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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渤海之滨河北南皮县，这里的盐碱地正

上演着现代农业的奇迹。位于南皮县的中科

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作为核心技术发源地，

成为“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的摇篮，通过科

技赋能与三产融合，在南皮成功打造出以碱麦

为核心的全产业链发展示范样本。

如今，这里的盐碱地已华丽变身，碱麦、彩

麦及手工美食口感劲道、麦香醇厚，石磨碱麦

面粉等特色农产品将碱麦价值深度挖掘，已形

成“品味南皮”品牌引领下的盐碱麦深加工产

品矩阵，孕育出千年古县碱麦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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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种子激
活一片盐碱地，
一套体系重塑区
域农业生态。”渤
海粮仓南皮种业
有限公司通过“种
质创新——繁育
升级——技术融
合——产业延伸”
的四维路径，在小
麦遗传育种学家
李振声院士的推

动下，持续加大科研投入，深入钻研碱麦品种改良，研发
出“小偃60”“小偃155”“小偃81”等优质品种，并扩大与山
东省农科院旗下鲁研公司、中国农业科学院旗下中棉种
业等合作范围，借助其庞大成熟销售网络，在河北、山东、
辽宁、天津、新疆等地推广碱麦良种，累计示范推广面积

突破300万亩。这些高效种植技术，提高了碱麦的品质和
稳定性，为碱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高品质原粮。

为优化良种供应模式，在南皮农业农村局的帮扶下，
除免费为用户提供小麦良种及菌肥外，还建立了农户良
种使用反馈机制，根据反馈及时调整良种推广策略，切实
减轻农户负担，使农户持续享受产业发展红利，强化联农
带农作用。

为完善农业大数据中心建设，南皮县投入资金引入
先进物联网设备，对现有盐碱地土壤墒情、碱麦苗情、麦
田虫情、气象等监测系统进行升级，实现监测数据实时精
准更新，确保农户能第一时间采取应对措施，提高种植抗
风险能力。

如今，南皮碱麦、南皮紫麦、南皮绿麦已成功申报通
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的名特优新认证。经
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生物技术与食品科学研究所检测，钙、
蛋白质、多酚含量优于检测均值，这使得用碱麦面粉制作
的面食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口感绝佳。

科技破题
盐碱地变身“营养田”

“只有打造碱麦全产业链，才能提高碱麦特色产业的
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南皮县通过整合中国农科院等科研
力量,将单一的原粮销售升级为全谷物深加工体系。

建发面粉、五格食品等南皮知名企业，便依托南皮
“渤海粮仓”产区的区位优势，深耕盐碱地特色农业，构建
起“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全产业链。五格食
品旗下“五格”等品牌覆盖十八谷全谷物面粉、挂面、馒
头、低GI食品等四大品类，产品畅销全国20余省市。建
发面粉日产200吨以上，碱麦面粉分销全国。同时，正在
打造千亩碱麦绿色种植试点，分享碱麦绿色种植经验，联
农带农助力乡村振兴。

在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升级的同时，63岁的新农人董
海霞正用传统手艺书写着另一种可能。她全身心投入
全麸面加工工艺的研究，精心制作出南皮碱麦全麸面面
条和色彩斑斓的南皮绿麦小麦馒头。同时，她巧妙地将
饺子与当地喜宴文化紧密融合，赋予了喜饺新的生命
力。这些会讲故事的“碱麦面食”登上了央视荧屏，面馆
被纳入南皮县“品味南皮”区域公用品牌的碱麦美食五
星推荐餐厅单位,吸引了周边乃至全国各地的食客前来
品鉴。

如今，在深加工领域，南皮县已形成“品味南皮”品
牌引领下的碱麦精加工产品矩阵,且这一独特的名片有
着清晰的差异化策略。区别于黄骅旱碱麦种植面积大、
盐碱地总量多的特点，南皮县并不在种植规模上与之竞
争，而是精准定位，主打碱麦美食研发、加工与销售。

围绕这一独特的南皮碱麦种植天然资源，南皮县已
成功孕育及创新性新增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衍生产品：石
磨碱麦粉、低GI挂面（低升糖指数）、十八全谷物粉、十八
全谷挂面、南皮彩麦粉、南皮彩麦挂面、全谷物馒头，碱麦
麦麸酱菜、麦麸土鸡、纯粮甜醋等，并深度挖掘碱麦麦麸

潜能，成功“变废为宝”，为津京冀知名酱菜企业连胜酱菜
匠心打造2款新品——麦麸甜面酱、麦麸八宝菜，使得传
统食材在现代营养浪潮中重焕生机。

在南皮县政府的帮扶引导下，依托中国农科院食品
加工所博士李淑英研发团队，麦麸甜面酱以碱麦麸皮为
主要原料，经过多道发酵提取工艺，将麸皮中的膳食纤
维、氨基酸转化为酱香浓郁的调味品，使麦麸附加值提升
8倍；麦麸八宝菜精选麦麸腌制的面酱基底，融合冬笋、黄
瓜、马蹄等8种食材，通过“三腌三榨”工艺锁住营养，产品
溢价达普通酱菜的3倍。

