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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四月天”，正是踏青出游

好时节。4月 12日一大早，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包头市九原区哈林格尔镇的黄河谣

文化旅游区就迎来一大拨游客：有的拿

着手机拍照留念，有的带着孩子荡秋千，

有的走进黄河谣工匠博物馆参观⋯⋯好

一片温馨惬意、生机勃勃的景象。

“春光明媚，鸟语花香，这个时候不

出来转转就太可惜了。”今年 66 岁的退

休职工栗振海当天和朋友来到黄河谣文

化旅游区踏青。“这里离我们家不远，风

景不错，吃的玩的看的地方也不少，再转

一会儿我们就去吃这里的特色黄河鱼。

这一趟平均算下来每个人消费也就 100

多元。”栗振海告诉记者，这些年生活水

平提高了，自己及身边朋友的消费能力

和消费意愿也在逐步提升。

内蒙古黄河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沙告诉记者，随着天气回暖，

黄河谣里的游客一天比一天多，尤其是

清明节期间举行的“第六届黄河谣开河

节”，更是让景区的人气持续升温。“我

们的景区是不收门票的，只有景区里的

博物馆、藏宝馆以及餐饮等项目收费，

游客太多可能会影响消费体验。为此

我们准备在以后重大节假日期间设计

一款代金券，只有购买代金券才能进入

景区，入园可抵现金使用，这样一方面

可 以 控 制 客 流 ，另 一 方 面 还 能 促 进 消

费。”李沙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包头市通过出

台促进文旅消费系列政策、申请文旅消

费专项资金、开展大型文化旅游活动、推

动重大文旅项目建设等举措积极拉动文

旅产业消费，效果显著。2021 年，包头

市成功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

市 。 今 年 清 明 节 期 间 ，全 市 接 待 游 客

29.0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326 亿元。

入春以来，位于昆都仑区卜尔汉图

镇乌兰计二村的花果飘香大樱桃种植园

成为不少市民踏青的目的地。“在这里不

仅可以感受乡村气息，还能体验采摘的

快乐。”种植园负责人刘引引说，园里共

有 10 个樱桃温室大棚，各种樱桃市场价

均在 100 元/斤以上。随着人们对消费

品质要求的不断提升，优质樱桃也越来

越受欢迎，尤其是新鲜采摘的本地樱桃，

因个大味甜更是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目前种植园以年轻人和家庭亲子

采摘体验为主，也有不少人在体验后将

其带回去作为走亲访友的礼品。”刘引引

介绍，虽然种植园离市区有段距离，但是

高峰时候每天也有三四百人前来采摘购

买，人均消费额在四五百元左右。

这段时间，位于土默特右旗沟门镇

的大雁滩景区里千亩杏花花开正艳，吸

引了周边游客前来游玩。仅今年清明节

假期，大雁滩景区就接待游客 3.1 万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5.61% ；景 区 综 合 收 入

