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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桥 米 线 如 何 更“ 出 圈 ”
——来自云南省红河州的调查

本报记者 管培利

米线是云南人的日常美食，过桥米线则是云南众多米线中最具辨识度、

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品种。作为颇有声誉和品牌基础的地方特色饮食，过桥米

线能否像兰州牛肉拉面、柳州螺蛳粉等一样“出圈”？如何融合发展走向更大

市场，让更多人品尝其鲜美？

本版编辑 王薇薇 闫伟奇 美 编 倪梦婷

作为传统知名小吃，在激烈的市场竞

争中，兼具视觉、味觉和仪式感的蒙自过桥

米线独具特色，但也长期面临叫好多、叫座

少的问题。要想突破发展瓶颈，就要全链

条、线上线下齐发力，不断强化品牌效应，

提高消费者认知度，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

创新发展。

随着餐饮行业的发展、消费业态的丰

富，消费者更加关注品质和健康。过桥米

线要走向更大市场，就要在严格标准规范

的基础上，保证食品安全并不断提升品质，

这是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

要找准市场定位，不断创新发展。过

桥米线的魅力很大程度源于其高汤的原生

态和丰富的配料。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过桥米线的创新发展必须注重准确的

市场定位。在保证品质的基础上，丰富过

桥米线的高汤以及配料选择，给消费者提

供 多 样 化 的 餐 饮 体 验 ，从 而 保 持 长 久 吸

引力。

要 坚 持 线 上 线 下 共 同 发 力 。 堂 食 方

面，要注重挖掘更丰富的消费场景，推动过

桥米线与其他产业的有效融合。各类互联

网渠道为过桥米线更好“出圈”提供了机

遇。要瞄准方便速食市场，尤其是线上方

便速食市场，加强科研创新，丰富产品种

类。无论是保鲜米线还是各种配料的生产

加工，应更好满足消费升级趋势，以保鲜、

保品质、保口感为标准，研发各类便携式包

装产品。此外，还要注重培育和发挥龙头

企业的品牌效应和牵引作用，推动过桥米

线产业规范化、规模化生产运营。

全链条发力创新发展

精致的摆盘、丰富的配料、鲜美的汤底、优美

的 故 事 、充 满 仪 式 感 的 自 助 式 桌 面“ 无 火 烹

饪”⋯⋯云南的过桥米线有“金汤银线”和容天下

之鲜于方寸之间的美誉。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的过

桥米线历史悠久，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被誉

为“中国过桥米线之乡”。在蒙自市，过桥米线不

断传承创新发展，获得“蒙自过桥米线”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2014 年，蒙自过桥米线制作技艺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据

