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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赋能，传统食品成新宠——

一 碗 浆 水 闯 天 下
本报记者 赵 梅

作为一种体验式消费，旅拍受到越来越多人青睐，不过要想让旅拍从消

费者的一时喜好变成长久的出游标配，还需从提供更专业的服务、更匹配的

场景和更规范的监管等方面入手，规范旅拍行业的发展。

受疫情影响，人们出行受到一定限制，但

出游愿望并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渴望和珍惜

出门旅游的机会。无论是花样翻新的房车、

露营、树屋等住宿方式，还是从北京故宫、西

安大唐不夜城到西南民俗村寨的旅拍，体验

式消费为旅游市场带来了更多新玩法，受到

消费者欢迎。

旅拍有多火？前几年大家还追着冬天故

宫里的第一场雪，如今再进紫禁城，三五步间

就能遇到媲美清宫剧妆容服饰的“王爷”“格

格”们，他们在摄影师的镜头中穿越般与红墙

黄瓦融为一体。如果说，到故宫去旅拍还需

要提前几天预约摄影师，购买千元左右古风

写真套餐才能进“宫”体验一下的话，那么到

一些西南地区的民俗村寨，旅拍就相对容易

了。走进民俗文化旅游区，三五个相邻商铺

中总有一家店铺经营着旅拍业务，游客即便

初来乍到，也能很快就地挑好民族服装、扮好

风情妆饰，请当地摄影师在吊脚楼、风雨桥边

留下靓丽影像，这样的一组旅拍套餐价格在

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在暑期等出行旺季，

甚至晚上 9 点、10 点左右，还有游客正在化妆

等待拍照，让人感慨旅拍的火爆。

旅拍最初的目标客户是新婚夫妻。但最

近几年，越来越多年轻女性和家庭游游客也

把旅拍当成出游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智能

手机普及、摄像功能越来越强大的今天，为什

么人们到景点去玩还要专门花时间、花钱请

人来拍照？受市场需求、技术开发、颜值经

济、社交媒体传播等多方面因素推动，更多消

费者把对美的愿望催化成更多个性化、定制

化、风格化的消费需求。单从旅游看，人们不

再满足于简单的人像记录，还希望为旅行增

加一定的文化附加值和艺术美感。甚至有些

消费者旅游的主要目的就是旅拍，到西安拍

汉服，到敦煌拍侠客，到西江苗寨拍民族

风⋯⋯由此，在商业摄影行业，旅拍已经从特

定的人群消费扩展到不分男女老少的各类群

体。相关数据显示，旅拍的市场规模、消费人

群、从业人数在疫情期间均保持了稳定增长。

如今，作为一种体验式消费，旅拍受到越

来越多人青睐，不过要想让旅拍从消费者的

一时喜好变成长久的出游标配，还需从提供

更专业的服务、更匹配的场景和更规范的监

管等方面入手，规范旅拍行业的发展。

很多旅游景点为吸引客流，已经开始把

旅拍作为卖点进行推广，并提供相应服务项

目。要想让这种体验式消费满足人们的需

求，吸引更多客流，应当站在受众的角度开拓

市场。从消费者的选择看，相比自然景观，一

些人文景观往往更契合旅拍，正是那些不同

地域各具特色的文化魅力促成了旅拍从婚庆

消费走向旅游消费。因此，主打文化历史特

色的旅游景点不妨依据自身优势，将服装租

赁、快速拍摄与线路规划等服务进行综合设

计，为游客打造一些主题鲜明更具场景感的

旅游环境，让拍照更容易，让景区更出镜。

培育旅拍消费，景区所在地和相关摄影

机构还要在专业程度上下真功夫。目前从事

这一行的摄影师中，并非人人都具备一定的

专业水准，很多甚至是草台班子。但摄影对

专业技术要求较高，同时旅拍又是一种体验

式消费，人们非常在意服务水准。因此，培育

旅拍市场，相关机构和地方需着力提升摄影

师、化妆师和修图师等不同从业者的专业程

度，设定适当的准入门槛，提供必要的培训机

会，提升景区旅拍品质，让消费者获得更满意

的服务，从而增加当地客流量。

“十一”假期，很多人会选择去旅拍，相关

市场管理部门应对旅拍消费中的消费纠纷予

以足够重视。目前很多旅拍机构与消费者之

间都是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线上交易，监管力

度较弱。同时旅拍行业尚无规范合同，或者双

方没有对具体细节进行明确约定，“霸王条款”

