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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齐鲁粮油”留住“胶东乡愁”

莱西建成胶东花饽饽文化博物馆

□吕树明 牟德鸿

日前，来自莱西市各乡镇街道的百余名中青年妇女云集

于胶东花饽饽文化博物馆，参加为期一周的花饽饽手工制作

大赛，最终有10多名“巧手村姑”脱颖而出，成为这家博物馆

的签约技师。

作为该博物馆的馆长，自幼痴迷花饽饽艺术的迟金燕表

示，她很早就有一个梦想：通过对面塑艺术文化进行深入系

统地研究，梳理其历史文化脉络，建一座以花饽饽为主题的

博物馆，以呈现历史，传承技艺，教育后人。胶东花饽饽文

化博物馆于2019年年初对外开放，占地1000余平方米，珍藏实

物368件，有不同时期小麦种植的生产工具、馒头制作工具，

还有花饽饽文化的若干史料。馆内还陈列有不同风格的面塑

作品50余件，花样繁多，蕴涵丰富，美轮美奂，是研究历史、

考古、民俗、雕塑、美学不可忽视的资科。

为响应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起的“齐鲁粮油”品

牌建设活动，胶东花饽饽文化博物馆特别注重游客的体验

性，力争把博物馆办成“活着”的博物馆。他们定期推出以

胶东面塑文化为主题的展演活动，吸引了来自平度、莱州、

文登、龙口等地的艺人前往。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博物馆内

准备了可供游客现场操作使用的石碾、石磨、石臼等传统面

粉加工工具，面食的各种制作模具也应有尽有。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博物馆成为周边城市游客“亲子游”的必选去处，

每到周末总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在馆内教学体验区学习，

各种花鸟草虫、飞禽走兽的花饽饽让孩子们格外着迷，而对

于从和面、揉面、塑形到蒸制的全部制作流程，孩子们同样

是乐此不疲。

迟金燕介绍，公司下一步将与青岛大学、鲁东大学、山

东省烹饪协会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建立合作，依托目前的博

物馆成立花饽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健康养生研究中心、花

饽饽花样创意研究中心，赋予胶东花饽饽更加厚重的文化内

涵，为胶东花饽饽跻身“齐鲁粮油”这一公共品牌旗下的强

势子品牌赋能。

在山东莱芜高新区郭家沟村，坐落着中国

第一家物理压榨花生油博物馆。博物馆占地

1000平方米，由历史展馆、榨油体验馆、生产

线参观走廊三大部分组成。其中，榨油体验馆

是核心，以糊香食用油制作技艺九大工序为主

线，让参观者全程参与并了解糊香食用油制作

技艺精髓，同时体验一番古人生活场景；历史

展馆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文献，呈现了榨

油工艺的演变和榨油用途的变迁；经参观走廊

的全透明玻璃，参观者可以看到现代化食用油

生产线的生产全过程。

山东山歌食品有限公司，是这座博物馆的

建造者。糊香食用油制作技艺自清朝光绪年间

传承至今，已有150多年历史，被列入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抗日战争时期，糊香食用油制

作技艺传承人郭宗君，曾谱写“倾其所有，百

里送油”的拥军抗日故事。郭宗君自祖上接手

榨油生意后，积极改造老式榨油机提高榨油效

率和品质，用20年的时间积累成远近闻名的富

户。抗日战争时期，油坊一度毁于日本侵略者

的大扫荡，后在八路军的鼓励下开展地下榨

油。抱着“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才能有好日

子”的坚定信念，郭宗君不计成本，不图报

酬，一面躲避侵略者的扫荡，一面以“卖油”

