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中秋节，来自周口淮阳的杨杰终于在北京喝到了“对味儿”的胡辣汤。 他说：“想家的时候就想喝碗胡辣汤，找遍北京喝的味道都不对，今天，杨
大姐的这碗汤真是喝出了老家的味儿，喝完干活就更来劲了！ ”

杨杰口中的杨大姐是来自西华县逍遥镇的杨凤花。 中秋节前夕，受在京周口籍人士的邀请，她自备食材和器具，驱车千里，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逍遥胡辣汤制作技艺”走进北京。 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杨凤花在北京餐饮名店、机关单位、劳动一线等现场熬
制近千碗正宗胡辣汤，为河南籍老乡和省外各界人士呈现了一场场“五味中和熬出彩、一碗热汤传千年”的味觉传奇，受到社会各界欢迎。 一锅锅热气
腾腾的胡辣汤，俘获了京城食客们的味蕾，也抚慰了不少在京工作生活的河南籍人士的味觉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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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万亩红高粱映红农民致富路
记者 张志新 文/图

������“手扶着红高粱，笑一下。 好，就是这样。 ”话音刚落，余先生就按下了手机快门，为同事拍下了一张以红高粱为背景的照片。 近
日，位于项城市区新大桥以东沙颍河南岸的红高粱进入成熟期，由于这里红高粱种植面积大，酷似电影《红高粱》里的场景，吸引众
多市民前来观赏，一时成为网红打卡地。

在我国，红高粱产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以及西南地区丘陵山地。 在大家的印象中，虽然豫东平原一带也种植有
红高粱，但规模往往不大。 那么，项城为何出现成方连片的红高粱，当地气候是否适宜？ 种植过程是否复杂？ 产量和销路如何？ 带着
这些疑问，记者前去一探究竟。

宜种植
项城有 5万多亩红高粱

迎着秋日阳光，走在项城市区新大桥以东
的沙颍河南岸大堤上，河道旁一望无际的红高
粱延绵数公里，一排排、一束束随风摇曳，蔚为
壮观。 走近一看，红高粱长势喜人，穗大丰硕，
颗粒饱满，与田间劳作的农民构成了一幅丰收
景象图。

红高粱，是高粱的俗称，是禾本科一年生
草本植物。因为高粱颖果呈淡红色至红棕色而
得名。性喜温暖，抗旱、耐涝。在中国种植较广，
其中以东北各地最多。

今年 ， 郑郭镇孟营行政村的杨克永流
转土地 460 亩 ，全部种植红高粱 。 他说 ：“红
高粱一般在 6 月麦收后种植 ，到 10 月成熟
收割 ，耐干旱 ，防倒伏 ，除了做好病虫害防
治外 ，整个管理过程不需要太复杂 。 今年夏

秋季节雨水少 ， 不少玉米因干旱可能造成
减产 ， 而自己种植的红高粱几乎不受影
响 。 ”

“红高粱是一种很好种植的经济作物，对
土壤等自然条件要求不高。因为项城属于温带
季风气候，集南北方之长，四季分明，完全适宜
种植红高粱。 ”项城市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
心高级农艺师王军志介绍， 相比其它经济作
物，红高粱抗旱、种植技术简单 、劳动强度不
大、生产效益良好。

近年来，随着酿酒、饲料、化工等行业的快
速发展，市场上红高粱需求量越来越大，价格
也越来越高。 为此，项城不少农户瞅准这一时
机，通过流转土地，把红高粱作为一个优势产
业来做，种植面积逐步扩大。据了解，今年项城
市郑郭镇、丁集镇、贾岭镇、三店镇、永丰镇等
地种植红高粱总计有 5 万多亩，红高粱已成为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又一特色经济作物。

收益好
助民增收鼓腰包

红高粱品种很多，按用处来分包括食用高
粱、饲用高粱、糖用高粱和帚用高粱。按特点可
分为大小红高粱、白高粱、梗高粱等。

在项城种植的红高粱主要有粮糯一号、红
缨子、晋酿四号、都糯 201 等品种。 由于品种不
同，其产量也大不相同，但经济收入都十分可
观。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杨克永种植的红高粱
品种为粮糯一号，具有籽粒均匀饱满，易脱粒，
籽粒糯质等优点。

