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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新区黄骅市，提起面

花，人人都不陌生。以盐碱地上产

出的旱碱麦为原料制作而成，一个

个造型别致、寓意美好的面花麦香

浓郁、口感筋道，承载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憧憬。

近年来，随着旱碱麦产业发

展，面花深加工作为产业链中必不

可少的一环，越来越受到关注。不

少经营主体立足改良面花制作技

艺、面花模具雕刻、电商网上销售

等，让小面花发挥大能量，为旱碱

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金银花开“金银”来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初夏，走进沧县黄递铺乡北张
村，郁郁葱葱的灌木丛中，农人们
正忙着采摘一朵朵青绿的花骨朵。

“这是俺们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种的金银花，花骨朵药用价值很
高，现在正抢收呢。”北张村党支部
书记张凤堂介绍道。

金银花多产于山区，缘何远道
扎根在了北张村？事情，还要从
2020年说起。

彼时，北张村刚刚完成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摸清了村里的家底，
想要进一步壮大集体经济，村“两
委”便把目光放到了村里丰富的土地
资源上。

“村民都出去打工，种地的少
了，效益也一般。村集体把土地流
转过来经营，一是给老百姓增收，
再就是鼓起集体的腰包，给大伙儿
办事儿、修这儿补那儿的，也不用
向上级伸手要钱了。”多番考察后，
他们把目光瞄向了金银花种植。

“金银花是多年生植物，耐盐
碱、抗干旱，适应性强，还节水省
肥，管理相对省事。”黄递铺乡副乡
长刘伟说，当时乡里带着北张村

“两委”多番考察，建议他们引入这
个项目，正是看中了金银花无需年
年买苗栽种、管理简便，具备可持
续发展的潜力。

“可别看这金银花小，可浑身
都是宝。金银花骨朵可入药，开了
花可做茶，枝干和叶子还能用来做
兽药……”张凤堂说，正是因为用
途广泛，所以金银花不愁销，一公
斤干花能卖到近120元。

2020年，北张村从山东买来了
几十亩地“北花一号”金银花的种
苗，开始了种植之路。

随后，北张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不

断学习管理技术，精心施肥、除草、
灌溉，终于在今年迎来盛花期，预计
每亩地可产鲜花200多公斤。

“我们还购入了烘干设备，采摘后
直接将花骨朵烘干，等着看啥时候价
格合适再走市场。”张凤堂说，10公斤
鲜花可烘干成 1公斤干花，刨去成
本，今年集体收入五六万元没问题。

金银花不仅为北张村集体带来
了“金银”，还鼓起了村民们的口
袋。由于除草、摘花等活计需要大
量人工，北张村及周边村庄的老
人、妇女也有了用武之地。

“不少村民都上合作社来打工，
我们按件计工，时间自由，不影响
她们接孩子。摘花快的，一天挣
150元没问题。”张凤堂说，每到采
摘期，合作社都要雇佣二三百人。

66岁的村民张凤桐是合作社长
雇的工人之一。他把自家的 8亩地
都流转给了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
社，每年除收入 6400元流转金外，
还能靠在合作社做工挣钱。

“村民们来地里干活儿后，不爱
打麻将了，家长里短的也少了，村
风和谐了不少。”张凤堂笑着说道。

如今，北张村的金银花种植基
地已发展到了80多亩。琢磨着怎么
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金银”，张凤
堂没少外出考察。

“明年，俺们要将一些地块发展
成立体栽植。现在已经在地里竖好了
立柱，到时候再牵网搭线，让金银花
爬藤生长，通风透光，亩产100多公
斤干花没问题。”憧憬间，张凤堂觉
得发展的劲头儿更足了。

讲好面花故事讲好面花故事讲好面花故事 助旱碱麦助旱碱麦助旱碱麦“““生金生金生金”””
———盐碱地如何变身盐碱地如何变身盐碱地如何变身“““聚宝盆聚宝盆聚宝盆”””探析之三探析之三探析之三
■ 本报记者 张梦鹤 本报通讯员 任振宇

