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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寻味记

许昌市建安区河街腐竹

从非遗老手艺到黄金产业的蜕变之路

河街腐竹
长寿乳业

4月17日，在位于建安区河街乡邢庄村的
许昌康利世纪食品有限公司，年过七旬的老手
艺人邢国彬正在制作腐竹。只见他右手持不
锈钢小铲，按顺时针沿铁锅四周轻轻一划，双
手快速地轻贴锅里的腐竹，转动后便迅速“捏”
起锅里一层薄薄的腐皮，往竹竿上一挂，一根
散发着豆浆原味的清香腐竹便大功告成了。

“这就是咱们入选非遗的腐竹制作技艺，
我刚才那个动作是‘捏’，以前都是一个人一口
铁锅，一张皮一张皮地捏。”邢国彬说，腐竹制
作技艺是当地代代相传的吃饭手艺，好的手艺
人一个人能够同时看顾十多口锅，捏出的腐竹
金黄亮泽。

“以前都是家庭作坊，后来慢慢地开始建
厂子，驴拉石磨变成电动磨浆，燃煤炉变成天
然气炉，手工捏制变成半机械化成型。”据邢国

彬介绍，20世纪80年代起，建安区河街乡开始
从事腐竹大规模生产，到2000年前后达到巅
峰，腐竹产业从业人员达到35000人，全乡日
产腐竹达到350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
上，河街乡也成了全国最大的腐竹生产集散地
和全国闻名的“腐竹之乡”。

经过50年的规模化发展历史，河街腐竹
产业培养造就了一大批腐竹生产、销售、管理
专业人才，积累了很多特色技术工艺，形成了
一整套完备的全产业运营机制。

尤其是近年来，建安区全力打造非遗文化
产业新格局，“传承人领办龙头企业、手艺人参
与社区工厂、勤快人家门口就业”的发展模式
初步建立。依托新的发展模式，当地注册的豆
制品加工企业达到59家，上千名群众从事腐
竹加工、销售和流通工作。

□宋广军陈灏

“你看，我们牛场采用数字化管理，自动化喂养，母牛佩戴
24小时体况监测项圈，夏季采用喷淋的方式始终保持牛体温
度适宜。”4月18日，在位于长葛市古桥镇的河南荣华牧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江华指着牧场内的牛介绍说，细沙卧床，提高奶牛
福利，使奶牛置身舒适的环境中，才能产出高品质的牛奶。

据了解，荣华牧业成立于2012年10月，注册资本3000万
元。公司占地255亩，现存栏奶牛1500余头，其中能繁母牛近
千头，年产鲜奶7200吨左右。是一家严格按照《奶牛养殖场技
术规范》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的大型标准化奶牛养殖企业，集
良种奶牛养殖、生鲜乳销售于一体，是许昌市规模最大的新型
现代化农牧养殖企业之一。

江华介绍说，牧场一期工程总投资5000万元，已建成有
25000平方米标准化奶牛舍、2座全自动挤奶厅，购置了1套
2×16位自动脱杯鱼骨式挤奶机，1套2×20位自动脱杯快放
式挤奶机，3个6T直冷式储奶罐，1个10T直冷式储奶罐。整
个牧场分为生产区、生活区和粪污无害化处理区，方圆1000米
内无工厂、村庄、学校及大型养殖场，发展奶牛养殖的环境十分
优越。奶牛养殖实施标准化生产模式，推行TMR饲喂方式，
DHI测定技术，达到品种选配优良化、养殖设施机械化、生产流
程规范化、防疫措施制度化和粪污处理无害化。规范的管理模
式，造就了各项优良指标。

同时，该公司在牧场周边流转土地4500余亩用于种植青
储饲料，直接受益周边农户3000多人。为每户农民增收1200
元/年，种植产生的经济效益达550万余元；与长葛市古桥镇脱
贫户签订“奶牛代养代工代销”协议，发放资金55万余元；扶持
当地农户饲养小公牛，每年奶牛场出生的小公牛600余头全部
免费技术扶持饲养，助力当地村民增收。

年产鲜奶7200吨，销路在哪里？荣华牧业鲜奶除供国内
知名乳制品企业外，同时，还新组建了自己的乳制品工厂——
许昌市长寿乳业有限公司。该公司位于许昌市建安区将官池
镇，占地9000余平方米，是一家集巴氏杀菌乳和发酵乳的研
发、生产与销售的乳制品生产企业。公司始创于1984年，成立
于2001年，四十余年来，始终秉持“创新生活、共享健康”的企
业使命，时刻牢记“食品安全大于天”和“消费者的健康与安全
第一”的企业责任，严格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生产优质系列乳
制品向社会供应，极大地改善和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乳制品
的需求。