“我这 460 亩地种植的全部都是粮糯一
号，亩产预计 1000 斤左右。 按照订单价格，每
亩收入可达 1600 多元，除去必要的种子、化肥
和农药，每亩纯收入 800 元到 900 元，比种植
玉米要强不少。 ”杨克永说。

杨克永的经济账在红高粱种植大户刘铁

全这里得到了印证。 今年 47 岁的刘铁全种植
红高粱已有 3 年，主要有晋酿四号 、都糯 201
两个品种，其中晋酿四号产量更高，亩产预计
可达 1500 斤左右 ，按照市场价计算 ，每亩收
入在 2500 元左右 ，除去各项成本 ，每亩纯收
入近 1500 元。

“今年我种植红高粱 7870 亩，远远满足不
了酿酒厂家需求。 明年，我准备扩大红高粱种
植规模，带领更多群众走上致富路。 ”刘铁全信
心满满地说。

不愁销
“订单农业”打开广阔市场

红高粱作为我国大多数白酒的重要酿造

原材料之一，在我国酒文化历史长河中占据着
不可动摇的地位。 近年来，随着白酒行业的迅

猛发展， 白酒企业对红高粱需求量越来越大，
大都采取“订单农业”。

杨克永种植的 460 亩红高粱走的就是“订
单农业”。 他说：“我同河北一家酒厂签订有合
同，种植的红高粱全部由他们收购，有多少收
多少，不担心卖不出去。 ”

同样， 项城市绿色农业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依托村集体专业合作社， 种植红高粱 6000
亩，全部为红缨子品种，是酱香型白酒的酿造
原料。 “我们公司与信阳一家向茅台集团直供
红高粱原料的企业签订了订单， 所有红高粱
全部由这家企业收购， 这样既有利于公司发
展，也有利于农户增收。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刘雪峰说。

目前，项城拥有红高粱种植大户 100多家，
由于采取“订单农业”，产品根本不愁销路。 “订
单农业” 的出现， 为项城红高粱种植提供了便
利，也使种植户和企业实现了“双赢”。 ②16

农艺师查看红高粱长势

杨凤花在北京牡丹园九妙坊餐厅熬制胡辣汤

胡辣汤进京“南北通吃”杨凤花献艺以解乡愁
———周口“非遗”胡辣汤进京交流侧记

□记者 乔小纳 文/图

地道熬制在眼前 八方食客齐追捧

在互联网和科技工作者云集的牡

丹园九妙坊餐厅， 胡辣汤受到八方食
客的热烈追捧。店家早早挂出“非遗美
食，走进北京”的宣传海报，腾出后厨
空间请杨凤花团队现场熬制。 活动期
间，不少顾客坚持每天预约和“打卡”。
暑去秋来， 融入数十味中草药的胡辣
汤以其特有的辛温香燥成为这个季节

里驱寒祛湿的独特美食。 逍遥胡辣汤
作为民间风味小吃，历久不衰，以厚重
的文化底蕴和独有的风味享誉中原乃

至全国。
福建籍顾客叶立国说：“得知胡辣

汤传承人来京的消息， 我连续 3 天邀
约家人、朋友前来品尝。在这份地道的
胡辣汤里， 我们喝到了南北共融的味
道。 ”

粤菜专家、 九妙坊创始人张志民
表示， 逍遥胡辣汤工艺独特、 回味丰
富，和各大菜系皆有“灵魂呼应”之处，
既有人间烟火味，又可登大雅之堂，是
行走于大江南北的中华美食。

一碗一勺道乡愁 一招一式尽传授

祥记饭店是北京一家以豫菜为特

色的知名酒家。在这里，杨凤花为顾客

近距离展示胡辣汤的吊汤、 热锅、勾
芡、加料等工艺流程，娓娓道来胡辣汤
的饮食文化和历史传承。 不少河南籍
顾客和餐厅工作人员早闻其名， 纷纷
与这位“胡辣汤明星”合影留念。

