

委书记郭书东说。

（郭旭昭 文/图）

商酒务镇：

杨柳吐絮春来早 果树管护正当时

3月18日，在观音堂林业生态旅游示范区三间房

村骐骥养殖场里，伴随着养殖户“咕咕咕”的吆喝声和

抛撒玉米的动作，一只只膘肥体壮的“生态鸡”在山林

中嬉闹、觅食，清脆的鸡鸣声此起彼伏，让寂静的林间

充满生机。

“我们的土鸡都是采用纯天然的传统饲养方式，

只喂食优质玉米、昆虫、蠕虫等食物，山上地方大，增

加了鸡的活动范围，所以这种土鸡抗病能力强，肉质

细嫩、味道鲜美、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营养丰

富，深受市场青睐。”养鸡场负责人赵军正说道。

今年54岁的赵军正是观音堂示范区三间房村的

一位新型农民，他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永不言败的决

心，依托山地资源优势，发展起了生态散养柴鸡，借

“鸡”啄出了一条致富路，被当地人称为“鸡大王”。

问起走生态养殖之路的原因，赵军正笑着说：“现在城里人都喜欢正

宗的山货、绿色食品，观音堂有山地环境优势，具备生态养鸡的条件。我

今年养了900多只鸡，都是真正的生态鸡，产的蛋是真正的无公害蛋，目

前柴鸡预定出120余只，一点也不愁卖。”

据悉，生态散养鸡采用自由放养的方式，主要吃天然的“食物”，与传统养

殖相比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省工、省事、省饲料，散养模式产出的鸡蛋和

鸡肉都是绿色有机食品，一个土鸡蛋能卖到1元，每月能卖3000元左右的土

鸡蛋，每只鸡卖到90元左右，一年能卖4万元左右，这样算下来，一年赚5万

元不成问题。

近年来，生态散养鸡备受人们青睐，观音堂示范区遵循绿色、健康、可

持续发展理念，抓住新“鸡”遇，依托当地丰富的山林资源优势，探索生态

致富路，鼓励群众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业，推动生态养殖向专业化、标准化、

规模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牛祎蓓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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