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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定安县从悠久历史传承中发掘和做强特色产业——

百 年 风 华 粽 香 飘
本报记者 王 伟

“ 黄 河 远 上 白 云 间 ，一 片 孤 城 万 仞

山 ⋯⋯”这首脍炙人口的凉州词，不仅寄托

了千百年前诗人的豪迈之情，也深刻描绘

了河西走廊的雄浑壮阔。

凉州，是甘肃武威市的古称。受疫情

影响，虽然无法到达远方，但细品家门口深

厚的文化底蕴成为武威人的新选择。今年

以来，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引导支持

重点景区盘活存量，创新营造非遗活化、时

尚国潮等消费新场景，满足人们沉浸式体

验、社交连接、多元娱乐等需求，在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刺激带动旅游

市场有序复苏。

“在古诗中，出现‘凉州’一词的就有

200 多首，以‘凉州词’命名的有 20 多首，这

是武威独有的文化符号。”武威雷台汉文化

博物馆副馆长吕龙梅说，他们深入挖掘博

物馆历史文化资源，加大线上线下宣传力

度。今年以来，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共开展

汉服展演等线下活动 7 场次、线上活动 10

次，并举办文物进校园和元宵节、迎冬奥等

社教活动 10 余次。

武威雷台汉墓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

马”的出土地，在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

到来之前，雷台汉文化博物馆“行走中的课

堂”走进武威市凉州区中坝镇九年制学校，

与 同 学 们 分 享 博 物 馆 精 品 课 程《天 马 西

来——河西马文化》，并通过“铜奔马”复制

品让同学们近距离体验历史文物的魅力。

吕龙梅表示，今后将继续深化馆校合

作长效机制，以历史、文物为载体，真正做

到让博物馆“走出去”，让文物“活起来”，让

博物馆变成学生们快乐学习、主动探索的

“第二课堂”，带动更多家庭成员参与进来，

以此培育亲子游消费市场。

在雷台汉文化博物馆等重点景区带动

下，今年以来，武威市以本地近程游为主的

踏青赏花、徒步露营、户外野餐、汉服摄影、

文化节庆、亲子研学等乡村旅游项目受到

广大消费者追捧，“家门口”休闲与城郊“微

度假”成为假期主旋律。据统计，“五一”节

假日期间，武威全市接待游客 46.66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49 亿元，较 2021 年

同期分别增长 24.98%和 18.4%。

为进一步拓展文旅消费空间，武威市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针对“五一”期间以家庭

为单位的休闲游市场特点和游客需求，策

划组织相关经营单位推出系列特色活动，

丰富假日旅游产品，促进“武威人游武威”

活动快速升温。

距离武威市区 20 多公里的神州荒漠野

生动物园，以“荒漠、野生、珍稀”为主题，结

合荒漠野生地域特点，融入武威独特人文

景观，园内有普氏野马、野生双峰驼、西藏

野驴等 90 余种珍稀动物。前不久，该动物

园策划了“马戏嘉年华”“爱心喂养”“萌宠

乐园”等系列活动，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

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工作 人 员 周 丽 雅 告

诉记者，今年“五一”假期，园内接待游客

近 6 万人次，基本都是武威当地的近郊游

和亲子游群体。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互动

体验，园内还增加了游乐场、美食街等项

目，都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好评。

家住武威市凉州区金沙镇吴府村的

吴万蛟是神州荒漠野生动物园的常客，每

隔一两个月他就会跟家人或朋友来动物

园游玩。吴万蛟说，受疫情影响，这两年

去外地旅游确实不方便，只能就近转转，

好在附近的旅游景点很多，提供的游玩项

目和活动也越来越丰富，每次来都有不一

样的体验。

据了解，为延长旅游消费链条，武威市

文体广电和旅游局今年密集出炉支持文旅

消费的系列举措，举办夏季文化和旅游消

费季及文旅消费体验等活动，不断挖掘潜

在消费需求，并谋划推出历史文化、科普研

学、休闲采摘、体育康养、沙漠风光等假日

旅游精品线路，市内各县区也结合实际策

划推出半日游、一日游、两日游等精品线

路，加快促进近程游消费市场回暖。

甘肃武威拓展近程游消费空间——

家 门 口 的“ 微 度 假 ”
本报记者 陈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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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琅满目、色香各异的粽子，总让人大