“天价底片”等情况时有发生。消费者在旅拍

时，应优先选择正规平台和机构，对签订合同

和保留证据多留点“心眼”；相关监管部门和行

业协会需尽快设立行业标准、制定合同范本，

规范行业发展，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价格透明、

合规的产品，培育好这一新兴消费领域，助力

其长期健康发展。

简单的蔬菜经制作发酵后，变成富含益

生菌的调味品，这便是西北人酷爱的地方美

食浆水。

随着时代的发展，浆水制作的创新产品

不仅层出不穷，更是搭乘网络电商走向全

国。科技的赋能让平凡浆水的健康价值再度

出圈，成为老少皆宜的新宠。

创新求变

浆水是用包菜、芹菜、胡萝卜等蔬菜为原

料，经漂煮发酵而成的西北特色美食，可以调

汤、做面，可饮可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

就有“浆水，性凉善走，故解烦渴而化滞物”的

记载。

西北人吃浆水历史悠久，范围主要包括

甘肃、青海、陕西、宁夏等地。作为西北传统

名小吃，甘肃兰州、天水、临夏等地家家户户

都会做，也喜食。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看到了

浆水的商机，浆水成为广受消费者喜爱的特

色小食。

在甘肃，提起浆水无人不晓。特别是夏

季，浆水便会成为餐桌上的宠儿。不论是菜

市场摊位上还是超市里，随处可见浆水的

身影。

“大白菜做的东北酸菜适合炖肉，西南酸

菜适合做鱼，而我们西北酸菜浆水适合调汤

做面。”甘肃圆根香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

理袁振莹说，甘肃浆水产品因地域不同，所用

菜品和菜量以及发酵时间不同，产品有浆水

和酸菜的区别。

袁振莹所在的甘肃陇南市武都区邻近四

川。1996 年，经商 4 年的他受当时畅销的四

川榨菜启发，萌生了将当地家家户户都会做

的酸菜变成商品的想法。

从家庭制作到工厂化生产，首先要解决

保质期和香型问题。袁振莹选择当地周边

大量种植的蔬菜，经过两年试验，在用水泥

池、木桶发酵都失败后，最终选用大缸成功

发酵。生产工艺也从最初的全人工演变到

半机械化，切断、切丝、漂烫都通过生产线

实现。

如今，圆根香公司能容纳 200 多斤酸菜

的大缸从开始的几十个发展到 1000 多个，浆

水酸菜的保质期也从 1 个月延长到 9 个月。

销售从最初的不被认可到主销甘肃当地，再

到后来从陕西辐射到整个西北地区，又通过

网络电商销售到全国各地。

“每 年 一 入 夏 ，就 到 了 浆 水 的 畅 销 期 。

6 月至9月销售收入曾达到300多万元，去年年

销售收入1000多万元。”袁振莹说，为顺应市场

需求，他们还研发出炒制好的即食半成品。

在甘肃陇浆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2018

年建成的浆水酸菜现代化生产车间一派繁忙

景象。一袋袋芹菜、包菜、蒲公英、苦苦菜、混

合野菜等碗装、袋装浆水源源不断产出，年产

普通浆水 1500 万袋。

甘肃陇浆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

兵是甘肃天水人，曾在外打拼的他看到浆水

酸菜的商机后，果断回乡创业。在多地考察

并拜访中医后，王兵携手甘肃农业大学和兰

州交通大学实验平台及科研团队，历时 11 年

试验 14300 多次，研发出多种浆水和酸菜产

品，并申请了专利。

新品受宠

盛夏时节，不论是西北百姓的餐桌还是饭

店、餐厅，用浆水制作的浆水面、浆水拌汤等各

种美食就成了“主角”，留在唇齿间的是清冽酸

爽和悠长的回味。如果说传统浆水酸菜是中

老年人抹不去的乡愁味道，那么各种口味的浆

