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产

品的花馍系列之一的“曹馍馍”麦芽枣

糕算是个传奇。 曹馍馍， 真名叫曹乐

会。 曹馍馍， 是许多人对他的雅称。

不是因为他吃馍馍厉害，而是因为他蒸

制的馍馍，让人吃得放心、可口、舒坦。

曹乐会所在的润城镇王村村，位

于山西省阳城县，他所蒸制的“馍馍”，

是当地的一种美食———麦芽枣糕，是大

众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产品。传

统麦芽枣糕，因由小麦浸泡发芽后经过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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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工序，纯手工制作而成，麦芽糖

含量较高而得名。 无碱自发、无任何添

加，闻着喷香、嚼着有劲、无糖自甜、干

吃酥脆。 既可作为主食，又是很好的休

闲食品。

一个没有多高文化程度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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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来， 仅仅凭着“做馍就是做良

心”的信念，不断研发创新，不仅把“麦

芽枣糕” 这一传统名吃做出了名堂，还

卖到了省内外，走出了国门，这背后的

故事耐人寻味。

非遗润城麦芽枣花

山西曹馍馍食品有限公司， 位于

阳城县润城镇王村村沁河之滨，距阳翼

高速润城北出口

1

公里、晋阳高速润城

出口

2

公里。 这儿环境优美， 交通便

利。 公司占地面积

6

余亩，现有员工二

十余人。 主要开发、 生产地方特色产

品、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产品“润城麦

芽枣花”。

麦芽枣花是由来已久的， 它是由

汉代医圣张仲景奇古名方———甘麦大

枣汤演变过来的。 甘麦大枣汤是由小

麦、 大枣、 甘草三种三味组成一个汤

饮。 当时张仲景这个处方用于强脾胃，

补心肾 、补心安神 、活血化瘀 ，它对失

眠健忘 ，烦躁 ，欲哭无泪 ，像现在的焦

虑症、 抑郁症、 肝郁综合症有特效，但

是它是药食两用的东西，通过这个奇古

名方过来以后把它变成食品。

2018

年，曹乐会应《大医中国》栏

目组的邀请，带着自己公司生产的“曹

馍馍”到北京录制节目，得到了北京东

城中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陈银魁的鼎

力相助。作为一名山西阳城籍的名老中

医，同时又是一位德高望重、享受国务

院津贴的医学专家，对于山西的馍馍尤

其是家乡的“麦芽枣糕”， 陈银魁是有

着更深了解和深厚感情的。 在录制现

场，陈银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医学

角度讲解了其营养价值及大众食用性，

让观众对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传统名

吃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陈银魁的讲解， 不仅让现场的观

众受益匪浅，也让曹乐会开阔了思路和

眼界：甘麦大枣汤是由甘草、小麦和大

枣一起搭配制作的汤药，用于治疗气阴

两虚、阴阳失调、清肝明目、养阴生津、

心慌气短等病症。 从古至今，甘麦大枣

汤都是我国人民使用的一种中药汤剂。

在现场，陈银魁主任借鉴这剂汤药提出

了一个建议，观众可以尝试一下一个麦

芽枣糕和一杯蜂蜜水搭配的早餐方式，

很有营养价值，现场的不少观众纷纷表

示回去一定试一试。

曹乐会坦言，直到现在，录制现场

一位北京大妈的话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那位大妈说在没品尝之前，原以为这个

润城麦芽枣花馍和普通馒头没什么差

别，尝完后才发觉口感比普通馒头好很

多，满口生津 ，越嚼越香甜，有股麦芽

的甘甜和大枣的浓香，二者结合起来让

人真是回味无穷。 更让曹乐会兴奋的

是，在节目录制现场，北京中视睿诚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还同他签订了供应商

战略合作协议书，为麦芽枣糕打开市场

开辟了新的途径。

从小作坊到生产基地

说到麦芽枣糕，对于很多晋城人尤

其是阳城人而言是熟悉的。 在阳城，就

流传着这样一首有关麦芽枣糕的歌谣：

“年头岁尾捏枣花， 春到农家兴致豪。

小舅看锅烟黑脸，姐夫熟剂汗浸袍。 那

厢弟妹抓红枣，这里姑娘捏寿桃。 但愿

人生开口笑，一年更比一年高。 ”这首

《捏枣花》 诗， 逼真地描绘了润城人每

年岁尾捏做枣花的场面。而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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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在润城镇王村村土生土长的曹乐会而

言 ， 就是伴着这样的歌谣和场面长

大的。

曹乐会说， 阳城的面食文化源远

流长，各种节令都要用到各种形态的面

食，打他记事起常常会偷偷用剩下的面

团自己捏、刻点什么，手艺就是这么悄

悄学来的。

人勤快， 脑袋灵， 开公司做枣糕

前，曹乐会卖过鞋、开过饭店、养过羊，

还跑过大车。“我们村的粉条是很有名

的，我花了好几万元买了一套设备。 干

了两年生意还不错，可想来想去还是决

定做麦芽枣糕。 虽然选料讲究、流程复

杂，特别花费功夫，但我觉得只要质量

过硬， 就会大有市场。 更重要的是，这

不仅仅是一种传统食品，更是传统文化

的载体。 ”主意拿定，曹乐会说干就干。

2010

年， 曹乐会在王村村开办了自己

的麦芽枣糕加工厂，并将“做馍就是做

良心，品味就是品生活”作为公司的箴

言 。

2016

年，曹乐会注册了“曹馍馍”