饱口福。在这林林总总的地方品牌中，海

南“定安粽子”以其绵柔浓香、香而不腻的

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年销售额超亿元，带动当地 3 万余人就业。

从小食品到大产业的美丽蝶变，定安粽子

成为当地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县域经济的

重要力量源泉。

匠心造佳粽

5 月 20 日，定安县委、县政府在海口举

办 2022 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推介

会，前来体验的消费者络绎不绝。从河北

承德来海南旅游的游客梁柏年在“文宗”粽

子展台前订购了好几箱粽子，他说：“定安

的粽子肥而不腻，包装也很有海南特色，买

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准没错。”

“定安已经连续 12 年举办端午美食文

化节活动，正是通过这个平台，让游客从美

食的角度遇见定安，从文化的角度感受定

安，来到定安、欣赏定安、爱上定安。同时

把定安的品牌产品、特色产品推广出去，助

力定安企业做大做强，助力定安百姓增收

致富。”定安县县长冯云飞说。

据《定安县志》记载，“定安粽子”形成

于明代，一直为当地老百姓所喜爱，百年风

华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传承。

2012 年，定安县委、县政府发现了粽子

里蕴含的商机，决定全力将其打造成为当

地特色产业，并扶持创办了定安县粽子协

会。“协会的成立旨在促进粽子产业走向正

规化、产业化、高端化。”定安县粽子协会会

长王沸健介绍，协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制定了八大行业标准，对粽子的原材

料、包装等方面做出细致规定，标准又细分

为 300 多条细则，“比如粽绳的绑法也有标

准，定安粽子必须是独具本地特色的三横

三纵绑法”。

不仅如此，必须使用生长

周期为一年的定安黑猪，也成为

定安粽子的“金标准”。为此，

协 会 专 门 成 立 监 督 小

组，监督和指导每

一家会员企业都能遵守相关标准，严格把

控粽子品质。“我们还会不定期抽查生产企

业，检测原材料品质是否符合相关要求，不

达标企业将被禁止参与粽子生产加工。”定

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赵艳侠说。

高标准、严要求助推定安粽子产业蓬

勃发展。2014 年 3 月，“定安粽子”被正式

核准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

海南各市县中最早拿到“身份证”的美食品

牌，完成了从家常食品到高端礼品的华丽

转身。目前，定安县共有粽子品牌 50 多个，

超过 30 个品牌及生产企业通过考核加入粽

子协会，获得“定安粽子”地标授权。

对此，定安文宗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陈

诚锋感触颇深。1993 年，陈诚锋在自家小

院手工制作粽子，然后顶着烈日，肩挑担子

沿街叫卖。近 30 年过去了，陈诚锋开办了

占地 20 多亩的文宗粽子加工厂，拥有员工

100 多人。“小小的粽子产业能走这么远，严

格的品质管控是基础，目的是一直保持品

牌美誉度。”陈诚锋说。

正是有这样的远见，陈诚锋创办的“文

宗”牌黑猪肉蛋黄粽获得了第十二届中国

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览会“金奖”。

如今，“文宗”牌粽子通过各大电商平台远

销北上广深等城市，赢得众多消费者青睐。

小粽大产业

近年来，定安粽子正逐渐成长为乡村

振兴发展的支撑产业。据统计，2021 年，定

安粽子总销量 3220 万个，产值 4.83 亿元，同

比增长 11.03%。定安粽子的主要原料黑猪

肉、咸鸭蛋、糯米和粽叶都来自定安本地，

拉动定安黑猪肉及大米销售达 600 多万斤，

咸鸭蛋 2800 万个，粽叶 1.5 亿多张。同时带

动了包装制作、快递物流、调味用品、煤气

供应等行业的就业与增收。

记者近日在定安现龙坊粽子生产车间

看到，心灵手巧的工人们铺粽叶、舀糯米、夹

蛋黄、添肉馅，动作一气呵成，满满当当地包

好了一个大粽子。“我一天可以包 800 多个

粽子，收入 300多元。”包粽工人王小丹说。

“小粽子背后是大产业，可以为老百姓

常年带来收入，是稳就业、保收入、惠民生

的重要支撑。”王沸健说。