为由，翻越100多里山地，穿过敌占区，免费

为八路军送油。从1940年春至1944年春，郭宗

君向部队送油近百次，总量超过1万斤，4年里

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后来，郭家油坊传给了谢姓女婿，到上世

纪90年代末传到了谢梅木手中。岁月流逝，但

郭家和谢家几代人敢闯敢干的革命意志和创新

精神得以传承。大学毕业后，谢梅木回乡接手

谢家油坊，他不甘宝贵的非遗技术只囿于一家

乡村小作坊，于1999年10月筹资10万元建立了

山外山花生油厂，2000年5月更名为山东山歌

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多年来，山歌食品始终将产品质量和品牌

建设视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确保原料供

应，从源头上确保原料品质，按照“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公司与农户签订花生种植

定单，直接带动周边花生种植户5000余户；

2011年，公司以“科技研发+参观旅游+青少年

拓展训练+有机种植”为经营模式，投资兴建

占地1000亩的现代有机农业庄园。

传统糊香食用油制作技艺生产的花生油具

有颜色金黄且色泽鲜亮，糊香味醇厚，热度

低，桶底无沉淀物等优点。山歌食品在保留古

法技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在生产过程中加入

了臭氧，有效去除花生中存在的黄曲霉毒素，

为提升花生油品质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

用；公司还采用山东大学专利技术新建万吨花

生蛋白活性肽同步提取花生油项目。传统工艺

插上科技的翅膀，山歌食品成功跻身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行列，品牌实力进一步增强。

如今，山歌食品已发展成为一家集有机种

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贸易和生态旅

游为一体的现代化农业加工龙头企业，形成以

高端有机糊香花生油、原生花生油、大豆油、

调和油、玉米油及花生蛋白肽和各种花生制品

为主导的产品体系。“我们将传统技艺通过现

代技术进行改进，实现了传统味道和现代品质

的完美结合，我想这是‘齐鲁粮油’品牌和品

质的精髓。”山东山歌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谢梅木表示。

山东山歌食品：

传承红色精神 创新传统工艺

消费者一线探班 吃进嘴里美在心里

齐鲁粮油开启“畅游齐鲁”之旅
□陈晓婉 于鹏 晁红秀

一颗颗小麦、花生、大豆是如何变成香

气馥郁的面粉、食用油的？近日，齐鲁粮油

公共品牌线下文旅项目“畅游齐鲁”之旅首

发山东山歌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让消费

者亲眼见证颗颗花生和大豆从原生态到滴滴

沁人心脾的食用油的美丽嬗变，零距离了解

观察健康粮油的发展历史和生产过程。

老字号的“古”法“新”作

坐落于山东莱芜高新区郭家沟村的山

东山歌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清朝年

间郭家沟的郭家油坊起家，历经百年传

承，2000年完成公司制蜕变，成长为集有机

种植、科技研发、生产加工、销售贸易和

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现代化粮油加工龙头企

业。传承至今的“糊香食用油制作技艺”

更当选我省唯一的花生油类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糊香花生油、原生花生油及各种

花生制品等粮油产品全面开花。

“秘方”再强，还得与时俱进。老字号

如何在新时代永葆活力？靠科技，靠创新。

将糊香食用油制作技艺融入到公司的高端花

生油生产中，科技创新为山歌食品进军高新

技术企业再添一个制胜筹码。“我们将传统

技艺通过现代技术进行改进，口感上追求

‘古味’，各项指标上遵循现代标准，这样

的‘新旧交融’正是‘齐鲁粮油’品牌和品

质的精髓。”山东山歌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谢梅木说。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不是终点，食用油

产业之外，山歌食品还着力开发文化观光、

旅游度假休闲等延伸产业。如今山歌食品正

在园区内建设水上农家乐、山间民宿、青少

年拓展基地等景点，逐步完善“庄园式”现

代化工厂，为乡村旅游提供范本。

“联姻”旅游

粮油打响跨界牌

2014年，山歌食品建成全国第一家榨油

博物馆。走进榨油博物馆，榨油工艺的演

进和演变呈现在眼前。前来参观的消费者

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古法榨油，还可以体

验古法推磨、碾磨、榨油等生产加工活

动。“推完磨，大家还可以品尝到榨油过

程中产生的原生态花生饼。小时候见过传

统 油 坊 的 人 ， 一 定 对 这 种 美 味 记 忆 犹

新。”谢梅木介绍。

“对粮油产品来说，让消费者近距离

地感受、接触产品，能在最大程度上增加

消费者的信赖和信任。消费者放心了，项

目 和 产 品 对 顾 客的 黏 性 一 下 子 就 上 去

了。”山东国信国旅董事长张晓国说，

“品牌推广和旅游线路‘联姻’能够增加

品牌的温度和情感，让品牌不仅局限于产

品，变得更具故事性和自带流量的可传播

性。”

