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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休宁县榆村乡
富溪村新开的榆村网红馄
饨分店里弥漫着浓浓葱油
香味，前来品尝馄饨的顾客
来了一拨又一拨，让非遗技
艺传承人李巧仙和她的几
位孙女忙得不亦乐乎。

李巧仙是榆村村溪沿
组 村 民 ，其 馄 饨 手 艺 是 祖
辈传下来的。原 先 ，她 的
馄饨摊就摆放在榆村廊亭
街，简易的馄饨挑子，一头
是 冒 着 热 气 的 铜 锅 ，底 下
是 熊 熊 燃 烧 的 柴 火 ，另 一
头 是 摆 满 各 种 作 料 、馄 饨
馅、馄饨皮的小作业案台，
旁 边 放 置 一 张 小 方 桌，几
条小板凳，简简单单，却承
载着好几辈人的记忆和情
怀。

馄饨皮是手工擀制，皮
薄如纸，肉馅新鲜，配上祖
传的技艺，再加上用柴火做
燃料烹制，李巧仙的馄饨不
仅地道纯正，还有浓浓烟火
味，让食客百吃不厌。尤其
是借助网络传播后，榆村馄
饨 成 了 网 红 馄 饨 ，远 近 闻
名，市民游客慕名而来，络
绎不绝。

随着顾客越来越多，生
意越来越红火，李巧仙便把
馄饨摊搬到廊亭街边拐角
处的家里，开起了馄饨店，
馄饨挑子放在门口，家里客
厅摆放多张桌椅，可容纳更
多人吃馄饨。虽然门店在
僻静的巷弄里，但酒香不怕
巷子深，前来品尝馄饨的顾
客越来越多。

据 了 解 ，76 岁 的 李 巧
仙是榆村馄饨第五代传承
人，她有 3 个儿子，都在屯

溪务工，于是就把技艺传授
给儿媳妇，后来孙女李瑾长
大也跟着学做，手艺日长，
传统技艺后继有人，让李巧
仙倍感欣慰。现如今，孙女
李瑾成为榆村馄饨第七代
传承人，独当一面。

榆村馄饨店所在的位
置离公路有点远，汽车无法
通行，外地来的顾客需步行
一 段 路 才 能 到 达 ，有 些 不
便。而对面的富溪村就在
公路边，为方便顾客前来品
尝馄饨，李巧仙便和家人商
议在富溪村距公路 30 米处
租赁了店面，新开起了一家
馄饨店。开业 20 多天来，
生意一直不错，尤其是周末
人非常多。

目前，李巧仙家里的老
店已交给儿媳妇打理，而这
家新门店则由孙女李瑾负
责经营，店里醒目位置放着

“县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榆村
馄饨制作技艺”牌子。非周
末客人少点，基本由李瑾和
聘请的服务员负责打理，周
末 人 多 ，李 巧 仙 便 过 来 帮
忙。

“平常每天可以卖出四
五十碗馄饨，星期六星期天
两天，人多点，可以卖一百
多碗。从屯溪市区过来的
客 人 比 较 多 ，还 有 些 回 头
客，有点忙，生意蛮好的。”
李瑾开心地说道。

屯溪汪女士说：“我是
榆村馄饨的老主顾，听说近
期又开了家分店，就特意和
家人一起来品尝。店堂很
干 净 ，味 道 还 是 一 样 的 地
道，网红馄饨名不虚传。”

·叶天寿·

一碗馄饨代代传

初冬时节，层林尽染、
黄叶遍地，歙 县 长 陔 乡 特
色 农 产 品 山 芋 迎 来 了 大
丰 收 。 色泽鲜艳、软糯香
甜的山芋枣进入了生产销
售旺季，经炭火烘焙的山芋
枣备受市场青睐，每公斤售
价达 50 元，小小山芋枣成
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金
疙瘩”。

