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版66
®

编辑编辑：：张朝辉张朝辉 校对校对：：党菲党菲 美编美编：：王樱羽王樱羽

20232023年年66月月55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

乡村振兴看产业乡村振兴看产业乡村振兴看产业乡村振兴看产业····百县千镇行百县千镇行百县千镇行百县千镇行

扫
码
看
视
频

专利技术+传统工艺
让千年面食迎来“高光时刻”

农业科技报记者 闫瑜涛 梁军锁 齐巨儒 视频 冯玉龙

去年，丝路兴淳的“塬生优

品”荞面饸饹品牌正式签约花样

滑冰冠军——王雪涵，担任“塬

生优品”品牌的形象大使，全力

打造冠军品质的荞面饸饹。

为什么选择体育运动冠

军作为丝路兴淳产品的代言

人呢？

“敢拼敢闯，才能成为最强

者。冠军的背后，是无数次的

艰苦训练和勇攀高峰的不断突

破。这种勇往直前，极力做到

极致的挑战精神，与‘塬生优

品’品牌不断追求与探索的产

品理念是一致的。我们的追求

和信念，也是冠军品质！”罗兆

彪认为，冠军品质，就是用可靠

的质量打造出来的。

有了生产荞面饸饹的专利

技术后，还有一个关键之处，也

是罗兆彪十分重视的，那就是

必须确保加工原料荞面的质量

是一流的。

为此，罗兆彪在淳化县选

择具有优良生态环境的生产基

地，种植了300亩荞麦。同时，

与农户合作种植了2000亩荞

麦生产基地，用优质的荞麦原

料以确保荞麦面的品质如一，

把一粒小荞麦做成淳化乡村振

兴的大产业。

“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

人。作为返乡创业青年，我的

事业能得到这么快的大发展，

离不开淳化县委、县政府和十

里塬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支

持！”记者采访离开时，罗兆彪

强调了对党和政府的谢意。

小吃里的大产业

记者手记：乡村要振兴，产

业必先行；产业要振兴，特色必

鲜明。当下，走在淳化县的街

头，“淳化荞面饸饹”户外广告一

片“红”，在阳光下格外惹人注

目，“淳化荞面饸饹”的品牌宣传

氛围已热烈如火。

由于场景丰富、吃法方便、

自带流量和社交属性，在以罗

兆彪为代表的返乡青年的努力

躬耕下，“淳化荞面饸饹”从一

个籍籍无名的地方小吃，迅速

成长为声名大振的美食名片。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

在干。一碗小小的饸饹面，成

为淳化县打造富民富县的首位

产业，离不开广袤乡村澎湃的

强大追梦力量。

人类的味蕾记忆，总是最深

刻的。提起陕西淳化，人们的第

一反应，多是“听说你们的荞面

饸饹可好吃。”