在任丘市于村镇军庄村，问起
村民的知心人，“月红”这个名字被
提及的次数不少。“月红热情开朗、
善解人意，自打她回了军庄，大家
有什么烦心事都愿意找她念叨念
叨。”“月红姐人漂亮，心还善，有
什么事情总是冲在一线，是俺村当
之无愧的党员先锋。”……

大家亲切说到的“月红”，是
军庄村现任妇联主席张月红。这个
1985年出生的大学毕业生，没有像
同龄人一样留在大城市，而是回到
家乡服务群众，如今，已有十几
年。

“小红刚回来时，就帮着俺们干
农活，看着她那细皮嫩肉的小手，
我说不用她干，她却说：‘没事儿，
起了茧子就好了。’”村民们对这个
坚强又勤劳的女娃娃满是赞许。

房屋排查、组织大学生义务社
会实践、改厕……在十几年的工作
中，一项一项地历练，对张月红来
说，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成长。

慢慢地，这个略显稚嫩的小姑
娘在不知不觉中和大伙儿打成一
片，成了军庄村妇联的主心骨。

2018年，被推选为妇联主席，
张月红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深入了解村里妇女的实际需求
和问题，与其他妇女干部紧密合
作，她推进了系列项目——发起了
技能培训班，帮助妇女学习技能，
提高就业创业能力；组织关爱行
动，帮助贫困妇女解决生活难题，

提供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帮助。张
月红还注重对妇女姐妹的教育和宣
传。为提高大伙儿的法律意识、卫
生保健知识和家庭教育水平，她组
织了多种形式的培训和讲座。业余
时间，还倡导姐妹们积极参与美丽
乡村建设，提高自治意识和组织能
力。

“光靠我一个人哪儿行，主要还
是要靠大伙儿。”张月红兴奋地介绍
起军庄妇女志愿服务队，“这是马大
姐、这是崔大姐、这是小刘……”

原来，随着发展的需要，这几
年军庄村里要忙的活计越来越多。
考虑到在妇联的带动下，愿意为村
里作贡献的妇女姐妹热情高涨，张
月红便提出，以妇联人员为主要成
员建立军庄妇女志愿服务队。没想
到，响应的人不少，以退休教师王
素霞和任丘市“三八红旗手”黄灵
芝为代表的志愿者们踊跃报名。志
愿服务队成立后，定期义务清扫垃
圾、帮助脱贫户收拾卫生，在军庄
村刮起了一股文明向上的新风尚。

十几年来，亲眼见证着军庄村
的一次次蝶变，张月红满心欢喜。

“今后，俺会继续尽自己所能，充分
发挥妇女姐妹们‘半边天’的作
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贡献更
多力量。”

巾帼展风采巾帼展风采 共促乡村兴共促乡村兴
■ 本报通讯员 周琳琳 本报记者 张梦鹤

一朵“花”长出一条链

清晨8点，渤海新区黄骅市羊二
庄镇高官庄村，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黄骅面花模子雕刻技艺”第四代传
承人高殿华和爱人早早坐到了雕刻桌
前。伴随着“当当”的敲击声和“簌
簌”的削木声，三四个小时后，一个
栩栩如生的“年年有‘鱼’”面花模
子就诞生了。

眼下，虽离春节尚远，但订购
面花模子的顾客不少，高殿华夫妇
每天都闲不下来。

“俺们的面花模子，一直是纯手
工雕刻。顾客订模子时，俺会根据
不同需求勾画花样。雕刻时，再用
工具一点点戗、锉、刻，这样雕出
的模子更生动，有灵气儿。”高殿华
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顾
客购买模子不再只用于蒸面花，也
作艺术观赏收藏用。

高殿华雕刻面花模子已有 40多
年。年轻时，他一边打工，一边将
雕刻面花模子作为爱好。后来，随
着旱碱麦产量提升，面花产业发展
壮大，模子需求量大了，他就专职
手工雕刻模子，将热爱发展成了事
业。

