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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月 里 的 老 陈 醋
“来，喝两口，品品。”客人来山西，不论

男女老少，在饭桌上都免不了被劝两句。

别误会，说的不是酒，是醋！

醋古称醯，又称酢，山西人自称“老醯

儿”，对醋的喜爱掩饰不住。数据显示，山

西每年的人均食醋量有 10 斤，远超全国平

均用量；在太原，这个数据达到了 18 斤，可

谓冠绝全国。

山西人嗜醋，也善酿醋。生长在这片

黄土地上的高粱，促成了山西人独特的酿

造工艺，每年有近 100 万吨醋从这里发往全

国，山西独有的地标产品老陈醋因此名扬

四海。

解码

“小桥流水古唐韵，一味陈香三晋风。”

在山西人眼中，老陈醋和晋祠难老泉一样

源远流长，是三晋大地上独特的风景。

《周礼》有“醯人掌共醯物”的记载，证

明醋少说有 3000 多年历史。春秋战国时

期，清徐人就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用缸和瓮

酿醋。到了西汉，清徐醋作坊在十里八乡

已颇有名气。等到明末清初时，一大批名

声响当当的老陈醋作坊“宝源坊”“顺泰号”

“同泰庆”“美和居”等涌现，在悠悠岁月里，

它们伴随着晋商坚毅的步伐，穿越大江南

北，让浓郁醇厚的酸味在华夏大地的每一

个角落悄然弥漫。

自古酿醋数山西，追根溯源在清徐。

太原市清徐县 609 平方公里土地上，不仅聚

集了紫林、美锦、水塔、东湖等知名酿醋企

业，清徐老陈醋的酿制技艺也早在 2006 年

5 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国醋都”实至名归。

“清徐老陈醋能够拥有独特的品质风

味，关键就在一个‘酿’字上，慢工才能出细

活。”范志国 18 岁入行，至今已有 50 个年

头，是山西紫林醋业股份有限公司名副其

实的老师傅。在他的记忆中，从一粒高粱

到一滴原醋需要 43320 分钟即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完成“蒸、酵、熏、淋、陈”五步工艺及

82 道工序，每一缸新醋还要再经过一年以

上的陈放，完成“夏伏晒、冬捞冰”的浓缩过

程，最终才能产出半缸老陈醋。这是范志

国从他师父那里继承的“活儿”，如今整套

流程又传给了他的徒弟。

“醋成没成，凭的是老师傅的经

验和感觉，但这靠岁月积累出来的

鼻子和舌头哪那么容易练成，经验

没那么丰富的，一步出

岔子，一缸子粮食就废了，付出的时间和力

气也白瞎了。”范志国说。

如何在保留“老味道”的同时提高质量

和产量？

“要在数据上下功夫，想办法破译密

码。”紫林醋业董事长罗建纯说。

“不起眼的一瓶老陈醋里有 1000 多种

有益微生物，其生理指标各不相同，如何把

它们研究透彻，就是我们研发团队的主要

工作之一。”紫林醋业研发部部长“90 后”郎

繁繁毕业于食品工程系，是老师傅眼里手

拿把攥的数据分析师，更是紫林陈醋研发

的“老手”。

“我们与山西大学、山西省生物研究院

有限公司共同承担建设了山西省科技厅下

设的食醋发酵科学与工程山西省重点实验

室，从微生物酿造机理、食醋酿造装备开

发、食醋功能产品开发等方面开展研究。”