在长陔乡南源村层层
叠叠的梯田里，到处是村民
采挖山芋的身影。家家户
户的院子里山芋堆成小山，
空气里飘着山芋枣的香味。

清 洗 、蒸 煮 、剥 皮 、切
条、烘焙……这几天，村民
程灶安正和老伴赶制纯手
工山芋枣，开始了一年中最
忙碌的季节。虽已年过七
旬 ，但 程 灶 安 依 旧 手 脚 麻
利 ，切 出 的 山 芋 干 厚 度 适
中、大小匀称。“山芋挖出来
要放置一个月，烘的时候用
木炭火，大火先烘一小时，
之后用小火烘一天半，这样
做出来的山芋枣最好吃。”
程灶安介绍山芋枣的烘焙
方法。据了解，市场上普通

山芋干每公斤售价 20 元左
右 ，而 长 陔 山 芋 枣 每 公 斤
50 元。让长陔山芋枣“身
价倍增”的秘密，就在于当
地村民采用炭火烘焙。在
炭火持久烘烤之下，山芋的
水分慢慢蒸发，而甜分则不
断增加，外观色泽火红、晶
莹剔透，口感外硬内糯，味
道香甜。韶坑村村民徐笑
梅说，她家今年烘焙了 50
多公斤山芋枣，很快销售一
空。

长 陔 村 地 处 海 拔 700
多米的长陔岭腹地，四周高
中间低的地势带来充沛降
雨，常年云雾缭绕，且昼夜
温差大，易于储存山芋中的
糖分。随着近年来山芋干
走俏市场，当地因地制宜，
把种植山芋作为调优农业
产业结构的首选，引进多个
优良品种，提高山芋产品的
附 加 值 ，粗 粮 摇 身 变 成 了

“金疙瘩”。预计今年长陔
山 芋 干 总 产 量 10 余 万 公
斤，产值约 500 万元，户均
收入达万元。

·戴岩 郭娟·

长陔山芋枣 软糯又香甜

太平猴魁、黄山毛峰、松萝茶、三潭枇
杷……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地理标志产品
16项——

黄山地理标志产品黄山地理标志产品

为什么这么为什么这么““香香””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钟伟钟伟

地理标志是一个地区独特的名片，承载着地域的
文化、历史和传统。近年来，我市立足本地特色产品的
卓越品质，积极推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定，以地理标
志品牌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我市地处神秘的北纬 30°，这
里山清水秀、物产丰饶。“天上王
母蟠桃，人间三潭枇杷。”作为我市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之一，三潭枇
杷种植历史悠久，早在宋朝罗愿
所撰写的《新安志》中已有记载。

“三潭”，指的是歙县深渡镇
漳 潭 、绵 潭 和 坑 口 乡 瀹 潭 三 个
村，地处新安江畔，靠山临水，生
长环境得天独厚，终年云雾缭绕，
雨量充沛。三潭枇杷具有果大肉
厚、味甜多汁、甜酸适口、外形美
观、营养丰富等显著特点，是素享
盛名的传统佳果。

目前，歙县枇杷种植面积达
2 万亩，核心产区拓展到新安江
沿线的深渡、坑口、徽城三个乡
镇 ，常 年 产 量 在 5000 吨 至 6000
吨，丰年产量 8000吨以上。2021
年，“三潭枇杷”获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称号。通过推进枇杷种植

业的现代化和产业链延伸，三潭
枇杷加工产值达 7000万元，三产
融合产值达 3亿元。

既有产值，又有颜值。作为
全国重点名茶产区，我市茶叶种
类丰富，种植历史悠久，传统制茶
技艺成熟发达，拥有黄山毛峰、祁
门 红 茶 、太 平 猴 魁 三 大 顶 流 名
茶。茶产业已成为我市农业主导
产业和富民产业。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地理标
志产品 16 项，包括太平猴魁茶、
黄山毛峰茶、松萝茶、歙县珠兰花
茶、安茶、大方茶、黄山白茶、黟山
石墨茶、万安罗盘、歙砚、徽墨、三
潭枇杷、黄山贡菊、五城米酒、五
城 茶 干 、黟 县 香 榧 ，其 中 茶 叶 9
项。遍布全市各地的茶园，不仅
扮靓了黄山作为国际旅游城市的
底色，也成为发展乡村旅游和壮
大乡村经济的特色。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定，是
促进乡村特色经济发展的有效载
体，对实现富农强企和乡村振兴具
有重要意义。