水小吃、浆水饮料则是青少年的新宠。

在甘肃陇浆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五香

味、泡椒味、仔姜味、麻辣味的小包装发酵山

野菜让人口齿生香，原味、金橘柠檬、蜂蜜柚

子味的浆水饮料更是让人欲罢不能。

在前期传统浆水投产后，王兵又根据市

场需求，开发出各种口味的即食浆水酸菜和

浆水饮料。浆福凉菜和“浆 V”系列浆水饮料

生产线年产浆福山野菜 1000 万袋、浆水饮料

3000 万瓶。去年，浆水面预包装产品已上

市，因食用便捷和口味正宗深得消费者喜爱。

“我住在上海老家在甘肃，没想到在上海也

能吃到甘肃的浆水面，很正宗！”上海市民刘志

说，浆水面预包装食品不仅满足了口腹之欲，还

慰藉了他的乡愁。

在兰州的一些饮品店，浆水饮料也悄然

兴起。黄瓜青柠檬、鲜冻柠檬薄荷浆水饮

料 ⋯⋯以浆水为主料、配料的现做饮料，在

盛夏时节广受消费者青睐。

“夏天是浆水饮料销售高峰期，一天最多

能 销 售 近 1000 杯 ，单 月 最 高 能 销 售 2.3 万

杯。”甘肃放哈餐饮娱乐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

负责人杨丽斐说，小时候长辈们经常会在浆

水里放糖给小朋友喝，当作夏日饮料。2015

年，他们便尝试推出了冻黄瓜青柠檬浆水和

鲜冻柠檬薄荷浆水，市场反响不错。

“去年我们试着做了花椒浆水、气泡浆

水，今年还开发了香菜浆水。”杨丽斐说，为了

让更多年轻人接受传统浆水，也让更多外地

来兰州旅游的朋友尝尝老兰州的浆水味道，

他们还做了很多尝试。

在开放加盟之前，放哈浆水饮品的销售区

域主要在兰州市以内的直营店面，目前已同步

至甘肃和青海所有的直营店面、加盟店面。

科技助力

“菌粉配比很重要，既要保证菌量又要保

证菌活。”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吴迎

一边制作浆水酸奶一边说，浆水酸奶的制作

与普通酸奶的制作方法相同，将生牛奶高温

消毒杀菌后接种含有 GR-3 的菌剂，再进行

4 小时发酵和 12 小时冷藏处理，难点和关键

点在于加入的菌粉配比。

“这碗酸奶中降尿酸益生菌的菌株活性

比浆水面可高多了。”兰州大学环境微生物课

题组负责人李祥锴介绍。一次偶然的机会，

李祥锴捕捉到甘肃人因喜食浆水而少患痛

风，于是他开始研究浆水中益生菌降低尿酸

的效果。经过大量前期调查摸底，他和团队

推测作为发酵食品的浆水中含有某种对痛风

有积极作用的益生菌。经过 4 年多研究，去

年 3 月，兰州大学环境微生物课题组发布了

一项最新研究，从浆水中分离出的一株发酵

乳酸杆菌 GR-3，可有效降低动物体内尿酸

并控制尿酸积累。此项成果发表在微生物领

域知名期刊《肠道微生物》上，一时间让传统

浆水的消费再掀热潮。

如何在注重健康养生大环境的当下将这

项科研成果通过转化惠及大众？经过认真研

究，李祥锴和课题组成员将目标锁定在酸奶

上。如今，面向痛风人群研发的“浆瑞康”浆

水酸奶上市已近 8 个月，在武汉销售高峰时

期一周出货量达到 1.2 万杯，8 个月销量达 12

万杯。兰州的浆水酸奶市场正在逐步打开。

课 题 组 又 趁 热 打 铁 ，开 始 研 制 浆 水 啤

酒。“我们不断调整工艺，把从浆水中提取的

GR-5 益生菌参与到啤酒发酵周期中进行发

酵，最终制成了浆水啤酒。”兰州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研究生王泽民说，浆水啤酒的嘌呤含

量比普通啤酒降低了 50%。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公司化运作进行市

场推广，争取在今年 9 月、10 月大规模上市。”

