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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的“三级跳”

“无馕不待客”“没馕不算家”……馕是新

疆各族群众喜爱的食品，也是当地一张特色名

片。长期以来，新疆馕的生产以作坊为主，总

体呈现“小而散”特点。传统美食何以飘“新

香”？如何将地域产品特色转化为产业发展亮

色？怎样将产业“潜优势”转化为“显优势”？

解答这些问题，蜕变中的新疆馕产业是一个不

错的参考样本，值得探析。为此，经济日报记

者行走天山南北，采访调查新疆馕产业发展。

从小作坊到集团军

走进新疆伊宁市塞外疆馕文化小镇，空气

中弥漫着烤馕香。这里规划了生产加工区、体

验区和生活区，日产馕4万多个。2020年，该市

整合现有生产资源，打造了“1个产业园+10个生

产基地+1 个街区+若干作坊”的馕产业发展

体系。

“过去，每天的收入特别不稳定，有时候高

到脖子，有时候低到脚脖子。”在伊宁市塔什科

瑞克乡馕产业园，库尔班江·吐拉洪打馕时，手

机总是播放着欢快的音乐。他是当地有名的打

馕师傅，以前和家人经营打馕店，2020年10月到

产业园工作后，专心负责打馕，每个月收入达

7000元。“现在好得很，不用操心面和油了，也不

愁馕咋卖了。”

与库尔班江·吐拉洪不同，一些师傅依然

在经营自己的打馕店，不过口味、手艺、馕坑等

也在变化。“过去用的土馕坑烧柴或煤，烟味很

重，现在的馕坑烧天然气或电，非常环保。”热

合曼·巴拉提在乌鲁木齐市会展中街经营的打

馕店，每到下班时间就特别忙。“大家爱吃热乎

的馕，老顾客下班后总会买几个刚出炉的带回

家。不愁卖，你看，这些邻居就够我忙活的。”