以粽子为媒，定安县通过绘制美食文

化地图、打造惊喜福袋等创意产品，多维

度、立体化展示定安美食和旅游文化。“借

助定安粽子的品牌优势，我们还规划以粽

子为主题的特色游览路线和节庆活动，配

套经营粽子主题农庄、农家乐和生态旅游

项 目 ，推 动 旅 游 度 假 和 粽 子 产 业 融 合 发

展。”定安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

黄慧说。

“我们将以定安粽子为代表的美食品

牌作为基础，打造海口‘南三环’的美食之

城，助推定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中更具品位、更有味道。”定安县

委书记刘峰松表示，要让“生态定安，美食

天堂；游在海南，吃在定安”的形象深入人

心，定安粽子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面对

其他地区粽子品牌你追我赶、不进则退的

竞争态势，定安粽子产业有着迫切的发展

压力。我们将紧紧围绕做大做强粽子产

业，成立粽子产业工作专班或领导小组，

对定安粽子企业做好引导扶持，为产业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创新谋发展

记者在“文宗”粽子电商发货点看到，

待发的货品堆满了仓库，订单中有不少来

自西藏、黑龙江等地区。“我们的货总是供

不应求。”这是不少定安粽子生产企业负责

人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为何定安粽子能一直保持产量、产值

双丰收？王沸健认为，这离不开创新。

现龙坊粽子工厂负责人何开娇对现代

化机器设备的升级更新印象深刻。“在机器

锅炉取代人工蒸煮之后，生产效率提升了

15%，且蒸煮出来的粽子棱角分明、个头饱

满，很受消费者欢迎。”何开娇说。

流量的助力也直接带动了定安粽子的

销售。“文宗”粽子电商平台网红“定安娘晶

晶”告诉记者：“直播三年来，我们的销量连

年创新高，最高时曾达到 3000 万浏览量。

目前，直播销量已经占到文宗产品总销量

的 30%。”

尝到直播甜头的不止文宗一家。“虽然

受 疫 情 影 响 ，大 家 线 下 的 购 买 力 大 不 如

前。但不少消费者在网红博主的带动下闻

讯而来，预计今年我们的粽子及礼品销量

能够增长超过 10%。”粽企“伍荣昌”负责人

朱跃章说。

为了方便快递运输，不少定安粽企专

门研发了抗压防挤的电商盒，并与海南银

行 、邮 政 和 顺 丰 等 企 业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及时解决了粽子生产企业面临的融资

难和快递运费贵等问题，燃起消费者的邮

购热情。

“定安粽子的销售方式每年都在创新，

比如今年我们更加注重与消费者的互动，

以‘2022 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节’为

话题，借助直播带货等方式，在端午节前期

营造了良好的网络宣传氛围。”定安县发改

委副主任吴元玮说。

为 让 粽 香 飘 万 里 ，产 品 种 类 更 要 创

新。2020 年 2 月，王沸健职工创新工作室

成立，目标是通过创新改善粽子口感，增加

产品种类，适应市场需求。“今年，我们与三

亚一个 5A 级景区签订了粽子礼品加工订

单，为其量身打造了热带水果礼盒粽，包含

兰花蜜枣粽、红心火龙果粽、芒果粽、凤梨

粽、榴莲粽、菠萝蜜粽 6 种精品水果粽，客户

非常满意。”王沸健说。

同时，创新工作室追求更高品质的粽

子原材料培育。过去几年间，工作室在定

安县翰林镇试种并成功收获 50 亩新品种糯

米，以此研发的 150 克小型斑兰粽成功上

市。工作室还举办了定安粽子裹绑技术培

训班等，不定期开展技术培训，让更多农民

通过粽子实现创收。

““五月五五月五，，麦子熟麦子熟，，包好粽子包好粽子

过端午过端午。”。”随着端午节的临近随着端午节的临近，，又又

到了人们品尝粽子的季节到了人们品尝粽子的季节。。海海

南定安深耕美食文化南定安深耕美食文化，，聚集人气聚集人气

打造美食经济打造美食经济，，从悠久历史传承从悠久历史传承

中发掘地域特色粽子产业中发掘地域特色粽子产业，，抓品抓品

质质、、树品牌树品牌，，在创新营销上下功在创新营销上下功

夫夫，，不断做大做强不断做大做强““粽子文章粽子文章”。”。

端午节前端午节前，，消费者在海南海口国兴大道大润发大卖场选购海南特色粽子消费者在海南海口国兴大道大润发大卖场选购海南特色粽子。。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伟伟摄摄