统计，蒙自市现有各类米线经营主体 1800 余家，

从业人员约 2 万人，年营业收入近 10 亿元。近年

来，红河州积极推动蒙自过桥米线走出去，在更

大的市场中提升其品牌度、知名度，为区域经济

发展赋能。

传承创新 擦亮品牌

今年 69 岁的王丽珠仍然坚持每天凌晨 3 点

多就起床，为的是熬煮一碗地道的汤。与过桥米

线打交道 50 多年，作为蒙自过桥米线制作技艺

传承人，王丽珠看重过桥米线制作的每一个环

节，尤其是汤，“汤是过桥米线的灵魂”。每天凌

晨起床后，王丽珠就会赶到自己的店里，把选好

的筒子骨、五花肉、鸡肉等食材放入锅中熬煮四

五个小时，作为当天过桥米线的汤。

大开眼界、味道鲜美、回味无穷⋯⋯这是很

多人对云南过桥米线的评价。关于过桥米线的

起源，有一个传说。据说在清朝，一位书生在蒙

自的南湖上苦读，其夫人过南湖桥给他送饭，携

罐提篮带着鸡汤、肉片、米线等，偶然发现可以将

肉片和米线放入依然高温的汤中，吃起来很鲜

美，故叫作过桥米线。

“对于过桥米线的发展，我们倡导传承不守

旧、创新不忘本。”蒙自市过桥米线协会会长刘雯

琦介绍，蒙自有上千家米线店，每家都有自己的

特色。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蒙自过桥米

线具有艺术性和文化性的内涵价值，不仅是一道

美食小吃，更是文化礼仪习俗的交融与传承。人

们在品尝过桥米线的过程中，也能深入体会“有

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为做好过桥米线的传承创新、擦亮金字招

牌，近年来，蒙自市整合资源，深入挖掘过桥米线

文化内涵，不断丰富过桥米线的形式和内容，推

进对外美食交流和商贸往来，持续提升蒙自过桥

米线的知名度、美誉度。

曾到昆明开店的王丽珠 1999 年回到蒙自开

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经过摸索，创新推出了

加入菊花的过桥米线，很受消费者喜欢。目前王

丽珠已传承带徒 300 多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蒙

自过桥米线的传统技艺发扬光大。

“我从小在‘米线堆’里长大，妈妈就在米线

厂工作。”蒙自市吴记榴乡菊花过桥米线负责人

王怡远表示，在蒙自过桥米线的制作经营过程

中，吴记榴乡设立了蒙自过桥米线传承点，传

承制作技艺与文化。通过积极带

徒，蒙自过桥米线制作技艺传承队

伍不断壮大，吴记榴乡现已带出徒

弟 50 余人。徒弟们学成后，在全

国各地独立开设蒙自过桥米线

店，丰富了各地的饮食业态，也

传 播 了 过 桥 米 线 的 品 牌 文

化。有的还走出国门，把店

开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国家和地区。

蒙自市特色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孙静表示，蒙自市持

续做好蒙自过桥米线技艺的

传承保护，扶持蒙自过桥米

线非遗传承人和过桥米线企

业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平台，鼓励和支持国家

非遗传承人多带徒、带好徒，

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

在蒙自天源大酒店，红河州

阳光国际旅行社导游黄云驰带着

30 多 位 越 南 游 客 品 尝 过 桥 米 线 。

同行的越南导游裴忠孝说，越南游

客很喜欢中国的特色美食，像过桥米

线这种又好看又好吃的，就更愿意品

尝 ，不 少 多 次 来 中 国 的 游 客 还 会 反 复

品尝。

在传统过桥米线的基础上，天源大酒店

将鸡蓉蛋花融入过桥米线，经过不断改进烹饪

技法，研发出鸡蓉蛋花过桥米线，受到游客好

评。此后，厨师团队通过对比筛选石斛品种，选

出铁皮石斛作为制汤辅料，开发出天膳源养生石

斛过桥米线，成为很多东南亚游客到蒙自旅游品

尝美食的选择之一。蒙自天源大酒店行政总厨

张永贵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和创新过桥米

线，从营养学等角度研究和改善制作技艺，更加

注重文化内涵的发掘，将蒙自过桥米线的金字招

牌擦得更亮。

延链展链 提档升级

经过一代代传承创新，过桥米线不仅成为蒙

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食，更延伸出一条相对

成熟的链条，并不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生产。

走进红河州蒙自桥之源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员工在生产线上生产各种类型的过桥米线。“我

们主要从事系列蒙自过桥米线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公司生产总监张乐告诉记者，公司积极发挥

行业带头作用，整合了蒙自市 6 家米线生产企

业，主要建设鲜米线、鲜卷粉、干（半干）米线生产

线，项目建成后，可日产 100 吨鲜米线、50 吨鲜卷

粉、20 吨干（半干）米线，项目预计年内建成投产，

将助力蒙自市米线加

工行业的规

范化、标准化。

《关于加快推进蒙自过桥米线产业高质量发

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实现制定出台覆盖生产、管理、销售、服务、质

量追溯、品牌保障等环节的综合体系标准，培育

授权“蒙自过桥米线”品牌店，实现蒙自优势特色

过桥米线全产业链产值超 100 亿元，带动就业

3 万人以上。

在蒙自市新安所食品园区的蒙自云味出线

食品有限公司内，经过多道环节，一袋袋保鲜米

线依次下线发往外地。“蒙自是过桥米线的发源

地，为了让过桥米线更好地走出去，公司加大创

新力度，从干米线迭代至保鲜米线，不断将保鲜

米线供应链做大做强。”蒙自云味出线食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宁告诉记者，公司去年 8 月份生