他指着周围的楼群对记者说。

从小作坊到“集团军”，从粗制作到新手法，

既实现集聚生产又兼顾多样化的灵活方式，新

疆馕产业这两年由过去零散化、小规模经营逐步

走上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之路。

为什么要改？“过去生产分散，到处冒烟，

既不经济也不环保。”伊宁市塞外疆馕食品有

限公司董事长杨小龙认为，壮大馕产业应从调

整生产组织形式入手，开展规模化集中生产，

这样有利于确保质量、培育品牌、加强营销和

研发新产品。

“集约化发展是将产业做大做强的有效举

措。”新疆西域馕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吐尔逊

江·阿不拉对记者说，小作坊式生产标准不一，品

质难以保证；园区生产则统一了馕坑大小、烤馕

时间、重量尺寸等标准，保证了产品质量稳定。

也曾有人质疑，传统的小作坊式分散经营

方便群众生活，集聚发展是否会影响便利性

呢？记者采访了解到，小作坊式的经营形式是

产销一体化，生产点也是销售点；而规模化生

产意味着集中生产、分散销售，生产、销售分

开，只要销售点多面广，并不会影响便利性。

更何况规模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是壮大馕产业

的基础，有利于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形成专业

分工，也有利于产品“走出去”，抱团闯市场。

从分散到集聚，馕产业不仅促进了产业

扩容，还有力拉动了就业。乌鲁木齐市馕文

化产业园于 2018 年建成运营，已安置就业

1000 余人；喀什地区通过发展馕产业，带动近

万人就业；阿克苏地区建设馕产业园，创造就

业岗位 5000 多个。伊宁塔什科瑞克乡塔香

食品有限公司日产馕 1 万多个，解决了 60 多

名村民就业……

专家表示，馕产业是新疆特色产业，也是

潜在优势产业，通过一系列举措，可以打造成

为“显优势”产业，成长为新疆经济支柱。集聚

发展是必由之路，要通过积极引导馕企进园，

提升产业集中度。

从小食品到全链条

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新疆各地的馕产业

园区大多冠以“文化”二字，不仅有生产加工

区，还有文化展示区、体验区，可以直观地了解

馕的历史和发展。“没想到馕有这么多品种，这

么多故事。”1月 10日，在乌鲁木齐市馕文化产

业园，市民覃瑞华感慨道。两年前，该产业园

开门迎客，很快成为“网红打卡地”。

在发展馕产业过程中，新疆注重产业融

合，“牵手”关联产业，拓展发展空间，“链接一

产、立足二产、牵手三产”，不仅能带动种植、旅

游、餐饮、电商、物流等各类产业发展，还激发

了馕产业的发展动能。

为扩大新疆馕产品知名度，打好产业融合

牌，新疆积极开展推介活动。2020年 12月，第

三届新疆馕产业推介会在郑州举行。期间，新

疆馕企与河南食品企业深入交流、合作，不仅

收获了订单，还在品牌营销、特色包装、渠道建

设等方面收获了许多“金点子”。

位于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大馕城不仅产馕，

还是国家 3A级旅游景区。库车大馕城有限责

任公司经理刘清华介绍，大馕城日产馕 5000

个以上，游客不仅可以品尝馕，还可以品尝其

他地方美食，购买特色手工艺品，观看本土民

间艺人表演。

不只是在产业链下游想办法，新疆馕产业

发展还不断拉动上游链条的提质发展。小麦

是制作馕的主要原料，馕产业的发展倒逼种植

结构调整，带动了小麦种植提质增效。新疆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支持龙头企业开展打馕专用

粉研发、品牌推广，《馕（饼）专用小麦粉》团体标

准自2019年开始推广，目前已有十余家规模以

上面粉加工企业按照标准生产打馕专用粉。

喀什地委副书记陈志江告诉记者，喀什地

区依托 12 县市馕产业园，发展馕、烘焙、列巴

等系列产品，日产馕 350万个，带动 320万亩小

麦商品化率实现80%以上。

昌吉州奇台县是新疆重要的小麦产区，该

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打馕专用粉

需求逐年提高，全县加工企业平均每月向市场

供应140吨左右，有力拉动了种植业，全县小麦

种植面积已逾百万亩。阿克苏地区则创建了113

万亩的绿色标准化原料基地，从源头入手确保

馕产品的高品质。

除了小麦，植物油、核桃、葡萄、圆葱、辣

椒、红花等原料生产也得到促进。

从同质化到各展所长

推动产业发展，重在突出特色。馕作为新

疆特色食品，带有鲜明的地域烙印，但也存在

同质化竞争情况。为破解这一难题，新疆各地

纷纷出招，寻找和做强自身特色。

把传统馕作出新花样是不少地方的选

择。喀什地区选派专业团队，分析调查市场需

求，除了重点发展传统的油馕、芝麻馕等，还积

极发展玫瑰花酱馕、辣皮子馕、核桃馕等特色

馕产品。伊宁市塞外疆馕食品有限公司开发

的火龙果馕、菠菜馕等一经推出，就受到消费

者喜爱。

开发新产品的同时，一些企业研发团队还

在产品外观上下功夫，生产多种规格的馕产

品，并一改传统粗放式包装，生产小规格、便于

携带的方便馕、油炸馕等休闲食品和伴手礼

等，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有星星、骆驼样式的，还有大盒、小盒包

装的，以前从没想过馕还能做出这么多花样。”

在乌鲁木齐市馕文化产业园工作的卡德尔·力

提普，有 15年打馕经验，他感慨，“这几年馕的

种类越来越多，不仅好吃，而且更好看了”。

不只“外观”改变，“内涵”也要提升。“十四

五”时期，新疆将推动馕产品“走出去”，拓展产

业发展空间。要实现这一目标，让“潜优势”转

化为“显优势”，必须实施品牌战略。近年来，

一些地区和企业在培育和擦亮品牌上持续用

力。伊犁州按照“公用品牌＋县市特色品牌”