最近，罗兆彪干了件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情”，他让

家乡的荞面饸饹“破圈”走向全

国，甚至走向全世界。这一传承

了两千多年的地方特色面食，正

在迎来“重光之日”。

他的“奋进故事”，书写一个

传统产业依然海阔天空的时代

传奇，也回答了“难道千年面食

就没有春天”的诸多疑问。

不信？您就往下看。

把梦想根植在家乡的土地上
罗兆彪，陕西淳化人。“剑未

佩妥，出门已是江湖”，这句话

用在他身上恰如其分。1996年

那年，他才16岁，就上了“社会

大学”。

到了18岁，他便扛着加工

制作荞面饸饹的传统机具，提着

家乡产的辣子面，来到西安，开

办了一家淳化荞面饸饹面馆。

年少的他，信心满满，准备大干

一番。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由于没

有经验，初出茅庐的罗兆彪，撑

了不到一个月，就在残酷的市场

大潮中败下阵来。经过思考后，

他放弃了经营荞面饸饹面馆的

想法，开始了新的打拼。

罗兆彪先后在西安、南昌、

上海、咸阳等城市工作，打过工、

做过企业高管、开办过公司……

一路走来，有艰辛更有硕果。这

一晃，20多年过去了。

“我的爱恋是一只小鸟，栖

息在大西北的枝头。乡愁就是

家门口这碗饸饹面。家乡味道,

真的是乡愁最好的解药。我是

自愿被这块黄土地链着的，因为

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

是他曾在朋友圈分享的一句话，

在这20余年中，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事业辉煌还是低落，对家乡

荞面饸饹的牵挂，始终萦绕在罗

兆彪心头。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

有时静下来，罗兆彪也在想，尽

管外地的荞面饸饹也好吃，但是

他始终都忘不了家乡的味道。

只有他回到淳化县，迫不及待地

走进面馆，来一碗，咥一口热气

腾腾的荞面饸饹，才觉得过瘾、

倍爽，因为这里最正宗！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么

好的美食，罗兆彪就想：能不能

让朋友们饱饱口福，给不能来淳

化的朋友带一碗淳化荞面饸饹？

然而，传统的荞面饸饹制作

工艺，是现场加工、现场煮熟、浇

汤食用，无法携带。难道只有来

到淳化县，才能享用这一传承了

两千多年的地方特色美食？

细心的罗兆彪还发现，即使

在淳化县，各个荞面饸饹面馆的

风味、口感，也是有差异的。要

实现没有差异、口味一致，似乎

遥不可及。怎样才能让淳化荞

面饸饹实现标准化，怎样才能让

淳化荞面饸饹携带方便、走得更

远呢？

一系列的问题，罗兆彪时不

时地在想、在思考……

专利技术，让国人享用美味特产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也许罗兆彪的“大任”，就是

为了实现淳化荞面饸饹生产制

作工艺标准化、工厂化、产业化。

机缘的巧合，罗兆彪获得了

“一种多肽冷面面条的生产设

备以其生产工艺”的技术。他

明白，凭此项技术，实现淳化荞

面饸饹生产制作工艺标准化、

工厂化、产业化的梦想就会“照

进现实”。他的心里此时此刻

激动不已！

激动不已的罗兆彪，向国家

知识产权局申请了“一种多肽冷

面面条的生产设备以其生产工

艺”的发明专利。此专利于

2022年5月3日通过了授权。

罗兆彪终于迎来了自己

的“高光时刻”，实现了最初的

梦想。

5月24日下午，记者来到淳

化县十里塬镇，近距离观摩了罗

兆彪创办的淳化县丝路兴淳农

业发展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丝

路兴淳”）的荞面饸饹工厂化生

产基地。

在罗兆彪的“主场”，还没有

和记者说上几句，便有人急急忙

忙慕名来找这位“大当家”。说

是外地朋友要回去了，想买一批

礼盒装的淳化荞面饸饹。罗兆

彪向记者表示歉意后，起身引领

客户走进系列产品展览室，向客

户详细介绍各个产品的特点。

送走客户，记者一行跟随罗

兆彪，走进隔着玻璃窗的参观

通道，在罗兆彪热情的解释下，

一步步参观完了封闭式的现代

化荞面饸饹生产制作工厂化生

产线。

“我国是农业大国，五千年

的农耕文明史，能流传传承下来

的都是精华、是瑰宝，我们要发

掘创新这些瑰宝，这样在现代社

会里，这些瑰宝才能更好地传承

和发扬光大，造福于民。标准

化、工厂化，是实现食品质量始

终如一的‘不二法门’。在我这

里卖出去的淳化荞面饸饹，中国

人、外国人，品尝的新鲜度、风

味、口感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科

技的力量。我们希望通过现代

科技和传统制作工艺‘联姻’或

‘嫁接’，让全国人民可以吃到正

宗的产品，实现了‘吃饸饹自

由’，并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

界。”谈及工厂化生产荞面饸饹

的话题，罗兆彪激情四射，旁征

博引，让记者领略了千年面食中

蕴含的智慧与魅力。

这碗荞面饸饹里故事多
罗兆彪还给记者分享了一

个“汉武帝刘彻爱吃淳化荞面饸

饹”的历史故事：相传，汉武帝刘

彻携钩弋夫人出巡淳化甘泉宫，

钩弋夫人看到满地荞麦花非常

喜欢。侍人告诉她，荞麦不但花

好看，淳化当地用荞麦面制作的

饸饹更是一道美食。钩弋夫人

听过就想尝尝，汉武帝刘彻于是

下诏遍访民间厨艺高超者进宫

压制饸饹。汉武帝刘彻与钩弋

夫人尝罢大悦，赐为御宴，并成

为犒赏凯旋将士及有功大臣的

御品。

淳化荞面饸饹随即传遍

了都城长安，传到了全国各

地，至今已传承了两千多年，

成为陕西面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08年，“淳化荞面饸饹”

被评为陕西省四大地理标志性

商标，同时也是陕西省两个非物

质文化遗产注册商标之一。

2011年，淳化荞麦被纳入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013年，淳化荞面饸饹制

作工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四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淳化荞面饸饹，是淳化县

农耕文明的象征和美食文化的

瑰宝！”面对记者，罗兆彪很是

自豪。

罗兆彪

春荞麦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