为破解老陈醋“密码”，郎繁繁带领她的团

队一点点啃下山西老陈醋传统酿造工艺，

将工艺参数化并建立数学模型，进而优化

机械化大生产的工艺参数。

此外，她和研发团队还开发出了老陈

醋酿造一体机，精准完成老陈醋酿造过程

的拌醅、醋酸发酵、熏醅、淋醋等工序，使山

西醋产业由原本人均月产醋不足 80 吨向人

均月产醋约 450 吨迈进。

难能可贵的是，清徐醋企不藏私，数据

透明共享、技术透明共享⋯⋯清徐县与北

京中轻检验认证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投资

1.5 亿元筹建了国家级食醋综合检验检测

中心，研究制定“清徐老陈醋”工艺规范和

产品标准，探索建立食品真实品质认证体

系，加快山西食醋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升行

业话语权。

如今，走进清徐新建的酿醋工厂，除

了空气中熟悉的味道，还随处可见工业机

器 人 、生 化 工 程 技 术 设 备 、人 工 智 能 设

备⋯⋯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融合，酿醋工

厂有了“数字大脑”。

喝醋

“山西人真能吃醋！几个山西人在北

京下饭馆，坐定之后，还没有点菜，先把醋

瓶子拿过来，每人喝了三调羹醋。邻座的

客人直瞪眼。”汪曾祺在散文《五味》开头这

样描绘山西人“吃醋”的场景。

他是了解山西人的，作为制醋中心，山

西餐具都比别处多个小碟儿：一两醋左右

的深度，盛醋用的。

相传，唐朝宰相房玄龄的妻子宁可喝

下毒酒也不愿让丈夫纳妾，喝完后才发现

杯中是浓醋。从此，“ 吃 醋 ”又 多 了 一 层

“嫉妒”的意思。

现如今您来山西，不光能看到真刀真

枪的“吃醋”，还能看到蔚然成风的“喝醋”。

“这款保健醋的成分是苦荞、麸皮、菊

花、决明子等，富含总黄酮，对身体有保健

作用，可以直接饮用。”山西水塔醋业有限

公司党支部书记赵建强拿着一支“口服液”

模样的醋说，这是他们的热销产品，也是不

少山西餐馆的“桌上必备”。

“家有二两醋，不用去药铺”。山西人

历来认可醋的保健功效，谁要是感冒嗓子

疼，去酿醋车间走上那么一遭，熏熏鼻子、

通通嗓子，嘿！醋到病除。

守着老祖宗留下的宝，山西醋企开拓

思路，陆续推出了党参黄芪醋、苦荞杜仲叶

醋、枣花蜜青稞醋等新产品，拓宽了醋的细

分领域，极大丰富了醋的品类。

此外，随着调味品市场竞争越发激烈，

不少醋企瞄准细分市场，一口醋、小袋醋、

配装醋⋯⋯从产品设计到包装更加贴合年

轻人的审美和消费需求。

“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对果醋的接受

度很高，那为什么不能让果醋像功能饮料

一样受欢迎呢？”山西省美锦醋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姚锦涛说，在他的构想里，年轻

人也可以是醋的消费主体。

陈醋元宵、陈醋冰淇淋、陈醋油条、陈

醋黑芝麻丸、老醋月饼⋯⋯山西人的热爱，

让陈醋学会了“七十二变”，赶起了时髦，可

谓是“万物皆可醋”。

远方

民间有句俗语：“山西人的血脉里，流

淌的是老陈醋。”它是数代人难忘的回忆，

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味道，是旅人无法割

舍的“行李”，也是无数漂泊在外的山西人

魂牵梦萦的“故乡”。

“原来是这个味儿啊。”梁芷祎祖籍山

西盂县，早年举家迁去了南京，南京用香醋

居多，父亲每每吃饺子想蘸醋时，都跟她说

不是这个味儿。踏入东湖醋园，跟随讲解

员的脚步，穿梭在古法车间，看着热气腾腾

的高粱，嗅着“大黑缸”里的酸爽，听着一道

道复杂的工序，她总算知道了父亲心心念

念的“味道”，但似乎又不仅仅是一种味道，

更是一种记忆、一种传承。

梁芷祎到访的东湖醋园是山西省第一

家动态展示传统与现代老陈醋生产工艺流

程的项目，是具有老陈醋历史文化内涵的

工厂化博物馆，是展示山西老陈醋风采的

平台，也是让人们了解陈醋传统生产技艺

与文化内涵的窗口。

“不仅能提升产品附加值，而且对醋文

化和品牌的宣传作用巨大。”东湖醋园旅游

部负责人连佳说，不少来过这里的外地游

客成了醋园的“铁粉”，只要重游山西，就会

来这儿闻闻醋香，甚至有人从游客变成了

经销商。

无独有偶，在山西，不少醋企都创办

了自己的醋博物馆、醋园等，并在平

遥古城、太原古县城等热门旅

游地设立老醋坊，向游客打开

一个了解山西醋文化、深度体验

国家级非遗技艺的窗口，既带动

了体验式消费，又进一步塑造了

区域品牌形象。

为 进 一 步 传 承 、弘 扬 醋 文

化 ，清 徐 县 还 积 极 探 索 将 醋 文 化

融 入 舞 蹈 、歌 曲 、影 视 等 作 品 ，并

谋划拍摄《老醋坊》电视剧等文艺

作品。

随着电商销售兴起，醋产品借风

远航。“10 年前，我们的销售一直采用

口口相传的口碑营销。随着醋文化的

崛起，电商平台为我们增加了一个很好

的宣传和销售渠道。”宁化府电商部经

理杨霖说，“现在，在美国、加拿大、秘鲁、

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都可以买到我们

的醋产品。”