方式，深挖地域文化，突出发展有机馕、特色

馕，集中力量打好“伊犁馕”这一区域公用品

牌，取得了初步成效。

新疆丝路源疆馕文化原生态产业园坐落

于昌吉市滨湖镇，其负责人张继中发现了一个

变化：以前问朋友或家人要买啥馕，答案往往

是，要芝麻馕、窝窝馕、苞谷馕等品种，现在很

多人则说要“阿不拉的馕”“疆小馕”等品牌

馕。“这就是品牌的力量。我们将深入挖掘馕

文化背景，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增强产品吸引

力和溢价能力。”张继中说。

2020 年，乌鲁木齐市馕文化产业园与新

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合作，攻关皮

牙子馕、芝麻馕和奶子馕等产品的包装防腐、

防品质劣变技术，让馕离开新疆依然能保持风

味，稳步走向全国市场。

“卖得了”还得“卖得好”，营销模式创新

同样关键。

在这方面新疆各地和馕产品企业进行了

积极探索。有的地区利用对口援疆机制，在援

疆省份建立销售渠道，先占领“滩头”，进而再

深耕市场；有的企业重点发展电商，在线上发

力，开拓销售渠道。霍尔果斯等地还发挥口岸

优势，立足周边国家需求，奋力开拓国际市

场。2020 年 7 月成立的伊宁市塞外疆馕食品

有限公司，在开拓成都等地市场时就想了新

招。在当年 11 月举行的“四川首届国际火锅

节”期间，瞄准火锅餐饮涮饼类空白，叫响“吃

火锅带一个馕”“火锅爱上馕”等营销口号，受

到消费者欢迎。

如今，新疆馕已不仅是一种特色食品，还

承载着新疆各族人民真挚、朴素的情感，续写

着一段段传奇。就在不久前，满载 1万个馕的

货车从新疆库尔勒出发奔赴河北石家庄支援

抗疫的事迹温暖人心。相信这张名片，一定会

衍生一项大产业，书写富民兴疆新篇章。

馕 饼 也 能 做 成 支 柱 产 业馕 饼 也 能 做 成 支 柱 产 业
—— 新 疆 馕 产 业 发 展 状 况 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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馕是新疆传统特色食品馕是新疆传统特色食品，，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它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上它。。但长但长

期以来期以来，，馕的生产主要以小作坊为主馕的生产主要以小作坊为主，，难成规模难成规模。。如何做大做强特色美食如何做大做强特色美食

产业产业，，让传统美食飘出让传统美食飘出““新香新香””？？经济日报记者调查发现经济日报记者调查发现，，新疆近年来积极新疆近年来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牵手牵手””关联产业关联产业，，大力推进馕产业向集约化大力推进馕产业向集约化、、标准化标准化、、品牌品牌

化迈进化迈进，，逐步激发逐步激发、、释放了馕产业的发展动能释放了馕产业的发展动能。。

阿克苏地区库车大馕城的工作人员与游客在大门前

合影。 （资料图片）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殊的资

源环境、浓郁的民俗风情，新疆拥有

许多“特字牌”甚至“独字号”资

源。应该说，这类资源大多蕴含着潜

在的产业发展优势，开发好、利用好

这类资源，不断把产业“潜优势”转

化为“显优势”，是做好当地经济工作

的一个突破口。

透过发展中的新疆馕产业，认真

研 究 、 深 入 探 析 从 “ 潜 ” 到 “ 显 ”