近年来海南定安黑猪肉粽异军突起，在海

南乃至全国消费市场口碑日盛，这一采用本地

富硒糯米、黑猪肉、粽叶精心制作的节令食品，

以其味美馅香、肥而不腻倍受美食爱好者的喜

爱，产业不断发展，如今已跃居全国行业综合排

名第三位，成为定安实施乡村振兴，发展壮大县

域经济的一个重要途径。

特色产业发掘得好。发展县域经济，首先

要立足自身优势，立足特色、培育特色、壮大特

色，由此形成富有鲜明地域标签的竞争力。定

安“百里百村”地区的富硒糯米、农家散养的定

安黑猪、富有特殊清香的本地草本植物柊叶，这

些特殊的资源禀赋，共同构成了定安粽子产业

的基础；发端于明代的定安粽子，在漫长的历史

长河中，已逐渐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特色节令

食品。有历史、有文化、有特色、有口碑，这样的

特色小吃，必然具有成长为地方特色美食的竞

争力。

龙头企业培养得好。培育和发展龙头企业

是产业发展的关键，产业能不能活起来、火起

来，关键在龙头企业的规模、水平和引领作用的

发挥。龙头企业是产业发展的灵魂，其强大与

否，对产业集群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早期的定

安粽子由于众多生产企业各家打各家的品牌，

生产出来的粽子不仅名称五花八门，也没有统

一的生产标准，不仅无法树立定安粽子的品牌，

在食品安全方面也难免有隐患。定安成立了粽

子行业协会，制定了定安肉粽生产地方标准，从

质量、包装等各个方面规范粽子生产，要求企业

加强质量监督，禁止采用不合格原材料，力推黑

猪肉粽“三个统一”：包装统一、规格统一、质量统一。正是在这样的

规范和引导之下，定安“文宗粽”“伍荣昌”“现龙坊”“新明记”等知名

粽子品牌脱颖而出，涌现出上规模企业 50 多家。

产业培育坚持得好。前不久“2022 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

节”如期举行，从 2010 年定安县成功举办了首届端午美食文化节至

今已有十余年。一年一度的端午美食文化节逐渐成为市民、游客共

同期待的年度民间节庆活动。端午美食节虽然每年都被赋予不同的

形式和主题，但不变的是定安推进粽子产业发展的决心。定安黑猪

粽子产业也确实随着节会的举办一年年发展壮大，逐渐成为一个绿

色、生态的富民大产业。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产业的培育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熟练工

人需要一个个培养，市场开拓需要毅力攻坚，品牌树立需要时间的沉

淀，凡此种种生产要素的富集都需要逐步完善。定安看准了粽子产

业，就全力投入，心无旁骛，一年一年加油努力，一点一点耕耘收获，

才有了今天定安粽子产业大发展的好势头。与此同时，定安不墨守

成规，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消费，他们采取直播销售等新营销手段，

不断赋予粽子产业新的活力，跟上时代潮流。

前不久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关于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明确要求培育发展特色优势产

业业，，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重点发展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产就业容量大的产

业业，，突出特色突出特色、、错位发展错位发展，，因地制宜发展一般性制造业因地制宜发展一般性制造业，，以以““粮头食尾粮头食尾””

““农头工尾农头工尾””为抓手为抓手，，培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培育农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县域经济是我国国县域经济是我国国

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环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环。。我国地域辽阔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地各地地

理条件理条件、、民风习俗各有差别民风习俗各有差别，，发现发现、、发掘发掘、、壮大特色产业潜力巨大壮大特色产业潜力巨大。。一一

招鲜吃遍天招鲜吃遍天，，希望更多的希望更多的““一招鲜一招鲜””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全为全

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独具特色的产品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独具特色的产品，，扩大人们的消费选择扩大人们的消费选择。。

一招鲜为何能吃遍天

王王

伟伟

海南文宗粽子加工厂内海南文宗粽子加工厂内，，工作人员正在打包粽工作人员正在打包粽

子礼盒子礼盒。。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王 伟伟摄摄

在武威雷台汉文化博物馆在武威雷台汉文化博物馆““绚丽汉服忆汉唐绚丽汉服忆汉唐””活动中活动中，，

汉服爱好者向游客展示汉服汉服爱好者向游客展示汉服。。 甘曜毓甘曜毓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