2022年，长寿乳业有限公司进行了资源整合，斥资3000
余万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乳品质量安全监
督管理条例》《乳制品良好生产规范》及相关法律法规
和国家食品安全生产标准的规定，对公司的软
硬件进行了升级改造后，已成为生产场所
布局合理、环境优美，设施设备先进完
善，生产及配套设备布局合理，工艺流
程先进的综合性乳制品生产企业。
生产的“长寿”品牌巴氏杀菌乳、发酵
乳两大系列20余个单品系列高端优
质乳制品供应市场。

江华表示，河南是农牧业大省，
下一步，长寿乳业将积极响应河南省

“豫材豫用”、许昌市“许材许销”的发
展号召，采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销
售模式，大力发展本土农牧业，线上面向
全国进行品牌推广，线下设立奶站进行送奶到
户，让更多的群众喝上高品质的好牛奶。

（本版图片由许昌市委宣传部提供）

走进位于河街乡的河南十品堂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参观通道，干净明亮的现代化生产车间
里，3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映入眼帘。该生产
线使用一次性鲜浆蛋白膜聚合成型工艺，可实
现注浆、加热、成型、烘干、分切的自动化，日均
生产腐竹1吨。

“传统腐竹制作以人工为主，劳动强度
大，品质不容易把控。十品堂公司自行研发
设计的SPT1200型机械化自动生产线，把豆
浆注入定制的食品级钢带上，经过一次性加
热成型后再烘干分切，提高了生产效率，确保
了产品品质。”河街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刘
志凯介绍，为适应市场发展，该乡引导腐竹企
业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前提下不断革新生产方

式，其中十品堂研发的机械化一次性鲜浆成
型工艺，在国内机制腐竹生产领域处于领先
地位。

在十品堂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展览大厅，
一排排整齐的腐竹产品映入眼帘，一块块巨幅
展板上述说着河街腐竹的前世今生，另一边则
设有腐竹文化馆，古老的磨盘、簸箕等制作工具
陈列其中。

“这是我们的即食腐竹，看起来和普通腐竹
一样，但是打开就可以吃，口感香脆营养丰富。”
据刘志凯介绍，十品堂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与
烘焙厂家合作研制新的烘干设备，传统的腐竹
烘干需要6至8小时，新研发的烘干设备仅需要
8至10分钟，即可实现快速均匀烘干杀菌、迅速

锁鲜，产品豆香味浓郁，泡发仅需10分钟，方便
快捷，十品堂公司研发的机制速食腐竹这一产
品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

目前，十品堂正在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
合作，以腐竹产品为主要的基础品类，研发保鲜
产品、即食食品、预制食品、休闲食品等一系列
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市
场综合竞争力，从而更好地充分发挥产业的辐
射带动作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健康稳定可
持续发展。

从手工捏制到机械自动化成型，从传统单
一的黄豆腐竹到多品种的豆制品，河街乡持续
做好、做大、做强、做优非遗产业，走出了一条自
主研发的致富之路。

为促进腐竹产业发展，建安区在河街乡陈
胡村规划建设绿色食品产业园，将“单打独斗”
转变为“抱团发展”模式，实现腐竹产业规模
化。产业园紧邻建安区多式联运物流港区，交
通方便，环境优美。一期规划建设用地364亩，
建筑面积28万平方米，计划总投资8亿元，建成
后可实现豆制品产能10万吨，产值25亿元，安
置就业岗位3500个。园区建成后将成为集豆制
品加工、食品包装、食品机械装备制造、商贸物
流、科研服务于一体的专业化综合性园区，吸引

本土外流企业逐步回流，实现豆制品产业标准
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现阶段，河街腐竹面临着产业的二次振
兴，我们的总思路是降成本、提品质、塑品牌，措
施是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自动化、智能
化改造，擦亮‘许昌腐竹’的金字招牌。”刘志凯
表示。

从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到现在建设现代绿
色食品产业园，来自河街乡这颗黄豆的“进阶”
之路，展示着建安区将小腐竹做成标准化、规

模化、品牌化大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历程。下一
步，建安区将当好腐竹企业的“服务员”，积极
培育重点产业集群，不断延链补链强链，探索

“非遗+产业+就业”发展路径，传承“老手艺”，
开辟“新门路”，鼓励引导腐竹企业进入产业园
集中生产，让传统特色产业走集约化、品牌化
道路，使腐竹成为千家万户增收致富的“黄金
产业”。

□宋广军 陈灏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曾经全国最大的豆制品生产

集散地；

年产量5.6万吨，年产值12.3

亿元；

…… ……

在许昌市建安区河街乡，腐

竹制作技艺拥有数百年的历史渊

源，轻薄脆香的河街腐竹，集无数

荣誉于一身。近年来，建安区深

挖非遗资源，推动非遗与产业发

展深度融合，让以河街腐竹为代

表的非遗老手艺，成为乡村振兴、

百姓致富的“金钥匙”。

荣华牧业荣华牧业

薪火相传 小手艺变大产业

融合创新 老技艺绽放新魅力

产业集聚 非遗产业再振兴

建安区新规划建设的绿色食品产业园建安区新规划建设的绿色食品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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