周口籍人士、著名书法家丁谦说，
胡辣汤作为河南早餐文化的代表性符

号，是在外河南人的一种家乡记忆，乡
友们在其中喝出了温故知新的味道；
胡辣汤也是一张交往交流的特色名

片， 让外地朋友喝出了别开生面的新
体验。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中国人口
普查年鉴 2020》，河南省流向北京市的
人口有近 130万。在北京市丰台区的志
广果蔬配送基地， 河南籍务工人员占
80%。 在得知不少老乡无法返乡共度中
秋后，杨凤花来到基地，为员工们现场
熬制了一大锅真材实料的胡辣汤，并且
把熬制工艺全程无偿传授给基地食堂

的厨师，以便老乡们日后随时能品尝到
正宗的家乡味道。 这不是杨凤花第一
次无偿传授胡辣汤的熬制工艺， 在此
之前， 她曾多次为家乡的困难群众、职
业院校学生免费培训胡辣汤制作技艺，
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勤劳致富。

兼容并包放异彩 文化赋能产业兴

杨凤花作为杨家胡辣汤第 12 代

传承人，1972 年高中毕业后就跟随父
亲学习胡辣汤熬制技艺。目前，老杨家
胡辣汤料生产车间已拥有 28 条生产
线，安排 300 多名当地农民工就业，年
产值达 1.5 亿元。

为壮大胡辣汤产业， 扩大品牌影
响，增加农民收入，西华县委、县政府
统筹布局区域经营，引资 6000 多万元
建成胡辣汤产业园， 扶持发展胡辣汤
料龙头企业 16 家，汤料产品占全国市
场份额的 90%以上。 全国逍遥胡辣汤
店面投资 100 万元以上的店铺 2000
多家， 仅西华逍遥镇外出经营逍遥胡
辣汤的经营户就有近 4200 户，从业人
员达 2.6 万人。 逍遥胡辣汤产业极大
撬动了当地种植、养殖、产品加工等特
色产业发展， 带动的直接和间接产值
达 48 亿元，帮助 10 多万群众增收，成
为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实现了一碗汤撬动一个产业，一个
产业致富一方群众。

胡辣汤的渊源和发展闪现着中

原文明的延承和流变，向来受到社会
各界的关注。 活动期间，《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等媒体和文化界人士专
门就胡辣汤的流传和影响与杨凤花

展开探讨。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

表示，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向来是文
学创作的重要基石，中华传统美食常

见于不少优秀作品，成为作家们的素
材富矿。 逍遥胡辣汤特征突出、美誉
度高， 具有很大的文化创作潜力，未
来非常有望出现以胡辣汤为脉络的

优秀作品。
文化从业者张弛认为，胡辣汤浓

缩着“中庸中和”的传统智慧和“兼容
并包”的中华气度，呈现着漕运兴盛、
商业文明的历史图景 ， 更是流淌着
“在五味杂陈中越熬越出彩” 的中原
精神和民族基因。 逍遥胡辣汤制作技
艺，不仅能在特色小吃行业更上一层
楼，还能在更大的文化传播场景中更
加出彩。

逍遥金汤熬出彩，胡辣奇香溢京
城。 在当前大力弘扬和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 、 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
双轮驱动下 ，在 “道德名城 、魅力周
口 ”的发展策略下 ，西华县委 、县政
府和各级文旅部门上下联动 ， 多方
发力 ， 持续挖掘逍遥胡辣汤的文化
内涵 ， 积极探索胡辣汤产业发展新
模式和新业态 ， 谋划建设以逍遥古
镇 、逍遥文化为主的文旅小镇 ，未来
计划打造集饮食文化传承 、 技术研
发 、标准化生产 、品鉴研学 、旅游观
光等于一体的全链条胡辣汤观光工

业园 ， 齐心协力推动这碗熬了千年
的美味珍馐走得更远 ， 让世界爱上
这碗汤。 ①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