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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太行太岳之间的沁县，古时
为沁州，这里出产的一种金黄色小颗
粒的小米，被我们 当 地 人 称 为“ 金 珠
子 ”，是 山 西 小 米 的 最 优 代 表 。 我
们 这 里 流 行 一 句 谚 语：“金珠子，金
珠王，金珠不换沁州黄。”可见在老百
姓心中，这种小米是比金子还珍贵的
东西。

沁 州 黄 小 米 品 质 好 ，好 在 哪 里
呢？我认为它有四种独特的味儿。

首 先 是 远 古 味 儿 ，沁 州 黄 小 米
具 有 深 厚 的 历 史 底 蕴 ，从 炎 帝 始 到
明 嘉 靖 年 间 开 始 进 贡 朝 廷 ，直 到 被
康 熙 帝 品 尝 后 声 名 鹊 起 ，成 为 中 国
四大名米之首。这种源于本地农家
品种“爬山糙”，从此成为“沁州黄贡米”，沿袭各代，名扬天下。

其次是健康味儿，食品安全是重大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的最基本需要，而我们沁州黄小米正好契合了这一时代主题。沁县
境内现有绿色小米认证产地近九万亩，有机小米产地两万余亩，地标认
证六万余亩，占沁县耕地的三分之一强。境内的生产企业和广大农户
都以绿色有机的标准进行标准化生产加工。特别是以山西沁州黄小米

（集团）有限公司为龙头的一大批良心企业总结出了“五统一”的标准化
生产模式，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有机绿色食品生产加工体系，从整地下
种到田间管理直到收获，都可以通过扫描产品包装的追溯码得到相关
信息，可以追踪到某户某块地，了解到整个生产流程。经国家农业农村
部谷物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测，沁州黄小米 18 种氨基酸含
量 7.65㎎，同时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维 E 含量是普通大米的 4.8 倍，膳
食纤维的含量是大米的 4 倍。沁州黄小米营养成分极其丰富，是大米的
两倍。

还有是生态味儿，沁县属于山地丘陵地带，平均海拔 1000 至 1100 米，
境内最低海拔 916 米，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全年气候凉爽，年平均气温
8.9℃，无霜期多达 180 余天，年平均光照时数 2529.1 小时，土壤类型有褐土
和草甸土，境内河湖环绕，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环境。而我们沁州黄小米的
适生环境是海拔 1000 米以上的红土地，悠久的耕作传统，轮作倒茬种植模
式，完美地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优良的自然环境，标准化的管理
手段，造就了沁州黄小米的高品质高营养。

最后是最令人难忘的味儿——它的温暖味儿，沁县人离不开小米，就
像山西人离不开陈醋。沁县人喜欢喝米汤，每逢早晚都可以闻到从各家各
户厨房里飘来的浓浓的米香味儿，这种味道会让人不禁驻足，想起家的感
觉——温暖、踏实。一年年，从谷种种到地里开始，走到地头，闻到谷苗的
清香味儿，收获时打谷场上谷壳飞扬时的丰收味儿，熬粥时的米香味儿，让
人不禁感叹沁州黄小米的神奇魅力。

沁州黄小米以其突出的品质优势，成为山西现代特色农业的一张“黄
金名片”。来到山西，不妨把沁州黄小米作为伴手礼带回家，因为这是山西
沁县这片得天独厚的红土地上独有的珍贵馈赠，也是能给家人和朋友带去
健康的实实在在的滋补佳品。 （本报记者 于 庚整理）

山西省人大代表、长治市沁县农业综合行
政执法队高级农艺师冀丽花：

圪梁梁上的小米黄灿灿

黄花，又名忘忧草、金针
菜，自古就有“莫道农家无宝
玉，遍地黄花是金针”的赞美
诗句。山西省大同市是全国

最主要的5个黄花产区之一，种植
面积为 26.5 万亩，占全国 26%，产量18

万吨，占全国产量四分之一。大同
黄花大部分种植在火山群附
近，土壤肥沃富硒，空气和水

源没有污染，营养丰富。
据我了解，近年来大同

市积极培育壮大黄花生产
经营主体，目前参与生产、

加工和销售的企业、农民专
业合作组织共 175 家，其中
龙头企业 15 家，专业合作社 141 家，其他主体 19 家。同时，黄花精
深加工稳步推进，黄花饼、黄花酱、黄花饮料、黄花泡菜等新产品市

场前景普遍看好。
2020年 5月 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首站就到大同市云州区，视察

黄花产业基地，对产业发展、乡村振兴作出重要指示。大同市委、市政府深入
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出台政策、夯实基础、砥砺奋进，围绕黄花全产业链发
展，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全力“延链、补链、强链”，进一步开拓市场，促进黄花产业提

质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目前，大同黄花种植面积、产量均位居全国主产区之首，全
产业链产值突破 42 亿元，带动 13.2 万人增收致富，户均增收 5400 元，真正将习近平总书
记把“小产品”做成“大产业”、把“小黄花”变成乡亲们的“致富花”的殷殷嘱托变成生动的