留学美国的徐欣苒这样与国内的表

姐分享她网购陈醋的用途：“姐，汉堡蘸着

醋 ，大 米 里 放 点 儿 醋 ，都 能 让

美 味 加 倍 。”山 西“ 老 醯 儿 ”或

许不懂徐欣苒的创新吃法，但

互 联 网 确 确 实 实 突 破 了

“老醯儿”的地域边界，

这一群体正通过电

商 平 台 不 断 壮

大 ，而 山 西 陈 醋

也正借此不断延

展市场增量。

山 西 陈 醋 ，

这 岁 月 沉 淀 的 醇

厚 滋 味 ，如 同 山 西

这 片 土 地 一 样 质 朴 深

沉 。 它 是 味 觉 的 诗

篇 ，是 生 活 的 旋 律 ，是

山 西 人 民 心 中 永 远 的

骄傲。

“ 老 醯 儿 ”，

扬帆正当时！

到 大 庆 去 露 营
吴 浩

一顶帐篷，撑起一座城的“诗与远方”。

黑龙江省大庆市以油城闻名，“磕头

机”是这座城市的“显眼包”。自然风光秀

美的大庆，还有着“百湖之城”的美誉。这

里湖泽水系相通、森林草原相拥，百鸟翔

集、骏马奔驰。对于游客而言，露营打开了

认识大庆、感受自然的“另一扇窗”。

“之前好多人在朋友圈晒了大庆的露

营照，风光太美了！这次我们决定来大庆

碳中和生态园实地体验一下。”7 月底，大庆

举办了第十四届帐篷节，家住黑河市的露

营爱好者刘铁锋带着家人来参加帐篷节，

感受大庆之美。

作为大庆帐篷节的发起人，李文林对

帐篷节从无到有、从有到精的过程很是了

解。“2008 年，有五六个户外俱乐部自发组

织帐篷节，单纯想推广户外运动理念。之

后帐篷节知名度日益提高，参与者从最初

的大庆本土户外俱乐部、资深驴友，扩大到

周边城市以及辽宁、山东、吉林等外省游

客，人数从几百人发展到了上万人，成为东

北知名度高、参与人数多、影响力大的帐篷

节。”李文林说。

不只是帐篷节期间，整个夏季都是大庆

露营的好时节。撑起帐篷，三五好友围炉煮

茶、烧烤撸串、畅谈人生，享受夏日清凉，看天

边云卷云舒，是当地人慢生活的真实写照。

“ 晴 天 一 顶 星 星 亮 ，荒 原 一 片 篝 火

红”。草地上支起成片的帐篷，这种壮观场

面早在大庆石油会战初期就曾出现。那时

条件艰苦，参加会战的队伍没有住的地方，

就在荒凉的大平原上支起简易帐篷。

时代变迁，露营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

方式，成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口。如今，大庆

帐篷节已经举办了 14 届。每逢周末，在大

庆龙凤湿地公园、赛车小镇、杜尔伯特大草

原等地，随处可见帐篷和天幕。

杜尔伯特县的居民刘柳，在家门口就

实现了“精致露营”。一有空她就会和朋友

带上餐食、烤盘、茶具、咖啡壶等，“像搬家

一样”来到六家子露营地。

“这里的风景太美了！我们围炉品茶，看

草原上的落日晚霞，蜿蜒的河流在草原上静

静流淌，还有飘逸的云朵和成群的马牛羊，不

愧是‘天花板级’的露营地。”刘柳说，对于露营

爱好者而言，六家子是能拍出大片的好地方。

数据也显示出大庆露营的火热：2023

年，“到大庆去露营”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平台话题播放量超过 10 亿次；今年，龙凤湿

