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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饽饽“破圈” 登上央视舞台

2022虎年春节前夕，“齐鲁粮油”旗下
市级区域品牌“胶东花饽饽”的两位明星
传承人登上央视，向全国人民展示这一非
遗技艺，为新春佳节营造了麦香十足的喜
庆氛围。

一位是林荣涛。在威海市文登区，每
年春节前夕是他和80多名工人最忙的时
候。他们凭借纯手工技艺制作各式花饽
饽，既有“龙凤呈祥”“鸳鸯戏水”“富贵有
余”等传统款式，也有深受孩子们喜欢的
国产动漫风格，种类多达上百种。伴随央
视《新闻直播间》的镜头，这些花饽饽走向
了全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五颜六色的花饽
饽都是用天然果蔬汁调制而成。黄色的是
南瓜汁调面，红色的是红曲米粉调面，绿
色的则是菠菜榨汁调面。麦香味里混合果
蔬味，让口感更丰富；木糖醇替代糖既保
证口感又减少糖分摄入，更符合现代人的
养生需求。

早先，林荣涛在威海一家食品公司担
任技术总监。在“齐鲁粮油”公共品牌推动
下，胶东花饽饽品牌越来越响，林荣涛敏
锐觉察到市场机遇，辞职自主创业。借助
投资资金，他不断扩大花饽饽的生产和推
广渠道，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受他影响，儿子林鹏从小就喜欢面
点，上学时主动选择了面点专业，如今也
成为花饽饽文化传承人及产品研发人
员。2020年，在由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第二届“齐鲁粮
油”花样面点大赛上，林鹏所在的山东益
养德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夺得团体组冠
军。父子相承、薪火相传，让这门手艺有
了更多盼头和看头。

另一位是迟金艳。除夕中午，莱西胶
东花饽饽文化博物馆内一片忙碌。花饽饽
技艺传承人、“喜我我”面食品牌创始人迟
金艳和她的团队正在央视新闻客户端进
行直播并“霸屏”8分钟。

直播中，一团团面经过手工揉制，变
成了大小各异、憨态可掬的老虎造型，浓
浓的年味扑面而来。有趣的是，“小老虎”
们在传统基础上被卡通化，更符合现代人
审美，有了“新国潮”的气质。

“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是迟
金艳的基本理念。多年来，她与高校专家
反复论证，不断研究改进花饽饽的用料和
配方，从原料、工艺、创意三方面做了大胆
尝试，让传统文化注入现代生活，推动非
遗焕彩上新。

此外，迟金艳还建起一座占地1000余
平方米，陈列着数百件精品面塑、花饽饽
相关工器具及历史文化介绍的花饽饽博
物馆。博物馆于2018年正式开馆，如今已成
为开展非遗传承的重要平台。

制定团体标准 带动乡村振兴

花饽饽的“破圈”，可以追溯到4年前
“齐鲁粮油”公共品牌的打造。2018年，《关
于推进山东粮油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提
出，按照“1个公共品牌+N个地域特色产品
+N个产业经营主体”的建设模式，科学规
划，着力塑造“齐鲁粮油”公共品牌形象，
创建一批有一定知名度的地域特色粮油
产品或品牌，培育一批实力雄厚的粮油龙
头企业。

在政策驱动下，花饽饽迎来了一系列

利好，走上了高速发展之路。如今，威海“胶东花饽饽”
与滨州“粮油金三角”、德州“五星德粮”、临沂“沂蒙花
生油”市级区域品牌，如四朵金花开放在山东大地，成
为构建“齐鲁粮油”品牌金字塔的核心支撑。

想要真正做大产业、叫响品牌，离不开统一的行业
标准。2021年，由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提出、山东
省粮油经济学会和山东标准化协会归口、山东省粮油
检测中心起草，以及多家粮油企业参与起草的山东花
饽饽团体标准发布，这是“齐鲁粮油”公共品牌打造以
来发布实施的9项团体标准之一。

标准制定的初衷，是为了起到引领作用。“规范生
产工艺、保障产品质量以及食品安全，让花饽饽不仅在
山东省而且在省外也有好的销售渠道，同时促进一些
相对弱的企业提升工艺水平和产品创新。”作为主要起
草人之一，山东省粮油检测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姜
洪介绍。

据了解，该标准是在大量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抽取
了很多样品进行数据采集。其中不仅规定了山东花饽
饽的术语、定义、分类、技术要求，以及检验方法、生产
过程要求、质量追溯要求、检验规则、判定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储存要求，还将花饽饽划分为礼庆、主食、
休闲等不同系列，符合市场的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指
导性和可操作性。

小产业，大能量。统计显示，目前，仅威海市就有花
饽饽生产企业300余家，它们成功带动周边农村2万人
实现就地就业，帮助村民每人年均增收约3万元，使
4000多户家庭实现脱贫，为推进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
作用。如今，威海市初步形成了以益养德康、金长林、岚
宝食品等为代表的花饽饽龙头企业，产业规模不断扩
大，产业链条不断延伸，相关产品已发展成十大系列
200多个品种。