实践和现实的成果。
同时，大同市持续加大“大同黄花”全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省级

区域公用品牌建设，入选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大同黄
花入选全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型案例，全市黄花绿色食品认证 8000 公
顷。品牌知名度、美誉度持续攀升，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作为一名来自大同的省人大代表，我为家乡特产自豪。对于大同黄
花产业未来的发展，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寻求更大的突破：首先，抓
集群化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大同黄花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培育
壮大现有龙头加工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开发推广黄花饮料、黄花药茶等
一系列产品，推动黄花由菜品向食品、饮品、药品、化妆品转变，形成大同

黄花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其次，抓市场化营销。组建大同黄花产品营销团
队，在全国各大城市开设品牌专卖店、直销点和专柜。深化电商合作，积极

采取直播带货等方式，拓展“大同黄花”线上销售。积极拓展黄花产品海外销
售市场，促进产品出口；再次，抓品牌化提升。全方位打造“大同黄花”区域公用
品牌，建立健全品牌保护机制，继续加大大同黄花品牌建设力度，如举办黄花产
业发展论坛、产品发布会等活动，擦亮“大同黄花”金字招牌，有力提升“大同黄
花”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最后，抓融合化发展。深入挖掘黄花千百年来历史
文化内涵，与农耕文化、饮食文化、康养文化相结合，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常雪丽整理）

如果用一种味道来代表山西，我想那应该是醋
味。说起食醋在山西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有一句民
间戏谑再合适不过：吃饭不吃醋，快乐兜不住。

我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作为山西老
陈醋的发源地，清徐县被誉为“醋都”，醋文化在这
里根深蒂固，各种醋元素亦是随处可见：以醋为
主题的特色酒店、醋香四溢的全醋宴、醋味饮品
和冰淇淋、东湖醋园、水塔醋业工业园、宝源
老醋坊景区、老西醋博园园区、“美和居”作
坊、薪传园、酿醋古村杨房……

在清徐，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过道长
廊，匠心酿醋的、吆喝卖醋的、排队打醋的
随处可见，如此一番，好不热闹。就连空
气中都飘散着醋的香气，那这陈醋究竟
是怎样酿造的呢？山西的老陈醋选用

优质高粱、大麦、豌豆等五谷经蒸、酵、熏、淋、晒的过程酿就而成，是中国
四大名醋之一，至今已有 3000 余年的历史，素有“天下第一醋”的盛
誉，以色、香、醇、浓、酸五大特征著称于世。因其独特的制作技术和
蕴含的厚重农耕文化，山西老陈醋的酿造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

一壶陈酿的手工醋，一把独具风味的醋花生，我时常在唇齿之
间感受着我们山西“万物皆可醋”的厚重文化和生活哲理。曾几何
时，还好奇地问过师傅，为什么我们山西人这么爱吃醋呢？师傅笑
着说，山西的老陈醋好呗！的确，山西老陈醋含有丰富的氨基酸、有机
酸、糖类、维生素等物质，以老陈醋为基质的保健醋更有软化血管、降低甘
油三酯等独特功效。

在回味绵长中品味国家级非遗山西老陈醋的酸甜香醇，在希望的
田野上学习传统农耕文化，在烟火气息中感受乡村淳朴民风。山西
老陈醋不仅传承和弘扬了山西的醋文化，还因地制宜，乘着乡村振兴
的东风，发展乡村旅游业，每年接待大量游客，提高了群众的生活
水平。

在弥散着醋香的环境中，我体验了山西老陈醋传统酿造工
艺、晋醋文化，学习了丰富多彩的食醋疗养知识，对醋文化有了
更深层次的认知。在领略山西独特的醋文化过程中，更坚定了
自己内心传承与传播山西醋文化的信心与决心。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深深地热爱着足下的这片热土，我愿
为老陈醋代言，为家乡发展建言献策。今后，我们一定要立足食
醋特色产业基础，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醋文化旅游产品。以山西醋业发展为己任，以特色食品
产业集聚区为主阵地，把握省级重点特色专业镇契机，锚定集
聚区“双十”和醋产业“双百”“双上市”战略目标，全力推动紫
林、水塔、美锦三大龙头做大做强，全面推进醋产业链加快整合，
努力实现清徐醋业集团化发展。同时，还要转变观念超越传统，
大胆创新，调优口味，打造拳头产品，扩大市场份额，擦亮“中国醋
都”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高欢欢整理）

春天，淡黄色的
叶 芽 萌 动 ； 盛 夏 ，
满坡的沙棘枝条滴翠；金秋，
球形或卵形的小果，呈现黄色或橘黄色……
每到十月，吕梁山层林尽染、五彩斑
斓 ， 漫 山 遍 野 的 野 生 沙 棘 果 满 载 枝
头，沙棘丰收了，农户们便开始了忙
碌的工作。

在吕梁，独特的气候造就了“吕
梁沙棘”的独特魅力，素有“世界沙棘
在中国，中国沙棘在山西，山西沙棘在
吕梁”一说。小小的沙棘果，虽然只有
豌豆粒大，却富含维生素 C、不饱和脂
肪酸、黄酮类化合物等 200 多种生物活
性物质和营养成分，还是一种药食同源