前些年，他雕刻的模子大多销
给本地或周边的面花厂和散客。这
几年，随着雕刻技艺被更多人熟
知，他的面花模子还销往北京、天
津、陕西、辽宁等省市，甚至名扬
海外，有日韩客商慕名而来，专门
定制模子作为工艺品收藏。

位于羊二庄镇的伊清坊面花

厂，就是高殿华的老顾客。
中午时分，走进伊清坊面花

厂，工人们正调试室温和风速，给
一盘盘已经搕好的面花提供最佳

“晾晒”环境。
伊清坊面花厂成立于 10 多年

前，在面花加工行业和顾客中小有
名气。

“别看我们的花是纯手工制作，
但边缘整齐、花底平滑、做工精
细，无论是婚宴还是待客，大伙儿
都愿意上我家买花。”负责人韩希娟
说，为了做出一个好花，她们没少
改良制作工艺。

只用旱碱麦面粉、老肥发面自
是不用说，和面后，将面团按进面
花模子里，用手一点点平整边缘和
花底，不留有一点儿手印，才能把
模子摔打在操作台上搕出花。此
后，怎么让花印清晰，又不产生裂
痕，晾晒是关键。

“老一辈儿晾花，都用棉被捂
着，不能着风。我们做花后，发现
这样蒸出的花印不真，就试着开小
电扇吹花，没想到，蒸出的花反而
更好。”她们还对醒花工艺进行了改
进，用空调控温自然醒发，进一步
提高成品率。

新工艺征服大市场，伊清坊的
面花不仅在羊二庄镇备受欢迎，还
走到了黄骅市区不少饭店餐桌上。
赶上订单多时，他们每天要生产1万
多个面花，至少消耗 30多袋净重 25
公斤的旱碱麦面粉。

收麦、洗麦、磨粉……连日
来，羊二庄镇许官村桥北面粉厂也
忙个不停。“我们这里只加工旱碱麦
面粉，咱本地旱碱麦磨制的面粉韧

性强、耐蒸煮，适合制作多种面
食，特别是蒸面花再合适不过

了。”负责人任树青说，他
们除了给农户加工面粉，
还和周边的面花厂长期
合作。赶上旺季时，每
天要向面花厂供应五六
十袋净重 25公斤的面
粉。

如今，在羊二庄
镇，集种植、加工、
仓储、销售于一体的
面花产业链中，如这
些经营主体一样的从

业者还有很多。从一个“花”到一
条链，不仅为村民提供了数百个就
业岗位，还增加了旱碱麦种植户的
收益，实现了面花生产、面花模子
雕刻、面粉加工等多个业态的良性
发展。

非遗老技开新“花”

位于渤海新区黄骅市滕庄子镇
的河北帝鉴食品有限公司，则将讲
好面花故事的着力点，放到了创新
面花品类、深耕面花文化方面。

走进帝鉴食品公司，视线瞬间
被展示台上的面花吸引。霸气生威
的“镇海吼”铁狮子面花，硕大精
致的鱼儿面花，还有趣味十足的十
二生肖面花……无不造型新颖，生
动吸“睛”。

这些别具一格的面花，都是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
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孙建军创作的。

“小时候，每到春节前俺家都蒸
面花，又好看又好吃。”视觉与味蕾
的双重满足，让小小的孙建军幸福
不已。长大后，一直对此念念不忘
的他，走上了传承面花制作技艺的
道路。

面花制作在黄骅有着几百年历
史，虽然这是条老路，但孙建军并
没有循规蹈矩，而是通过不断创
新，让面花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传统面花蒸制需经过 18道工
序，面粉质量是第一关。我们一直
选用本地旱碱麦磨制的‘麦芯粉’，
做出的面花有嚼劲儿，入口微甜，
蒸出来的面花图案也最生动。”孙建
军说，在沿用老肥发面、手工搕花
等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他还着
意从面花形制等方面进行创新。