商标。

从小作坊到建立生产基地，从“曹

馍馍”品牌创始人到县、市劳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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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年来，曹乐会一步步朝着自己的梦想迈

进。 而由于质量过硬，口味出众，“曹馍

馍” 更是很快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

品牌。

“曹馍馍”麦芽枣花生产基地，又称

“非遗文化展示园”，由润诚镇党委政府

提议，由沁河文化研究会、中国和合文

化研究会、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

委员会联合创意设计， 集润城麦芽枣

花，以及沁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元素

于一体，融产品研发、生产加工、线上线

下销售、游客体验等多功能于一体。

自

2016

年创办以来，公司始终坚

持“做馍做良心，品味品人生”的企业

宗旨， 以润城当地优质小麦为原料，以

传统独特加工技艺为特色， 以麦芽枣

花、婚嫁喜糕、圆辫寿桃、点心面塑、馈

赠礼品等为主打产品，全力打造富有润

城地域特色的美食佳品。

展示园内麦芽枣花系列产品分为

日常主食食品类、养生保健类、儿童益

智类、礼仪用品类、精品收藏类。 其中

养生类主要包括全麦面馍、 古方八珍

糕、养生面条 、养生月饼等 ，是健康养

生的纯天然食品； 礼仪用品包括婚庆、

丧葬、满月、周岁、周年、中秋、新春、元

宵 、生日 、情人节 、祝寿等 ；精品收藏

类，均为曹馍馍麦芽枣花系列产品同行

中的佼佼者所做， 栩栩如生， 鬼斧神

工，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小馒头做成大产业

如今，在润城，“曹馍馍”麦芽枣糕

称得上是个传奇。而每每有人提及这道

传统美食， 曹乐会更是侃侃而谈：“作

为大众传承的非物质文化技艺产品，麦

芽枣糕制作过程十分讲究。麦子要在适

宜的温度下浸泡

1-2

天，长出小嫩芽，再晾

干磨成面粉， 用这种面粉制作的馍才会有

淡淡的麦芽香和丝丝的甜味儿。 整个过程

包括泡麦、催芽、晾干、磨面前压服、磨面、

存面、做酵、接酵、和大面、派剂、揉剂、捏

制成型、盒泛、装笼、蒸熟、摘装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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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工序，纯手工制作，无碱自发，无糖自甜，

无任何添加，闻着喷香，嚼着有劲，干吃酥

脆，健脾消食，既可作为主食，又是很好的

休闲食品。适合于各个年龄，对于脾胃功能

不好和经常饮酒者， 常吃有很好的保健作

用。 ”

不过，时代在发展 ，传统的枣糕制作

也在与时俱进。曹乐会介绍，用大铁锅做馍

是最传统的，但是卫生难达标。他们于是创

新了制作方法，使用了定制的蒸汽锅，工艺

与传统是一样的，但加热效率更高，也更加

卫生。为了解决麦芽枣糕暑天保存问题，他

钻在厂子里一呆就是近半个月， 反复研究

实验， 终于研制出了在不添加任何辅料的

情况下高温保存

10

天的方法。 此外，他还

开发了不少新产品。 如今，曹乐会的“曹馍

馍”已远销省内外，甚至还走出了国门，卖

到了马来西亚等国家。

在生产基地展厅，由曹乐会亲手制作

的玫瑰花篮、寿桃等产品，堪称精品。 曹乐

会介绍， 寿桃共有

10

层， 由

80

个桃子组

成，纯手工制作，是他用了

3

天的时间才完

成的。由于是纯手工制作，对于每个桃子的

重量要求十分严格， 以便保证每个支撑点

受力均匀和牢固。而在生产车间，一台大型

机器同样吸引了笔者的注意， 曹乐会笑着

解释说，为了开发新产品，公司新近购买了

大型烘焙机，通过不断的尝试，烘开的麦芽

枣糕依然保持着原有的营养和口感， 这样

就彻底解决了麦芽枣糕的保存问题。此外，

他们还开发了杂粮、小花卷等新的产品，不

久将投放市场。 不过，曹乐会也坦言，他同

样也面临着传统产业发展的困境， 比如用

工难的问题， 老人干不动， 年轻人不愿意

干，尤其是春节销售旺季人手根本不够。虽

然困难也不少，但选择的路还得走下去。

为保证“曹馍馍”麦芽枣糕质量，公司

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模式， 本着自愿公平的

原则，与当地

36

户农民签约种植优质红皮

小麦

153

亩。 公司负责提供种子及技术指

导，并对农户种植过程全程监管，小麦成熟

后，按照高于当地收购价每斤

0.1

元收购。

为促进产品质量改善，维护公司信誉

和品牌形象， 公司规范客户投诉处理和管

理工作， 提高市场反馈响应速度与解决问

题效率，以不推诿、不扯皮的积极态度，本

着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在规定的时

间进行有效处理，实行总结与改进原则，积

极改进产品、 流程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

近年来， 曹乐会的公司不断加大品牌

宣传力度，树立企业形象，生产销售逐年提

高。 带动当地

100

余名农民就业， 实现种

植、加工销售一体化，极大地调动农民种地

的积极性，丰富了农民的钱袋子。

如今 ， 山西曹馍馍食品有限公司在

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 ，把实现“润城麦

芽枣花”产业的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

作为奋斗目标 ，加大市场宣传力度，推出

更多产品和类型 ，打造非遗品牌 ，让“润

城麦芽枣花” 成为润城的文化名片和精

神标识。

（张明 宋继宏 文

/

图）

山西阳城

非遗“曹馍馍”麦芽枣糕蒸出大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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