“从近年来的旅游市场反馈看，在旅

游线路中植入工厂参观元素很受消费者欢

迎。”张晓国介绍。据了解，省内的海

尔、青啤、张裕、景芝，省外的隆力奇、

红豆服饰、康师傅等企业均已开发了“生

产观光线路”，不仅直接促进产品的销

售，还能培育更多潜在消费受众。

“对健康类产品更是如此，消费者的

了解欲望和参观意愿更强。消费者很愿意

去了解产品是如何生产的，工序是怎样

的，厂家是如何把关的。”张晓国说，

“粮油企业可以针对旅游市场，专门开发

一些线路，让消费者可以近距离接触、体

验生产环节，产品设计上可以提供一些便

携性强的小包装，这样能够通过口碑积累

培育市场、打开市场。”

多渠道推介

企业插上“隐形翅膀”

在榨油博物馆里，车友们现场体验了用

最传统的工艺进行花生压榨。去皮、分拣、

碾糁、蒸糁、炒糁、入榨、出榨、过滤、沉

淀等被称之为糊香食用油制作技艺的核心工

艺，在这个体验馆里都进行了复原。“生活

中，每天都要食用花生油，但花生油的压榨

生产工艺还真是头回见。”车友李老师对这

次体验之旅大呼过瘾。

这次的车友会“探班之旅”由山东省

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起，齐鲁融媒和“有

车有趣”车友会共同打造，是齐鲁粮油公

共品牌“畅游齐鲁”系列活动的首站。据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组织自驾车友团等线下体验活动，旨在

让消费者更好更深入地了解山东粮油的历

史、文化，了解现代化粮油生产技术和优

质、绿色粮油的加工环境，从而更加认可

齐鲁粮油的品质；粮油企业也可以借此机

会扩大品牌知名度，给企业插上百姓口碑

这双“隐形翅膀”，助力企业腾飞。

下一步，围绕“齐鲁粮油”品牌打

造，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将以提升

扩大山东粮油品牌美誉度、知名度和影响

力为目标，继续丰富粮油产品的推介载

体，探索打造滨州循环经济生态游和临沂

乡村振兴红色游两条粮油精品旅游线路，

充分挖掘和发挥山东粮油资源、文化和产

业优势，着力塑造和充实“齐鲁粮油”公

共品牌的形象和内涵。

◎齐鲁粮油快讯

清明节正是燕子回迁的时节，胶东人在清明前一

天，都会用面捏制成形状各异、五彩斑斓的面燕来迎

接春天。清明前夕，“齐鲁粮油”品牌邀请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威海威高食品有限公司林鹏传