多年来，根据顾客的不同需
求，孙建军相继创新出了婚宴、
寿诞、生辰、节日、节气和私人
定制等 10余个面花系列 100多种面
花。让老手艺产生新卖点，他还在
面粉里加入五颜六色的果蔬汁，
让面花告别单一的白色，变得多
彩多姿。

如今，这些面花产品备受顾客
青睐，畅销京津冀，就算是在淡
季，销量也能和前几年春节期间持
平。这两年，帝鉴食品公司还开辟
了网上销售渠道，把面花卖到全国
各地，甚至漂洋过海销往国外。

“今年我们还将在产品多样性上
继续钻研，除了推出寿桃等适合宴
席的花式面花，还要打造立体面
花，更多圈粉。”孙建军说。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
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孙建军还一直致力于将这项传统制
作技艺发扬光大。通过非遗进校
园、参加展会等方式，他身体力行
地普及面花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这
一北方特色面食蕴含的文化和故
事。

“面花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今后，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面
花，讲好面花故事，让更多人了解
咱盐碱地承载的深厚文化底蕴。”孙
建军说。

电商助力“花”香远

“亲，我拍下了 5斤面花，这两
天能发货吗？”电脑响起了信息提示
音。

赵重雪坐到桌前，快速回复消
息。“没问题，现在下单今天就能发
出。”

33岁的赵重雪是渤海新区黄骅
市黄骅镇后苗村人。她是一位先天
身体残疾的“袖珍女”，像这样在网
上销售黄骅面花等土特产品，是她
的创业日常。

别看年龄不大，赵重雪却是一
位有着5年多黄骅面花等土特产品电
商销售经验的“资深达人”。

其实，早在 2010年，她就在一
家网店里做客服卖服装。勤奋好学
的她不仅能很好地与顾客沟通，还
自学了上架商品链接、修图、拍照
等技能。

2018 年，决定自主开网店创
业，赵重雪没有继续销售服装，而
是把目光瞄向了黄骅面花、旱碱麦
面粉等土特产品。

“俺从小吃面花长大，它麦香
浓郁、口感筋道，当时就觉得，咱
这么喜欢，别人一定也爱吃。而且
这是咱黄骅的特产，货源充足，别
地儿都没有，应该能开辟独一份的
市场。”带着对黄骅面花的满满信
心，赵重雪开起了属于自己的淘宝
店铺。

让她意外的是，开店没两天，
还没有做推广，就迎来了第一个订
单。这是一位定居外地 30多年的黄
骅顾客，多年来，一直想着家乡的
这口麦香。“他也是偶然搜进了俺的
店铺，看到俺挂的面花链接，问能
发货吗。”赵重雪对面花给她带来的
第一个电商订单记忆犹新。

“收到货后，他别提多开心了，
连连说，可吃到咱黄骅的特产了，
给了俺好评，成了俺的老顾客，一
直到现在还不定期买面花呢。”每每
想起当时的情形，她都开心不已。

就这样，口口相传，越来越多
在外定居的黄骅人，在赵重雪的网
店订购黄骅面花，又尝到了久违的
家乡味道。

网店销量逐渐稳定，赵重雪还
在羊二庄镇找到了固定的面花、旱
碱麦面粉供货商。这两年，她又在
拼多多开起网店，让黄骅面花为更
多人所知。

“现在俺的顾客群体比较稳定，
多是在外居住的黄骅老乡。通过电
商渠道，咱这面花发到了全国各
地。”赵重雪说，黄骅面花于这些老
乡而言，不只是一份美食，更承载
着浓浓的乡愁。如今，在她的网店
里，夏季时面花的月销售额能达到2
万多元，春节前，月销售额能达到
四五十万元。

“除了打理好网店，以后俺还计
划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宣传咱黄骅面
花，让更多人了解、品尝这盐碱地上
产出的美味，让黄骅面花‘开’遍全
国各地。”助力旱碱麦“生金”，赵
重雪的信心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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