兰州大学环境微生物课题组成员令桢民介

绍，目前浆水啤酒已完成小试和中试，商标注

册等工作也在进行中。他们正在和企业商

谈，希望能早日投产。

走入廊坊印巷街区内，只见

中式仿古门头让人眼前一亮，门

头上记载了廊坊印巷主题街区的

历史和由来，墙壁上的简体素描

壁画：老火车站、老百货大楼、老

天桥等老廊坊地标建筑一一呈

现，让人一边回顾着廊坊的发展

历史，一边体会街区独特的文化

底蕴。再行往深处，各家装修风

格迥异的美食小馆，正静静等着

顾客的光临。记者随意走入一家

店铺，伴着温馨的音乐，买一份喜

爱的饮品，点三五样心仪的小食，

一股惬意之情油然而生。

每当夜晚来临，河北廊坊的各

种夜市便陆续敞开怀抱，吸引着人

们到人民公园去健步、到廊坊印巷

赏古、到万达广场购物、到天下第

一城游园林、到新朝阳观光夜市品

美食⋯⋯廊坊市全力推动“夜经

济”向纵深发展，为区域扩大内需

提供动力。

今年以来，廊坊市紧抓“夜经

济”的筹划和发掘工作，相关部门

出台促进城市消费的十六条措

施，由政府牵头、企业参与，紧紧

围绕人民公园、御龙河郊野公园、

万达广场、廊坊印巷、新朝阳观光

夜市、嘉华港湾、天下第一城等重

点区域，深挖廊坊文化底蕴，全面

打造灯光明亮的购物商场、情怀

满满的小巷美食、热情满溢的健

身公园，培育出一批主题网红打

卡 地 和 广 场 文 化 形 象 IP，不 断

“点亮”城市夜景，以“夜经济”为

龙头，聚人气、促消费，拉动第三

产业复苏回暖。

为了推动消费、提升人气，廊

坊市共向市民发放了 20 万份文

化惠民优惠券；安次、广阳、高新、

固安、三河等县（市、区）也纷纷投

入 300 万元到 500 万元不等的资

金开展助商惠民促消费活动。

“旧城老街承载着文化，记录

着 历 史 ，最 能 让 人 产 生 情 感 共

鸣。我们将逐步完善廊坊印巷街

区的硬件设施，进一步推广廊坊

街巷文化，不断引入新元素，让廊

坊印巷成为一张亮丽名片，让市

民喜欢上这里。”廊坊市广阳区解放道街道党工委书记潘英

会说。

潘英会告诉记者，廊坊印巷所在地原有居民古建住宅

74 户，占地面积 18734 平方米，38 户住宅已开发成商业模

式，入驻商户 31 家，其中 21 家是餐饮企业，其余为咖啡馆、

甜品店、婚纱摄影店、画艺、舞蹈工作室等。目前，廊坊印巷

街区日均人流量约 2000 人次，节日期间日均人流量约 8000

人次，年营业额达 3000 万元。

“咱廊坊现在晚上能去的地方可比之前丰富多了，廊

坊印巷里美食各有特色，而且因为是在老城区的胡同里，

有 种 闹 中 取 静 的 感 觉 ，晚 上 更 有 味 道 。”“80 后 ”刘 亦 然

说。“新朝阳的观光夜市也是我们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

方，我经常和朋友们下班之后去那逛一逛、聚一聚。”同行

的伙伴王新说。

几张小桌、十几个小板凳，构成了这座城市夜晚最简

便、最惹眼的美食广场，摊主们忙得不亦乐乎，顾客们吃得

尽情尽兴。凉皮、烤冷面、烧烤、臭豆腐、麻辣烫、水

果捞⋯⋯一到傍晚，新朝阳夜市整条街都人气满满。

新朝阳夜市的美食区有 100 余个摊位，商品百货区有

50 个摊位，还有 10 多家文创、诗集摊位等，这得益于市里

“夜经济”的快速发展。据新朝阳观光夜市负责人介绍，夜

市有专人负责食品安全及各项安全保障，保证市民吃得放

心，逛得安心。

在廊坊新朝阳兴顺观光夜市，丰富多彩的文化演艺、休

闲娱乐活动迎来了众多观众捧场，同时也为 200 多个摊位

的经营商户提供了稳定的客源。“每天能卖一两百个冰淇

淋，收入有 1000 多元，节假日收入还会更多！”在夜市经营

冰淇淋的摊主夏青表示，相比于门店经营，“我更喜欢夜市

摊位，开业后一直在这里经营，夜市收费合理，环境也够档

次，尤其是客流比较丰富”。

“夜经济”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状态，既是白天经济

活动的延续，又独具特色，能够有力拉动消费，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今年上半年，廊坊实现限上消费品零售总额

263.2 亿元，增速为 3.9%，总量居河北省第三位，为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下一步，廊坊还

将继续按照优化结构、完善功能、提升品质的思路，进一

步谋划发展四季夜间经济，不断丰富业态内容，全面满足

多元消费。

图图①① 图为兰州市场上销售的自图为兰州市场上销售的自

制浆水制浆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梅梅摄摄

图图②② 图为浆水速食产品图为浆水速食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梅梅摄摄

①①

②②

廊坊市安次区商贸文旅消费季暨御龙河之夜光影音廊坊市安次区商贸文旅消费季暨御龙河之夜光影音

乐节开幕式上乐节开幕式上，，市民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这绚烂瞬间市民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这绚烂瞬间。。

陈陈 童童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