的 转 化 过 程 ， 具 有 一 定 借 鉴 意 义 。

两年前，新疆吹响大力发展馕产业

的号角，到如今产业发展新格局初

步形成，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产业

优势逐步显现。笔者认为，新疆馕

产业实现跃升，贵在坚持跳好“三

级跳”。

一是跳出本地。作为本地特色食

品，馕在新疆深受欢迎。但是，要壮

大这项产业，就必须“走出去”。新

疆鼓励企业深耕内地市场，线下与线

上相结合，延伸销售半径；部分口岸

城市还瞄准邻国需求，馕产品出口实

现 “ 破 冰 ”， 拓 展 了 馕 产 业 发 展 空

间。长期“潜”在新疆本土的馕，越

来越多地在国内和国外“显”现，端

上各地消费者的餐桌，市场占有率稳

步提升。

二是跳出传统。产业发展，贵在

创新。两年来，新疆各地在发展馕产

业上不断创新，既有新口味的“爆

款”产品、“潮酷”包装，也有充满

创意的营销，以及新型产业园运营模

式。这些创新之举，实现了错位发

展，一定程度避免了区域内同质化竞

争，成为培育优质品牌的基础。新疆

馕历史悠久，全区各地能够跳出传统

发展产业，十分可贵。建议从政策、

资金、品牌推广等方面对坚持创新发

展的企业予以支持。

三是跳出产业。跳出产业谋划、

发展产业，才能不断做大产业规模。

新疆一些地区立足本地条件，将馕产

业与旅游、文化等产业深度融合，在

唤醒“潜优势”过程中，延伸和厚植

了优势。同时，从种植业入手，反作

用于生产端，提升馕产品质量；还带

动了包装、餐饮、物流、电商等产业

发展，有力舞动产业链条，激发产业

发展动能。

当然，新疆馕产业还存在一些短

板，还需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培育

优势品牌、加大科技投入、增强创新意

识等。相信采取针对性措施补短板，锻

长板，一定能够将产业“潜优势”尽快

转化为“显优势”，让新疆馕香飘全

国、香飘四海。

户外滴水成冰，室内热气

腾腾。隆冬时节，走进位于新

疆伊犁州的霍尔果斯馕产业

园，只见电气化馕坑排列整齐，

打馕师傅们正在忙碌，雾气氤

氲，夹杂着浓郁的烤馕香。

“产业园采取‘加工+出

口贸易+文旅’发展模式，打

造集科研、包装印刷、电子商

务为一体的产品加工基地，目

前已有金亿国际、丝路彩虹等

10 多 家 外 向 型 加 工 企 业 进

驻。”霍尔果斯市商务局副局

长马俊文告诉记者，“我们努

力让‘小馕饼撬动大产业’，

充分发挥霍尔果斯区位优势、

馕产品特色优势，拓展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

2020 年 6 月，霍尔果斯馕

产 业 园 正 式 开 业 ，建 有 馕 坑

500多个，可日产馕 40万个，产

品不仅销往上海、广东、江苏、

河南、四川等省份，还出口到哈

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

家，内销、出口量约各占一半。

地处我国西部边陲，得益

于近年来新疆加快“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霍尔果

斯向西通道更加通畅，“通道

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

级步伐越来越快。

“部分面粉、干果等原料

来自于周边国家，做成馕后再

出口到国外。”霍尔果斯市开

建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秋洁对记者说，“原

料采购、产品销售两头在外，产品经产业园‘变身’

后出口，实现了加工增值、流动增值”。

进驻霍尔果斯馕产业园的许多企业负责人表示，

进驻馕产业园不仅是为了生产，还可以捕捉中亚市

场最新信息，立足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新产品，打

开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丁岚很早便意识到这一点并

行动起来，作为霍尔果斯荼蘼花事食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也是新疆列巴、巴哈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她历时 1 年多开发出巴哈力新产品，受到国内外

消费者喜爱。“把国内卖得火的产品投放到国外；将

国外畅销的产品试水国内，有利于打通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丁岚说。

深入霍尔果斯馕产业园，

从一个特色馕产品的生产、开

发、销售不难看出，新疆馕产

业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乌鲁木齐市馕文化产业园内，打馕师傅正在制作馕饼。 本报记者 乔文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