这些琳琅满目的样板产品，不仅是南皮碱麦产业深
度发展的有力见证，更为“中国碱麦美食之乡”这一城市
名片增添了厚重的底色。

产业升级
从“麦芯”到“舌尖”的蝶变

前不久，“品味南皮”品牌战略升级发布暨南皮碱麦
美食产业招商推介会在北京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阳光礼
堂盛大召开，活动现场展销了30多个涵盖南皮碱麦粉、酱
菜等品类的南皮特产，新华社、中新网等50家知名媒体跟
进报道，极大提升了南皮“中国碱麦美食之乡”的知名度
和“品味南皮”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

此次推介会成果丰硕，南皮县农产品加工行业协会
借助北京超市供应企业协会会员身份开拓北京市场，由
南皮县融媒体中心等组成的媒体新零售联盟整合资源，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与品牌知名度提升；多家企业在产品
开发与供应上达成合作。南皮碱麦美食已入驻淘宝、京
东等主流电商平台，开设了“中国特产馆·河北·南皮特产
馆”，打造出品味南皮抖音账号和抖音小店，通过直播带
货的形式销售南皮特色产品。

如今，在京津冀核心商圈里，“南皮碱麦美食体验店”
的开放式厨房正飘出阵阵麦香。店内不仅销售碱麦产
品，还设置美食制作体验区，让消费者现场品尝、亲手制
作碱麦美食，感受南皮美食文化魅力。同时，南皮县农产

品行业加工协会还与本地连锁餐饮企业合作，将南皮碱
麦美食纳入菜单，如开发南皮碱麦大油条、碱麦签子馒
头、碱麦扯面、碱麦全麸面、火锅鸡主食套餐等，通过餐饮
渠道推广碱麦产品。

在线下渠道稳步拓展的同时，南皮同步开启数字化
转型，构建“电商平台+社交营销”的立体传播矩阵。目
前，已搭建起南皮碱麦电商平台，整合全县碱麦产品线上
销售资源。并组建专业电商运营团队，负责店铺日常运
营、营销推广、客户服务等工作。利用社交媒体平台进行
精准营销，建立品味南皮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账
号等，定期发布明星代言、碱麦美食教程、碱麦文化、碱麦
产品种草等推荐内容，吸引粉丝关注。短短半年，“品味
南皮”“中国碱麦美食之乡”等品牌话题在抖音、快手、微
博等自媒体平台已曝光近亿次。

从北京推介会的高光亮相，到线下体验店的烟火
气，再到线上平台的数字浪潮，南皮正以“品牌引领+产
业融合”为主线，构建“文化+美食+旅游”的全域发展生
态。

品牌突围
构建“线上+线下”双循环格局

从田间到车间，质量是产业的生命线。在培育南皮龙头企
业与特色品牌工作方面，南皮县帮扶企业全力提供涵盖
ISO9001、22000、45001体系认证以及HACCP认证体系的专业
帮扶，并积极推进全国安全食品推广工程共建单位认定等工
作，目前已借助农综改试点试验项目为南皮连胜酱菜、裕浩元
甜醋等多家企业完成质量认证工作。

有了质量基石，更需文化符号让品牌会“讲故事”。在探寻
南皮独特的文化标识过程中，一个极具创意的IP吉祥物——

“皮皮牛”应运而生。因南皮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成语“卖剑
买牛”传颂千古，其背后所蕴含的南皮人民勤劳肯干的性格特
征，而牛正是这一精神的最佳象征。且南皮素有“皮城”之称，
这个融合历史典故与地域特色的IP，让南皮碱麦产业有了具象
化的传播载体，也将持续擦亮“品味南皮”品牌。

品牌的持久生命力，源自人才梯队的持续造血。为此，南
皮县将与高校、职业院校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开设碱麦种
植、食品加工、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课程，并引进国内外高端人
才。与此同时，将建立严格的南皮碱麦质量监管体系，从种植
源头到产品销售终端，实行全过程质量监控。制定碱麦种植、
质量标准和操作规程，加强对农药、化肥、添加剂等使用监管，
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从盐碱地到“金土地”，南皮县以系统性赋能重塑农业生
态，让传统产业焕发出科技与文化的双重魅力。如今，南皮县
正以“中国碱麦美食之乡”为名片，构建起集科研、种植、加工、
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幅“产业强、农民富、乡村美”
的振兴画卷正在渤海之滨徐徐铺展。

振兴答卷
产业协同绘就美好蓝图

南皮县吉祥物——“皮皮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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