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收后枣农在晾晒板枣。 栗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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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定：

传统年味“米腊尝”

“米腊尝”是福建永定客家人的传统年味之

一。“米腊尝”的形态与“沙琪玛”很像，但口感更

为酥脆，一口咬下去，香、甜、粘、酥、脆，散发着

甜美的味道。 据了解，每逢春节客家人走亲访友

时， 必然能在家家户户的果盒中看到“米腊尝”

的身影。 那一方小小的“米腊尝”是客家永定的

传统美食，也是永定人民难以忘怀的儿时味道。

随着春节临近，年味越来越浓。每当这时，在

永定区洪山镇的刘荣芬师傅家里就会飘出阵阵

独特的香味，他们正在制作订单“米腊尝”。 只见

刘师傅按照一定的比例将炒好的大米、 花生、芝

麻均匀混合，然后放入正在熬制的麦芽糖内迅速

搅拌，再倒入事先准备好的模具内，然后用木推

子将其均匀铺平，随着米腊尝的慢慢冷却，用厚

重的木滚筒反复压平压实，切成一块一块，装罐

打包，这样“米腊尝”就做好待售了。

据刘荣芬介绍，自己从

16

岁开始就跟父母

制作米腊尝，在过去，每年的冬至一过，家家户

户开始制作米腊尝作为新春的茶点，村里户户飘

香，年味儿十足，米腊尝是最重要的走亲访友的

随手礼， 是当地增进亲朋邻里感情的美食。 然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大山去

创业，当地制做米腊尝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不过

刘师傅却没有放弃，

40

多年来， 他靠着这份手

艺， 不仅自己致富了， 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就

业，每年临近年关，他就会雇上村里的几个劳动

力，一起制作米腊尝，他所做的米腊尝不仅在当

地成为了畅销的年货，毗邻的乡镇也逐渐爱上了

这一手工美食。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各样

的零食已经占据了客家人的年货空间， 然而，无

论岁月如何流逝， 新品如何迭出， 对刘师傅来

说，制作米腊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是一种传

统手工技艺的坚守与传承。

“我们的米腊尝从

10

月份开始做，到现在

一共做了五六千斤，基本上都是老顾客订购。 我

们村有不少乡亲在大城市工作，这些乡亲都会找

我买家乡的米腊尝寄出去。 在他们看来，只有家

乡的米腊尝，才有家乡的味道，才是真的过年。 ”

传统手艺人刘荣芬说，“这也是我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坚持手工制作米腊尝的初衷，我会坚持

下去。 ”

“小的时候吃米腊尝感觉就是要过年了，是

我们当时最开心的事了，现在在外学习，最怀念

的也是这些儿时最为熟悉的年味，现在吃米腊尝

感觉就是很幸福。 ”外出大学生张琳露说道。 对

于客家人尤其是在外过年的客家游子们来说，米

腊尝是一种传统年味的延续，更是一种绵绵不断

的乡愁。 （黄秋萍 陈景彬）

甘肃：非遗贺新春

1

月

14

日， 演员表演武威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西凉乐舞。

当日，“我们的春节 人类的非遗———甘肃非

遗贺新春”暨

2025

年“非遗过大年 文化进万家”

甘肃省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在甘肃省武威

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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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叫哩、狗咬哩，娃儿要吃

红枣哩。 ”这首古老的歌谣，

70

岁

的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稷峰镇陶

梁村村民郅平威随口就哼唱了出

来。他说，自己是吃着板枣长大的，

也管了一辈子板枣树，这首歌谣是

自己的爷爷奶奶教给自己的。

稷山县位于黄河中游、汾河下

游，历史悠久、人文厚重，有“后稷

故里”“农耕之源”之称，中华农耕

始祖后稷曾在此教民稼穑、树艺五

谷，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

丰富滋养。 板枣，是稷山人深入骨

髓的记忆，稷山人将其称为五谷之

外的“第六谷”广为种植，形成了独

特的板枣生产系统。

2017

年，稷山

板枣生产系统被农业农村部认定

为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为山西省首个入选项目。 同年，国

家林草局批准在稷山建设国家板

枣公园。

2019

年稷山板枣生产系

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2024

年

12

月，稷山板枣机械化生产模式与典

型案例入选农业农村部第四批特

色经济作物适宜品种全程机械化

生产模式与典型案例。

在国家板枣公园 ，

17500

株

千年古枣树、

5

万株

500

年以上

的“年轻”枣树在这里集结，他们

经过漫长的岁月洗礼， 苍劲的枝

干愈加挺拔。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诗经》中“棘”指的就是稷山的枣

树。《稷山县志》记载，北魏孝文帝

时期实行均田制时， 陶梁村就大

规模种植板枣， 栽培加工技术成

熟于东魏。 因当地方言“扁”音为

“板 ”，故称板枣 。 隋 、唐 、北宋 、

金、元时期，板枣被历代皇室列为

“贡品”。 明代先后有三任知县在

稷山大力发展板枣， 打下了稷山

板枣产业发展的基础。

国家板枣公园的核心位置陶

梁村有

4000

多人、 枣园

6000

多

亩。“村里是花园、村外是枣园，家

家有枣树、人人会管理，有的枣农

还在枣林里种地黄、油菜、芍药增

加收入，

2024

年我们村成了省级

‘千万工程’精品示范村。”村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李鹏喜今年

42

岁， 他说，“公园建起来以后，

之前在外地打工的好多村民都回

村发展， 村里有几十个人在民宿

宾馆做清洁工、服务员。 ”

2022

年稷山县依托国家板

枣公园，以姚村、陶梁村、吉家庄

村为核心打造了“守望千年

?