产出第一批合格的保鲜米线，实现了蒙自市保

鲜米线量产“从 0 到 1”的突破，也为蒙自过桥米

线方便米线的生产打下良好基础。目前公司具

备 10 万包/日的设计产能，每天生产七八万包，

还推出了自己的过桥米线品牌，也为多个方便

米线品牌提供大批量的合格保鲜米线，产品供

不应求。

蒙自过桥米线串起了一条集吃、住、游、玩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近年来，蒙自市将过桥米线产

业纳入全市重点发展项目，成立了由市委书记、

市长任“双组长”的蒙自过桥米线产业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设立了蒙自市特色产业发展中心，

出台了《蒙自市促进过桥米线产业健康

发展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蒙

自过桥米线产业高质量发展三

年 行 动 计 划（2023—2025

年）》等多个政策文件，强

化统筹推进，力争较快

实现过桥米线百亿元

级产业目标。

孙静表示，蒙自市

不断推动米线产业发展

提 档 升 级 ，延 长 产 业 链

条，推进项目建设，打造蒙自过桥米线产业集群；

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发布《蒙自过桥

米线品牌授权店管理规范》《蒙自过桥米线品牌

授权店建设与服务规范》等标准，打造跨行业、跨

领域、跨层级的发展协调机制，凝聚政府、协会、

经营主体等力量，一起做大做优做强过桥米线

产业。

蒙自过桥米线也正在成为促就业、促增收

的“金名片”。在红河州蒙自市可馨花卉种植有

限公司的基地里，多个大棚里的食用菊花成熟

上市。公司总经理万江涛告诉记者，公司专门

生产配料食用菊花已有 10 多年，专供过桥米线

店使用，每天新鲜采摘约 5000 朵供应发货，其

中有五分之一销往重庆、成都、长春、苏州、长沙

等省外城市。公司下一步将探索延伸产业链，

以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的模式带动更多村民

增收。

“过桥米线是云南的一张名片，集中体现了

丰盛的原料、精湛的技术和特殊的吃法。”云南省

过桥米线协会会长李代彬表示，要做大做强，必

须充分挖掘过桥米线的产业功能、经济功能和文

化功能，推动过桥米线不断迈向品牌化、标准化、

规模化。

多向发力 强化支撑

沈阳人蔡博伦在云南大理经营一家客栈，很

看好过桥米线市场，认为过桥米线最能代表云南

的饮食文化，因此早就计划在自家客栈旁开一家

过桥米线店。为了向游客呈现地道美味，今年 6月

份，蔡博伦特地到蒙自市王怡远的吴记榴乡店学

习。如今，蔡博伦的过桥米线店已经营业，能同

时容纳 80 人左右就餐。

“ 我 们 正 积 极 推 进 蒙 自 过 桥 米 线‘ 走 出

去’。”孙静介绍，蒙自市持续推动品牌授权店工

作，培养并授权一批注册在蒙自、分布在全国各

地的米线品牌连锁店，进一步提升蒙自过桥米

线的品牌影响力。同时，依托蒙自海关指导企

业运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进行快速申

报 ，并 开 通“ 绿 色 通 道 ”，实 现“ 即 报 、即 检 、即

放”，挖掘优势让蒙自过桥米线实现“卖全球”。

红河州蒙自南湖缘过桥米线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杨媛媛告诉记者，公司此前生产的一批过桥