464.94 万元，同比增长 47.6%。

沟门镇党委书记高月飞告诉记者，

近年来，沟门镇依托丰富的林果资源和

自然生态环境，本着农旅结合、以旅促农

的理念，大力实施大雁滩旅游景区和西

湾民俗街项目建设，累计投资近 1 亿元，

完成了乡村音乐酒吧、百鸟园、特色采摘

园等 15 处景点的建设。高月飞介绍，截

至目前，大雁滩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约

200 万人次，每年直接带来旅游经济综

合效益约 1 亿元。在文旅产业发展的带

动下，大雁滩果品亩均增收 5000 多元，

景区的农家乐、民宿、小吃店等商铺生意

红火。“近期，我们正在举办第七届杏花

节 ，这 里 又 迎 来 一 波 客 流 高 峰 。”高 月

飞说。

“下一步，我们将印发各地区创建国

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工作清单和

台账，指导各地区开展丰富的文旅消费

活动，推动创建工作落细落实。”包头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高勇说。

好吃鲜花饼

八街玫瑰香

本报记者

曹

松

鲜花饼作为极具地域特色的一种

美食，前些年随着旅游经济释放的巨

大消费需求，让云南安宁市的农户通

过种植食用玫瑰实现了增收致富。不

过，近几年，花农的日子不好过了。

由于种植门槛低、产品技术含量

不高，特色不突出，易复制、易替代，目

前云南省内形成了包括曲靖马龙、大

理弥渡等在内的多个大型玫瑰花种植

基地。但与不断攀升的鲜花产量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鲜花市场需求

疲软，加之疫情影响旅游经济、加工处

理能力单一有限，种种因素叠加，使得

花农常有亏损、收益不稳定。可以说，

云南虽然有产地效应、先行优势，食用

玫瑰产业却尚未做大做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绿

色健康消费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现在

还处于起步阶段的食用玫瑰产业具有

广阔市场前景。未来，云南各地需要

加快延伸产业链，形成品牌优势。

在种植端，要加快形成绿色有机

种植。食用玫瑰作为农产品，农户在

效益好时一哄而上，效益差时一哄而

散，种植上管理粗放，标准、产量、品质

不一。要引导农户在种植过程中禁用

农药、化肥、激素等人工合成物质，形

成有效的集约化生产和经营。要让花

农明白，种出高质量的玫瑰花，在价格

上才有话语权。

在 精 深 加 工 上 ，努 力 延 伸 产 业

链。目前来看，云南各地食用玫瑰仍

以传统初级加工馅料为主，终端产品

产量最大的是鲜花饼，而具有较高附

加值的产品不多，市场份额也很少。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加快食用玫瑰

研发领域的创新，进一步完善下游产

品深加工，拓展如玫瑰茶、含片、酸奶、

面制品等食品加工行业，在保健品、化

妆品、日化产品、文创产品等方面加大

创新力度。

培育食用玫瑰加工龙头企业。在

鲜花饼产品上，云南省目前已经形成了

几家具有优势的大型企业，打造了嘉

华、潘祥记、玫瑰谷等品牌。但在其他

玫瑰精深加工领域尚未形成有足够优

势的龙头企业。对此，云南可以利用产

地和市场，对外引进企业、人才、技术和

资金，从供给侧入手，研发推出更多品

种、更高品质的玫瑰消费新品，助力产

业持续做大做强。

精益求精才有出路
曹 松

包头市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

踏 青 黄 河 边 花 果 惹 人 醉
本报记者 余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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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 4 月，赏花踏青是许多人的假期

选择。在素有鲜花王国美誉的云南省，

眼下各地花开正盛，游客不仅可以一览

春景，还能大饱口福。

赏花赏景、吃花吃饼。鲜花饼是云

南特色美食，这种以食用玫瑰为馅料的

地方特色小吃随着消费需求多样化和旅

游发展逐渐被外地人所熟知，正受到越

来越多人的青睐。

近年来，云南省安宁市形成了全省

规模最大的食用玫瑰生产基地，通过种

植、加工、农旅一体化融合发展，不断挖

掘食用玫瑰消费价值，打造现代食用玫

瑰产业科技创新示范园，把芬芳的玫瑰

做成了美丽的“甜蜜事业”。

玫瑰花开好滋味

进入 4 月中旬，位于云南省安宁市八

街街道的上千亩食用玫瑰基地陆续进入

盛花期。艳丽多姿的玫瑰花在清风中摇

曳，走进相连村的“玫瑰山谷”，处处散发

着沁人心脾的芳香。

食用玫瑰花在我国很多地区均有分

布，但云南种植的最为上乘。八街街道

相连村党总支副书记姜敏介绍，食用玫

瑰喜阳，生长适宜温度为 20 摄氏度至 25

摄氏度，八街当地四季如春的气候，高原

优质充沛的日照，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都为食用玫瑰生长提供了优异条件。

安宁的食用玫瑰种植历史悠久。“大

概在上世纪 60 年代引入食用玫瑰品种，

居民一开始在自家庭院零星种植。”八街

街 道 党 工 委 副 书 记 、办 事 处 主 任 李 海

静说。

云 南 人 用 食 用 玫 瑰 花 来 制 作 鲜 花

饼，这种用面粉裹着玫瑰馅料制成的酥

饼甜而不腻、花香沁心、养颜美容，是云

南点心的代表。

改革开放后，昆明糕点厂生产鲜花

饼需求增大，八街开始扩大种植面积，

并 逐 步 向 外 供 应 玫 瑰 花 瓣 原 料 。 2005

年，八街第一家食用玫瑰花生产经营企

业 ——高桥食用玫瑰协会成立，八街食

用玫瑰由此步入产业化发展阶段，种植

规模不断扩大。

“可以说，鲜花饼的消费带动了食用

玫瑰种植的迅猛发展。”李海静介绍，八

街最高峰时期食用玫瑰种植面积近 1 万

亩，目前稳定在 9000 余亩。2021 年，生产

加工综合产值约 5600 万元。

几十年的发展让八街成为云南省规

模最大的食用玫瑰生产基地，2015 年“八

街 食 用 玫 瑰 ”还 获 得 了 国 家 地 理 标 识

认证。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居民宋素清告

诉记者：“我和孩子还有身边的很多朋友

都喜欢吃云南玫瑰花饼。我最爱吃的品

牌是嘉华和潘祥记。玫瑰花饼已经成为

我家日常必备的休闲食品了。”

鲜花饼里有乾坤

4 月下旬，露天种植的玫瑰进入盛花

期，八街也到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

八 街 分 布 着 食 用 玫 瑰 专 业 合 作 社

46 家、加工企业 15 家。花农们清早走进

玫瑰田采下带着露水的花朵，随后送到

各大收购点，紧接着位于各村各寨的生

产车间便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玫瑰原

料将从这里抵达云南全省各地。

在云南当地，一年中最先开放的玫

瑰花被称为“头水花”。经过一个冬季的

休养，“头水”玫瑰花香味浓、涩味淡、花

瓣厚。用“头水”玫瑰花做出的玫瑰馅

料，不仅香味浓，甜味也更足，因此也是

商家们抢购的重点。北京市东城区居民

李欣欣告诉记者：“每年春天，我都会网

购‘头水’玫瑰花饼，自己吃，也作为伴

手礼送给朋友们。”