新的阵地仍在不断崛起。近年来，威海文登“胶东
花饽饽”文创产业基地、非遗传承人林荣涛花饽饽工作
室、花饽饽研究院、花饽饽历史文化展馆相继投入运
营，为花饽饽的技术研发和非遗传承搭建了平台，花饽
饽制作培训也变成了很重要的产业。在龙头地区带动
下，淄博、潍坊、泰安等地的花饽饽产业正从无到有、由
弱到强，渐成燎原之势。

把握“新国潮” 花饽饽有看头

在消费升级、产业升级的趋势下，传统技艺和老字
号品牌都面临新的消费生态，大家都想在传承已有核
心竞争优势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成为“新国潮”中的“弄
潮儿”。

投资2000多万元，占地15亩、建筑面积1.36万平方
米的花饽饽文创产业基地近日在威海市文登区建成开
放，除了花饽饽生产加工以外，还拓展了旅游功能，游
客能亲自参与制作，亲身感受花饽饽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价值。“花饽饽+旅游”不仅延长了产业链，而且也为
花饽饽聚集了人气、叫响了名头。

只有与时俱进的跨界“潮改”，才能推动花饽饽造
型多样化、新潮范儿，被更多年轻人喜爱，成为名副其
实的“香饽饽”。更多的玩法，花饽饽的传承人们仍在思
考。

亚洲本土大型管理咨询机构和君集团高级合伙
人、中国品牌促进会理事贾晓轩，是“齐鲁粮油”公共品
牌以及“胶东花饽饽”区域品牌战略规划负责人，对品
牌建设做了大量调研及顶层设计工作。他表示，胶东花
饽饽的产量和销量与其他区域品牌的产品相比并不
大，但是文化属性和文化独特性极强，与山东省作为文
化大省的气质相契合，具备“出圈”的条件。

酒香也怕巷子深，为了“出圈”，花饽饽还跟随“齐鲁
粮油”行万里路，参加各大推广活动。2019年，第二届中国
粮食交易大会在郑州开幕,省内65家企业参会并成功举
办“齐鲁粮油”推介会，“喜我我”是其中一家。迟金艳说：

“那是我第一次跟团出省推介,通过这个平台，把花饽饽
博物馆和我们的产品展现在大家面前，取得了特别好的
反响，从此以后场场参加。胶东花饽饽作为粮油产品里的
小众产品，需要抱团发展，而‘齐鲁粮油’就为我们这样的
中小企业搭建了走出去的桥梁。”

几年来，花饽饽从“养在深闺”到走南闯北，足迹遍布
北上广、苏浙粤以及陕西、青海等中西部地区，拉近了与
消费者的距离，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随着近年来中国品牌的发展、消费者认知的发展，
大众现在不光要吃好，还要吃得有格调、有趣、有意思。再
加上这些年新国潮兴起，花饽饽赶上了一个很好的机
会。”贾晓轩说。

贾晓轩认为，胶东花饽饽提升了整个“齐鲁粮油”的
趣味性和文化属性，很容易引起大众共鸣，继而引起互
动。当下，胶东花饽饽要把握住“新国潮”的机遇，放大它
的文化属性，同大众、年轻人互动，引发“口口相传”的裂
变效应。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显老”。“要先把老的‘壳’
剥开，再找到它新的基因，与新的生活方式融合，从而找
到更好的破圈机会。”

积极对接市场需求、更新产品供给，顺应时代节奏、
创新营销方式，期待更多“齐鲁粮油”变身“香饽饽”。

逢年过节，有300余年历
史的花饽饽都是胶东人餐桌
的颜值担当。近年来，“新国
潮”的兴起给花饽饽带来新的
发展机遇，创意十足、造型丰
富的花饽饽层出不穷。如今，
花饽饽已变身为当地生日宴
会、嫁娶典礼、节日庆贺中的
潮流单品，成了名副其实的

“香饽饽”。花饽饽的成功密
码，很大程度是源自“齐鲁粮
油”公共品牌的力量。

报料电话：（0531）85193700 13869196706 欢迎扫描上方二维码下载齐鲁壹点 600多位在线记者等你报料
报纸发行：（0531）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85196150 85196552 85196557 差错投诉：（0531）85193700 发行投诉：4001176556（0531）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1元

刊号：CN37-0003 邮发：23-55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邮编：250014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

﹃﹃
齐齐
鲁鲁
粮粮
油油
﹄﹄品品
牌牌
赋赋
能能
山山
东东
花花
饽饽
饽饽
势势
起起﹃﹃
新新
国国
潮潮
﹄﹄

花饽饽亮相“齐鲁粮油”广州推介会。

第二届“齐鲁粮油”花样面点大赛现场的精美作品。

林荣涛接受央视《新闻直播间》采访截图。

花饽饽的颜色由果蔬汁调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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