授“清明面燕”的制作秘诀。

主料：高筋面粉、酵母、花生油、白糖、牛奶(或

奶粉)、蛋清各适量

辅料：南瓜、紫薯、菠菜、红曲米各适量，黑豆少许

◆第一步：南瓜、紫薯去皮隔水蒸熟并捏碎备

用，菠菜榨汁备用，用于给面粉上色。

◆第二步：温水溶解酵母，加入蛋清、花生油搅拌

均匀，加适量于面粉中，再加入南瓜、紫薯、蔬菜汁或

红曲米，分别揉成黄色、紫色、绿色的光滑面团。

◆第三步：将面团盖上保鲜膜，置于温暖处醒发

至两倍大小。

◆第四步：取出面团，揉匀。把面团均分成适量大

小的面剂子，再次揉成光滑面团后搓成一个上粗后尖的

鸟身形。

◆第五步：用中指按比例慢慢捏出小脑袋，把细

脖挺起，再剪出两侧翅膀和尾巴，然后在翅膀和尾巴

上均匀地压上齿纹，用小黑豆点缀上灵动的眼睛，最

后剪出细嘴和羽毛。

◆第六步：面燕成形以后，盖好，置于温暖处醒

发30分钟。醒发好的面燕，体积会膨胀近一倍，用手

摸着柔软、蓬松时，上锅蒸25-30分钟。关火后闷5分

钟，出锅。

林鹏亲授：这样捏“面燕”更“有形儿”

面燕的身子不能太臃肿，否则不能体现燕子的轻

盈美感；翅膀要剪厚，再做薄做长，才能体现燕子的

灵巧敏捷；嘴巴要尖、短、细，还要一次成形。

相关链接：威海威高食品有限公司

威海威高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总投资2 . 7亿元，是威高国际

医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承接国家健康

中国及威海市委、市政府“双城联创

聚民心，食安威海惠民生”战略、大

力发展“健康食品生产产业”规划要

求建设而成，主要经营面粉、花生

油、酱卤制品、豆制品、速冻水饺、

胶东花饽饽、烘焙面食等系列产品。

清明前后，聊城市东阿县高集

镇西娄村，方圆几十里，麦苗长势

喜人，麦浪一望无际。西娄村有家

粮食制品企业尤为突出，这便是山

东省华云粮食制品有限公司。

华云，一家以优质面粉和面条

等粮食制品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现代

化生产企业，拥有日加工小麦300吨

的现代化面粉生产线一条，日加工

30吨面条的生产线2条，干部职工

120余人，安置下岗职工12人，是鲁

西规模较大的粮食加工企业。自

2003年成立至今，先后获得“聊城

市重点龙头企业”“聊城市文明诚

信企业”“粮食发展先进企业”

“县重点保护单位”“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等荣誉称号。

董事长娄西华告诉笔者，自

己 这 份 敢 闯 敢 干 的 意 志 源 自 祖

辈。娄西华的祖父娄秀珂和祖母

娄刘氏，自婚后便继承祖业，以

磨坊为生，他们烙制锅饼和手工

馒头的传统生意在当地很红火。

1 9 3 7年，临近春节，他们召集乡

邻没白没黑地免费为八路军战士

赶 制 除 夕 的 年 夜 饭 锅 饼 。 1 9 4 9

年，刘邓大军南渡时，娄西华的

祖父娄秀柯自发组织乡亲捐粮捐

面，祖母娄刘氏和村里的妇救会

同志们为解放军制作鞋子。刘邓

大军成功南渡后，娄秀柯和娄刘

氏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

后娄秀柯在村里担任文书。1 9 9 8

年，娄家磨坊的祖业传到娄西华

的手中。扩建厂房，学习技术和

理念，引进先进设备，靠着扎实

而 稳 健 的 经 营 ， 娄 西 华 创 建 了

“华云”品牌。

20年来，华云始终视产品质量

和品牌建设为企业发展的重中之

重，完善整条产业链的监管机制，

从一家小面粉厂，逐渐发展成为如

今资产近亿元的现代化大型粮食制

品生产企业。华云秉承超越创新理

念，以“重合同、守信用”构建企

业之本，以“健康、绿色”的新概

念指导生产，利用当地的优质小麦

为原料，所生产的“西娄华坤”牌

面粉、挂面，口感好、质量佳。娄

西华介绍，自公司成立之初，就立

足富农兴企，通过收购农户余粮，

解决了当地农民卖粮难问题；通过

吸收富余劳动力进厂工作，促进了

当地城镇化发展。

娄西华始终继承着先辈的传

统，多次向武装部捐献面粉、面条

等物资。娄西华说，虽然这只是特

别小的事，但是发扬敬党爱国的传

统，是最大的事。

一家面粉企业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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