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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今日泰山 深度调查

泰城众多名吃无缘全运餐桌
只有驴油火烧成为指定特色小吃，名吃创新尚需努力
本报记者 肖阳 刘慧娟

小小火烧登上大雅之堂

5日，记者跟随泰安市旅
游局工作人员来到泰安红豆
开元贸易有限公司，见到了
泰山驴油火烧的创始人李
鹏。他拿出一摞证书，其中一
个是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会
向泰山驴油火烧颁发的全运
会指定产品荣誉证书。记者
了解到，在本届运动会的食
品类指定产品中，泰山驴油
火烧是唯一入选的泰安食品
类特色小吃。
“我们3月就把火烧样品

送到济南组委会去了。当时

组委会召开了评定会，评定
人员们尝过之后都说太好
吃了，所以也没怎么费力气
就给定下来了。”聊起入选
过程，李鹏难掩自豪之情。

10月份，驴油火烧将作
为山东省的名优小吃被送上
全运会的餐桌，运动员和教
练员们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
将品尝到这一泰山名吃。另
外，目前泰山驴油火烧还正
在申请成为上海世博会参展
产品，非常有希望挤入世博
会的展台。

泰安市泰山煎饼食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先生对
此深有体会。这家公司的
前身是泰安市神农食品有
限公司，原本经营的食品
内容不仅包括泰山煎饼，
还有板栗、赤灵芝等多类
产品，由于产品种类太过
繁杂，反而没有一种表现
优秀的产品，所以公司改
名之后打算让泰山煎饼唱
重头戏，集中精力打造正

宗的煎饼，不打全面战而
改重点战，公司的此次改
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全运
而起。

泰山煎饼是山东历史
文化名吃组委会评定的山
东历史文化名吃，而且也
是泰安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但是当全运会组委会
向泰山煎饼伸出橄榄枝时
却发现，泰安地区并没有
一家实力够强的企业将泰

山煎饼带入全运会，这成
为李先生的一个不小的遗
憾。

自那之后，公司决定
转换经营思路，突出优势，
重点突围。公司在泰山天
烛峰设立厂房，引用山泉
水和山里种的粮食来制作
正宗的泰山煎饼。“相信再
有下一次机会，我们一定
不会错过。泰山煎饼也一
定会走出泰安。”

山东经济学院经济学
系教授董长瑞认为，经营产
品更要经营文化，将特色转
化为品牌，才能进一步提升
旅游商品的文化附加值。例
如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就
是重视特色文化附加值的
结果。品牌历史悠久、制作
工艺独特、信誉好的民俗小
吃，还需要烙上当地的民俗
烙印，挖掘和利用原有的丰
富文化内涵，成为自身独特
的市场竞争力。这也是所有
旅游商品的发展出路所在；
泰安作为旅游城市，“吃”是
当地旅游消费不可或缺的
一项。作为厂商企业，首先
应树立品牌规模效益的意
识，只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化
产业化的特色品牌，才能具
备长远的市场生存力。其次，
规模化后的企业应适时做出
生产策略的调整，除了要在
产品质量和包装上下工夫，
也要适时开发出多样化系列
化的商品，以扩大企业的经
营范围和生存空间。

谈到政府在这一转化
过程中的作用，董长瑞认
为，政府应成为城市品牌整
合、树立和推广的服务者，
在政策和信息服务等各方
面，为城市的民俗食品、旅
游文化商品搭建一个引导
和扶持的平台。

泰安市旅游局相关部门
工作人员称，泰山名吃要符
合名吃的招牌，要有自己的
特色，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
好吃并且保证质量。调整思
路，加强市场观念是泰山名
吃以及各种旅游文化商品企
业所必须具备的。同时，泰山
名吃应在继承传统文化与制
作工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只有这样，才能够生生不息
发展流传下去。

要将特色

转化为品牌

李鹏介绍，制作火烧最
重要的原料就是酥油，而早
在 2 0多年前泰安以及周边
地区驴油是制作酥油的唯
一作料，但后来随着豆油、
花生油、色拉油的出现，驴
油逐渐为人淡忘，现在很多
摊点的火烧的口味、口感已
不是20多年前老泰安原来的
味道，与真正的驴油火烧相
去甚远。除了在驴油配比上有
严格的比例标准外，他们还采
取了专门的烘焙技术和保存工
艺，这使泰山驴油火烧有着与
众不同的特点。正宗的驴油火
烧放置5天后再加热食用仍保
持原始香味。

记者了解到，相对于传

统的小作坊，规模化公司化
后的驴油火烧生产制作点，
具备了舒适的制作环境，
“能在空调房里做火烧，这
是过去许多在炭炉子前制
作了一辈子火烧的老师傅
们 想 也 不 敢 想 的 。”李 鹏
说。此外，不断升级换代的
烘焙炉既节能环保又保证
了火烧的干净卫生，还避免
了传统炭炉产生的高温。也
正是看中了这些优点，除了
泰城的一些大型超市设立专
柜销售之外，许多星级酒店
也已将泰山驴油火烧定为酒
店餐饮的食品类主食，从而
将这种传统的小吃从街边小
摊搬到了大雅之堂。

驴油火烧靠口感赢得市场
泰山名吃并不仅仅只

有泰山驴油火烧一种，泰
山煎饼、泰山豆腐等也都
非常有名，但是，这些泰山
名吃并没有参加十一运指
定产品的评定。

十一运济南组委会市
场开发部的王励奇介绍，
竞选十一运指定产品的
门槛其实是很高的，必须
要有过硬的企业实力，保
证按质按量地供应全运
会。同时，能够保证饮食
安全，保证运动员、教练
员及相关人员的身体健
康和安全，其次还需要有
一套完备的资质证明，包
括食品安全证书等证书。

但最基本的是食品本身
的口感及质量，好吃并且
吃了健康。是否成功地参
加过大型活动，也是组委
会考核一种美食是否能
成为指定产品的重要标
准。就是这几个条件，将
大部分的泰安名吃堵在
了门外。

记者在华联小胡同里
看到，短短十几米的路上
就有三四家范镇烧饼店。
谈到为何在众多旅游特色
小吃中，唯独只有泰山驴
油火烧登上全运餐桌，泰
安市旅游局工作人员称，
泰山美食的确花样繁多，
但这些美食大多都没有形

成规模化经营。以驴油火
烧为例，各种范镇烧饼、驴
油烧饼店在泰城大街小巷
遍地开花，而这些店大多
是夫妻店或家庭式小作
坊经营。到目前为止，泰
安市只有一家注册成立
的专门经营驴油火烧的
企业，而形成规模的企业
当中，很少能够达到大型
活动的高标准要求，企业
自身能力的缺失使得这
些泰山名吃只能是“墙里
开花墙里香”。如何能将
泰安本地美食推广到全
省乃至全国范围，是摆在
泰山名吃面前的一个重
大课题。

驴油火烧的传统加工过程。 本报记者 刘慧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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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吃企业转换经营思路等待下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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