香榧又名中国榧、抱孙果。黟
县泗溪香榧，个大、壳薄，清香酥脆，
蛋白质含量高。今年 9 月，以泗溪
香榧为代表的黟县香榧获国家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认定，为当地香榧产
业的进一步壮大增强了信心。

据 了 解 ，黟 县 香 榧 有 1300 多
年的栽培历史，现存 500 年以上树
龄 的 香 榧 树 200 余 株 ，100 年 树 龄
以 上 的 香 榧 树 1.5 万 余 株 。 2018
年 ，黟 县 香 榧 获 有 机 食 品 认 证 ；
2019 年获中国国际有机食品博览
会 金 奖 、中 国 绿 色 食 品 博 览 会 金
奖；2021 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名录。

“我们把入选地标产品作为全
新的起点，坚定绿色管养、坚持守
正创新、发扬传统技艺，相信黟县
香 榧 未 来 的 发 展 空 间 将 更 加 广
阔”。黟县香榧省级非遗传承人、
黟县宏村小康香榧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郑连军说。
地处休宁县五城镇五城茶干

发源地龙湾村的黄山佳龙绿色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是 一 家 集 豆 制 品 加
工销售、农业综合开发、休闲旅游
为一体的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先 后 通 过 ISO9001、HACCP 认
证，被评定为“安徽省粮食产业化
龙头企业”，并被列为全国工业旅
游 经 济 示 范 点 。“ 龙 湾 ”品 牌 被 认
定 为“ 安 徽 省 著 名 商 标 ”“ 安 徽 名
牌”“安徽老字号”，获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并被列为安徽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

“地标产品特色鲜明、独树一
帜，可追根溯源，拥有卓越的品质和
强大的市场竞争力。”黄山佳龙绿色
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洪光明介绍，
经过多年发展，“龙湾”牌茶干已成
为人民大会堂宴会茶点、入选航空
食品供应商，年产值 3000 余万元。
最新推出的黑豆茶干，不仅获得绿
色有机食品认证，还极大提升了豆
制品的经济价值。

从“有身份”到“有身价”

地理标志是一种代表产品特征的知
识产权，更是一种凸显区域文化、产品特
色、经济特征的重要载体。从“评上”地理
标志产品，到用好管好它，是一个系统工
程。

如何用好、管好地理标志产品？
我市发布了《大黄山地理标志保护名

录（第一批）》《大黄山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人重点商标保护名录》；签订了《大黄
山地理标志行政保护一体化协作协议》。
10月 28日至 29日，随着大黄山地理标志
行政保护一体化暨黟县石墨茶、黟县香榧
地理标志产品发布会的举行，标志着我市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保护利用又迈出新的
一步。

黟县出台了《黟县知识产权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黟县“五黑”农业特色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奖励办法》等，对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地理标志商标等进行激励，促进
产业发展。同时积极推进地理标志运用
促进工程，加强地理标志资源挖掘、日常
监管和专项检查执法，全方位提升地理
标志产品保护力度。每年安排专项扶持
资金，采取“公司+合作社（大户、农户）+
五黑”模式，通过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劳
务 用 工、订 单 收 购 等 途 径 ，直 接 带 动 近
2000 户农户从事香榧产业，共同走上致
富路。同时，积极开展“杭州都市圈”、长
江 经 济 带 等 重 点 市 场 展 示 销 售 布 点 工
作，广泛宣传推介黟县香榧等“五黑”特
色农产品。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黟 县 还 制 定 知 识 产 权 专 项 资 金 管 理办
法，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体系，形
成“政府+银行+企业”的工作模式。2023
年以来，黟县先后解决企业反映的融资诉
求 20 余件，12 家企业通过专利权质押融

资金额达 1.3亿元。
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优质的地方产品还有很多，如目前正在积
极推动地标认定工作的蓝田花猪。相信
未来，还有更多品质卓越的黄山“地标”产
品屹立在乡村振兴和社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潮头”。

从“评得上”到“用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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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种得好”到“卖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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