地公园露营再次火爆，仅端午假期，就迎来

超 10 万人次游客。

“露营在提升人气的同时，还助力周边

经济繁荣，带动露营装备、营地、餐饮等相

关企业收入。仅 2023 年，龙凤湿地公园露

营就带动 2000 余人就业。”“到大庆去露营”

活动现场执行负责人孙岚说。

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到此游玩，大庆

在龙凤湿地公园划分出 3 个主题活动区域

共 1200 个露营点位，增设指示标牌、卫生

间、公共水箱、停车位等设施，实现旅游配

套设施提档升级。“一部手机游大庆”公众

号也于 7 月中旬上线，在这个平台上，除了

能预约露营点位外，还能查找露营攻略、分

享露营故事、一键导航露营地。

“我们将推动各个露营基地规范化管

理和配套设施升级，为不同需求的人群提

供更精细化、更高质量的产品，让‘到大庆

去露营’品牌更闪亮更持久。”大庆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柴威说。

一顶能遮风挡雨的帐篷，还能撑起户

外旅游的一片天地。走，搭起帐篷！到大

庆去露营！

﹃
一人食

﹄
爆火的背后蔡承彬

近 年 来 ，国 内“ 一 人 食 ”餐 饮 兴

起。除了人均几十元的小火锅，大盘

鸡、烤肉、麻辣烫等也纷纷加入“一人

食”餐饮细分市场，商家在产品品类、

用户体验、品牌特色、营销传播和成本

控制等方面下足功夫，用心创造令食

客满意的用餐场景。

在我国，多样化的社会经济形态

催生了“单身经济”“宅经济”“懒人经

济”等，“一人食”餐饮应运而生。在美

团 APP 搜 索“ 一 人 食 ”，不 仅 有 大 量

“一人食”套餐，还有“一人食餐厅排行

榜”，主打“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的单

身食谱更是大受欢迎。可以说，“一人

食”已开始演变为新的城市文化景观。

“一人食”因何兴起？从经济学角

度分析，是消费需求升级和市场供给

创新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从需求侧看，“一人食”消费主力

以单身人士、上班族为主，他们既追求

方便和效率，也追求品质和格调。如

今，一个人吃饭早已不再是孤独的代

名词，现代生活节奏快，“一人食”降低

了同桌共饮、群食共餐花费的时间成

本，也能在繁忙工作之余获得短暂独

处的轻松。越来越多的“Z 世代”，也

喜欢以“一人食”的形式度过就餐时

光。此外，小份量既减少了浪费，又满

足了顾客对分餐、卫生和便捷的需求，

成为助推餐桌文明的新风尚。

从供给侧看，“一人食”餐饮品类丰富，除了常见的火锅、日料

等，还有炒菜、蒸菜、烧烤等多种花样，主打性价比。今年上半年，

“一人食”成为不少餐饮大品牌的重点布局领域：呷哺呷哺下调单

人套餐价格，肯德基推出 9.9 元汉堡，必胜客开设 10 元至 30 元就能

搞定一餐的“Pizza Hut Wow 乐享店”⋯⋯这些变化成功吸引了单

人用餐者、年轻人以及价格敏感者。很多商家除了照顾好消费者

的胃，还在氛围感上下了功夫，比如在布局上专门设计了“吧台”或

“隔断”，给每位消费者提供独立空间，保持适当距离感，满足顾客

对私密空间的需求；再如使用自助点单、买单系统，既节省了人工

支出，也减少了交流，让“一人食”更轻松。

从经济学视角看，商业分工带来城市生活的便利性，也提高了

劳动生产率，“一人食”爆火的背后，是餐饮品牌针对客户细分需求

推出的更精细化、高质量、个性化的服务。

社会结构的变化，新生代的消费思维和消费行为，决定了“一

人食”具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甚至未来还可能催生出更多的

“一人”业态与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准入门槛并不高的餐饮行

业是一个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型，“一人食”餐饮要面临

来自各种餐饮替代品的竞争。究竟能不能走得长远，其底层逻辑

在于运营和细节，最终还取决于品质、品牌、服务、用户黏性等综合

优势的比拼。

□ 梁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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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平遥古城内的醋文化元素山西平遥古城内的醋文化元素。。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山西省大同市酿醋工艺山西省大同市酿醋工艺。。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