只为

枣你”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园区。

园区内有板枣博物馆、温泉庭院、

星空民宿、农耕文化一条街等，还

编排了《稷颂》沉浸式主题演出，向

游客展现农为邦本、教民稼穑的深

远意义，连接古今、传承文化，游客

还可以乘坐“稷山号 ”观光小火车

穿行枣林。 目前，示范园区已获得

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全

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区等

六个国字号荣誉。

郅平威是板枣文化研究的热

心成员 ， 儿子在北京中关村有公

司 ，多次邀请他去北京居住 ，他却

始终不肯，“树不离土， 人不离枣，

我感觉自己离不开枣园。 我自己经

营

6

亩枣园 ，还在《稷颂》中扮演

‘稷山老人’，生活可充实呢。 ”黄东

杰是稷峰镇孙家城村人，也是西江

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稷山分公

司的演艺部团长 ，“我们园区逢年

过节都有演出，参加演出的全是村

民，大家都想把后稷的故事和精神

展现出来、传承下去。 ”每年春节都

是板枣公园最热闹的时候，有舞龙

舞狮 、锣鼓旱船表演 ，还有篝火晚

会，小吃街上人流熙熙攘攘。

2024

年春节大约有

10

万人来这里打

卡，后稷精神和农耕文化自信正在

年轻一代中生根发芽。

稷山县枣业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贺宁杰认为，园区项目的打造为

枣业综合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如今大家都“以千年枣树为荣”。 村

民李加顺今年

54

岁， 是加顺红枣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我们合

作社是省级示范社，承担着

100

多

亩的托管任务。 我们经常请专家来

教大家剪干枝、打药、除草、施肥。 ”

村民李孟奎在后稷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做保安，他对现在的

生活特别满意，“鲜枣、干枣都能卖

钱。 村里吃水问题解决了，取暖也

靠天然气壁挂炉，啥都好着哩。 ”

如今 ， 稷山板枣种植面积约

15.3

万亩，

6

万多农民从事相关产

业，年产值约

10

亿元，千年板枣不

断焕发出新的生机 ，枣花节 、后稷

农耕文化节、马拉松、“村晚 ”等一

系列活动每年轮番进行，村民的生

活比板枣还要香甜。

（王秀娟）

四川：村里来了无人配送车

“这个车全程自动驾驶。 今

天送白合村的

40

多件快递，手指

一点就不用管了， 等会就给你们

展示。 ”

1

月

14

日下午

3

时，自贡

市大安区何市镇快递仓配中心，

一辆浅绿色的无人配送车停在路

边， 中心负责人张华忙着将快递

码放在车厢内。 配送车周围，围

着

20

多位村民“看稀奇”。

这是自贡市邮政首辆进村

无人配送车， 由中国邮政集团有

限公司自贡市分公司携手九识

(

苏州

)

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共同

打造。

“在

App

上选好服务站 、路

线，车辆就会按路线送货。 ”张华

介绍， 这辆无人配送车最大载货

容积

5

立方米， 能装载

600

件至

800

件快递。 车辆采用新能源动

力 ， 满载状态下续行里程可达

130

公里至

150

公里， 时速最高

40

公里。

介绍完后，张华在

App

上一

键启动， 车顶瞬间亮灯。 大伙儿

跟随这辆车，一起“下乡”。

“自动驾驶中，请注意避让”

“车辆右转 ”“倒车请注意 ”……

在蜿蜒的乡道上， 无人配送车一

直有语音播报，车顶的“眼睛”眼观

六路，自动识别障碍物并调整行驶

方向。 一路上，不断有村民被这个

“黑 科 技 ” 吸 引 ， 不 少 人 拿 出 手

机拍摄。

“车辆装有

3

个激光雷达、

11

个摄像头，可以

360

度感知周边环

境，准确识别红绿灯、车道线、障碍

物，还配备紧急制动、远程监控等

安全保障系统。 ”九识智能自贡基

地运营负责人付纪伟介绍，利用自

贡市数据标注基地优势，团队采集

村镇实地地况，生成离线地图“植”

入车内， 形成高精路线。“农村路

况比城里复杂，我们专门对一些无

路灯、较狭窄的路段用大模型做了

分支，进行人工智能训练。 ”

“车辆已到达目的地，请及时

取货。 ”只开了

10

多分钟，无人配

送车就到了白合村村级服务点。听

到语音提示后，工作人员曾显奎在

App

上操作开锁 ， 麻利地取出包

裹，开始卸货摆架。

白合村村级服务点早已围着

一群村民， 七嘴八舌讨论起来。

“第一次收到没有驾驶员送的快

递。 ”白合村

7

组村民李桂琼兴奋

地说，“以前快递基本上都放到镇

上，赶场的时候才取。 现在当天就

能拿到，生活越来越方便了。 ”

中国邮政自贡市大安区分公

司总经理刘清介绍，除农村路网升

级外，大安区作为四川省第二批数

字乡村试点地，互联网、大数据已

进入农家院舍。 全区重点区域

5G

网络规划完成，无线接入能力达百

兆。“百度、腾讯、九识智能等企业

落地， 更为农村智能配送打下基

础。 ”

“农村快递自提网点密度不

够，以前村民取一次快递可能要走

数公里，耗时长；快递员上门投递，

耗时费力。 ”自贡市邮政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无人配送车可灵活

增加投递频次、 实现即用即走，既

提高快递配送效率又降低投递员

劳动强度。 据测算，无人配送车送

快递较传统配送方式可降低成本

20%

以上。

“春节要到了，现在正是快递

多的时候，无人配送车每天都送。”

刘清介绍，“目前大安区以何市镇

3

个村级服务点为试点，仅这一个

月就已运送邮件

800

余件，服务村

民

1

万余人。 力争下个月，实现

8

个村全覆盖。 ” （行晓艺）

山西：稷山板枣越千年

07

乡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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