米线已出口至北美地区，主要进入当地

商超，这也是蒙自过桥米线企业首

次成功实现产品出口。

蒙 自 市 持 续 加 强 品 牌 培

育，完善产业标准体系，发

布了“蒙自过桥米线”区

域公共品牌，挂牌成立

“ 蒙 自 过 桥 米 线 商 标

品 牌 指 导 站 ”，搭 建

蒙自市过桥米线产

业服务平台，建立

完 善 多 元 、长 效 、

立 体 的 品 牌 宣 介

体系。

走进蒙自香

麒园，建筑古朴、

民族歌舞表演别

具 特 色 ，来 自 全

国各地和东南亚

地 区 的 游 客 纷 纷

来这里品尝过桥米

线。因为从小就喜欢吃过桥米线，蒙自香麒园餐

饮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佴姝彤大学毕业后，就

选择回到蒙自专门经营过桥米线店。佴姝彤

说：“我们开发了‘步步高升’‘才子桥’等 8 种摆

盘，并在就餐体验中融入民族歌舞表演，深受游

客喜爱。很多游客品尝过我们的过桥米线后就

问有没有能带走的，所以我们正与其他公司合作

开发速食过桥米线作为伴手礼，让更多人品尝到

蒙自过桥米线。”

“品尝过桥米线已经成为到蒙自旅游的一个

经典环节，很多游客到蒙自也是为了吃一碗正宗

的过桥米线。”蒙自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白佳

告诉记者，每天都有越南旅行团和游客到蒙自品

尝过桥米线，旅游业与过桥米线产业发展相互促

进，通过深度融合，进一步传播扩大过桥米线的

品牌效应。

为更好助力行业发展壮大，蒙自市着力强化

人才支撑，重点培育打造“蒙自过桥米线制作师”

劳务品牌，将过桥米线制作作为职业技能培训重

点，以技能提升促进产业发展。蒙自市公共就业

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龙玺如表示，蒙自市持续举

办“过桥米线制作”职业技能培训班，积极推进

“技能蒙自”建设，将过桥米线作为推进产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培训项目，开展过桥米

线直播带货网络创业培训班，培育了一批过桥米

线制作传承人才。

红河学院商学院（数字经济产业学院）副院

长李发告诉记者，红河学院成立了国际米线产业

学院，助力推动米线产业升级发展和服务产业走

出去，实现人才培养和创新创业教育，推动区域

特色美食文化资源转化，促进蒙自米线产业高质

量发展。

“想要‘走出去’，就要创新加强实操型人才

的培养。”蒙自市职业教育中心主任周明芳表

示，蒙自市立足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积极探索

“职普融通”合作模式。国际米线产业学院蒙自

分院积极推进过桥米线新品研发，打造过桥米

线产业协同创新中心，深化教学模式改革，开展

教材提质行动。下一步，将继续创新“过桥米

线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模 式 ，推 进 米 线 产 业 转 型

升级。

为更好满足过桥米线生产、加工、餐饮全链

条的金融需求，农行红河分行与红河州及各县

（市）餐饮与美食协会主动对接，确立餐饮行业

金融综合服务方案，积极提供融资服务，高效推

进业务办理，并为红河州米线等餐饮类客户开

辟绿色通道。农行红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

云鹏表示，将持续聚焦过桥米线等特色美食产

业，发挥“金融+美食”力量，组合用好特色金融

信贷产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助力过桥米线更

好走出红河州，香飘四方。为助力营造优良营

商环境、守护好过桥米线的“百年味道”，当地税

务部门建立“即问即答”智能服务模式，实时在

线为米线经营企业提供政策辅导、纳税申报、发

票开具等服务，帮助企业用足、用好、用活政策

红利。

据了解，下一步，蒙自市将围绕过桥米线“百

亿元级”产业目标，集全市之力补链、延链、强链，

完善产业标准体系，进一步打造“蒙自过桥米线”

区域公共品牌，布局建设产业集聚区，打造品牌

聚合优势。同时，以产教融合为基点，探索“专业

学习+非遗传承+创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一

批门店管理和米线制作人才，为过桥米线产业发

展提供更好支撑。

游客在蒙自香麒园品尝过桥米线。 马秋菊摄

过桥米线传承人王丽珠（中）在店内指导教学。 马秋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