“收购的花朵用最快速度加工贮存

起来，以此保证原材料的新鲜度。”八街

本土企业云南玫瑰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云珍介绍，做好鲜花饼一方面要保

证馅料新鲜，另一方面饼皮要酥软。鲜

花饼的饼皮采用云南传统酥饼的做法，

搅 拌 好 的 面 团 擀 开 后 层 层 叠 起 反 复 多

次，如此方能保证鲜花饼皮的酥香。

鲜花饼虽是云南传统点心，不过伴

随旅游经济和电商消费的兴起，也逐渐

打破地域的限制，成为全民小吃。

恒农电子商务（安宁）有限公司专注

线上市场，总经理徐雁杰说去年公司鲜

花饼销售额达到 300 万元。“销售数据显

示，90%以上的客户都是外省的，而且北

方市场占据大头。”

制作鲜花饼的工艺并不难，但行业呈

现两极分化、竞争激烈的特点——市场上

既有嘉华、潘祥记这样的连锁大品牌，也

有街头巷尾的手工作坊店，而消费者既能

品尝到 8 元一个、10 元一个的鲜花饼，也

可以买到单价不超过 1元的鲜花饼。

在李云珍看来，价格的高低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鲜花饼的品质。“比如，一个

50 克的鲜花饼，玫瑰馅料应有 30 克，如

果只放 10 克，成本就会降下来，但消费

者看不出来。”

“另外就是对食品安全的把控。”徐

雁杰表示，要保证消费者不能吃到任何

异物，意味着在农产品加工过程中要把

杂质率降到极低，除了机器筛选、色选，

还要增加人工分选。“如果生产管理流程

缺少某些环节，成本是可以降下来，但食

品安全就没了保障。”

为了维护好八街玫瑰品牌，一方面，

当地农户从田间的栽种、施肥、采摘到加

工各个环节执行严格行业标准，以提高

质量。另一方面，相关企业积极与科研

单位合作，引进先进的筛选、色选、清洗

设备，最大限度地降低含杂率，提升八街

食用玫瑰品质。

延伸玫瑰产业链

优质的原料和严格的加工保证了鲜

花饼的品质，赢得了消费者的口碑，徐雁

杰介绍，公司客户在淘宝、拼多多等电商

平台上的消费回购率达到 18%。

同时，根据消费需求多样性和电商

平台的数据反馈，公司还以玫瑰为原料

研发出相关 12 种系列产品。“包括荞麦、

紫薯、抹茶、菊花、蓝莓等不同口味的鲜

花饼，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徐雁

杰介绍。

八街食用玫瑰产业名声大噪，不过

单一的产业模式也面临发展瓶颈。李海

静介绍，2015 年的玫瑰花收购价格达历

史高点，15 元/公斤，群众收益颇丰，直接

导致八街第二年种植面积猛增 60%。

“当时全省其他地区的种植面积和

产量 也 跟 了 上 来 ，但 是 整 个 产 业 仍 以

食 品 添 加 馅 料 为 主 ，非 常 单 一 ，市 场

需 求 不 足 导 致 后 期 鲜 花 价 格 断 崖 式 下

跌 ，不 利 于 产 业 稳 定 健 康 发 展 。”李 海

静说。

近几年，农户收益时好时坏，鲜花滞

销 、种 植 户 因 亏 损 铲 花 的 情 况 时 有 发

生。为扭转困局，位于安宁市的云南玫

里传说食品有限公司作出有益探索。公

司总经理刘心忠表示，企业通过与高校

合作研发，提取玫瑰纯露，把玫瑰花从单

纯的食品馅料加工拓展到玫瑰类饮品、

酒品以及保健品。“我们已经生产出玫瑰

汁、玫瑰醋、玫瑰酒、玫瑰酵素等 10 多种

产品。”刘心忠透露，目前公司正在研发

玫瑰可乐这款产品，希望推向市场后能

打造出一个爆款。

“前几天刷淘宝，看到一款玫瑰花水，

评价不错，买来一喝，淡淡的玫瑰花香、微

甜的口味，非常好喝。玫瑰花是人们非常

喜欢和熟悉的一种花，加入玫瑰花元素的

产品，一定会受到消费者欢迎的。”北京市

西城区广内街道居民张弦说。

为加快产业链条向下延伸，安宁市

未来将继续完善食用玫瑰生产标准，建

设“玫瑰小镇创业园”，打造国家级食用

玫瑰产业区。目前八街街道规划了一块

285 亩的土地，计划招商引资，打造一个

以 食 用 玫 瑰 花 为 主 的 生 物 科 技 研 发 产

业园。

“在市场拓展和价值分析提取上，我

们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社会、高校、企

业共同关注推进。”在李海静看来，玫瑰

花作为一个健康绿色、辨识度非常高的

食品，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其消费文章

大有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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