树种，被称为“VC 之王”和“超级水果”。
吕梁现已培育出野山坡、维仕杰等大型沙棘生产企业 13 家，研发了

沙棘茶、沙棘原浆、沙棘饮料、沙棘籽油、沙棘饼干等 15 种产品，沙棘
产业已成为吕梁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富民产业。其
中，吕梁野山坡食品有限公司就坐落在我的家乡——文水县。

人代会前，我专门走访该公司了解沙棘产业发展现状。该公司通过完
善“公司+基地+农户”的农业产业化运作模式，辐射带动 7000 余农户户
均增收 7000 余元，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企业发展、农户增收、政府满意的
产业化经营之路，被农业农村部评定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在与企业负责人交谈中，我发现，吕梁沙棘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产
业发展还存在科研力量不强、产品知名度不高、市场开发不足等问题，产
品多以沙棘汁、沙棘油等为主，而在日本、韩国，沙棘大部分用于药品和
化妆品等高附加值产品的研发生产。

为此，我建议，政府部门要积极申请“吕梁沙棘”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发展沙棘种植基地；引导大型沙棘制药企业入驻吕梁，深度开发挖掘沙棘的
药用附加值；重视沙棘精细加工技术的研究和成果交流，成立沙棘功能型食
品研究中心，以最新的科研成果推动沙棘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沙棘全产业
链，推动实现沙棘全果开发，梯次利用。

我爱我的家乡，希望小沙棘能种出吕梁乡村振兴的新图景，也诚挚欢
迎大家到吕梁，品尝一杯新鲜的沙棘汁。 （本报记者 师彦才整理）

山西闻喜花馍
作为传统名点，千姿

百态、赏心悦目、口味醇
美，作为面花艺术，历史悠久、内涵丰

富、源远流长，作为文创精品，把寻常生活点
缀得色彩斑斓、有滋有味，深受广大群众的
喜爱。闻喜花馍，2006年入选山西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闻喜花馍工艺考究，从麦子的筛选、晾
晒到面粉的加工，从制酵、发面到捏形、蒸

制，再到成形和着色，9 道大工序 100 多道小工序环环相扣。闻喜花馍造型灵
动，鲜花繁果、飞禽走兽、山水风光、人间百态均可呈现眼前。闻喜花馍大胆创
新，世界最大的花馍、最高的龙王、最长的飞龙、最大的群像创下四项世界纪录。
闻喜花馍巧接地气，在婚丧嫁娶、节日庆典中总会有花馍身影，带给人们视觉的
享受和美好的祝福。

闻喜花馍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有基础、有前景，但同时也
有困难、有短板。我在平时调研中发现了以下问题：一是人才储备不到位，捏花馍
没有教材，也没有图样，全凭一代代艺人口传心授，然而目前年轻人外出务工创业
的较多，从事花馍收入有限，制约着手艺的传授。二是日常监管不到位，需要加强
对“闻喜花馍”品牌字样使用的监管，确保市场上的闻喜花馍都是优质产品，方能达
到保护非遗文化的目的。三是宣传推广不到位，搭建的文化展示平台还不够多。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发
力，让“闻喜花馍”在保护传承中绽放新的光彩。一是培育人才，加大“闻喜花馍”
培训体验馆的投入力度，强化体验和培训功能，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花馍艺术的
学习培训中，形成“闻喜花馍”人才梯队，助力花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有效
保护，坚持保护和传承并重，加强全过程、全链条监管，确保原料合格、工艺合格、
质量合格的花馍产品才能使用“闻喜花馍”品牌营销，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真
正实现链条长、规模大、品牌优、效益高，把“闻喜花馍”打造成为大众产业、富民
产业。三是叫响品牌，加大对“闻喜花馍”知名企业的扶持力度，顺势而为、借势
而行，鼓励引导“卫嫂花馍”等品牌企业借助文化博览会等大型展会积极展示优
质花馍产品，进而不断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报记者 李艳龙整理）

一方水土孕一方特产，一方特产富一方百姓。山西省农业资源丰富、品种多样，是名副其实的特色农产品

大省，素有“小杂粮王国”和“优质粮果带”的美称。特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山西众多的特色农产品，谷子、杂豆、

莜麦等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苹果、红枣、花馍、陈醋、小米、沙棘驰名海内外。

山西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多位省人大代表围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做好‘土特产’文章，因地制

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生态低碳农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纷纷建言献

策，在履职尽责中为家乡好货“打 Call”，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助力乡村振兴，我们为家乡好货“打Call”

塞上火山下 开遍“金”黄花

山西省人大代表，大同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制片
人、导演张之莉

山西省人大代表、太原市清徐县徐沟镇清德铺村
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贾晋斌：

一壶陈醋醉心头

山西省人大代表、运城市闻喜县水务局正高级工程师马爱冬：

让“花馍”在指尖绽放

山西省人大代表、吕梁市文水县现代农
业发展服务中心正高级农艺师孟素梅：

小沙棘变成“金豆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