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食小村”的新年梦想

新春佳节，山清水秀的大鹏堂被一个个红

灯笼、一副副红春联、一张张红窗花，以及来来

往往的客人和此起彼伏的爆竹声渲染， 温暖、

喜庆而热烈。

大鹏堂地处桂东南千年古县———广西博

白县水鸣镇江正村，以传统岭南菜肴和小吃闻

名，被誉为“美食小村”。 新春假期，记者在大

鹏堂聆听了村民的新年梦想，看到了新农村的

蓬勃生机。

米饼是桂东南的传统小吃，也是春节走亲

访友的常备礼物，广受群众喜爱。 打米饼是当

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大鹏堂的打米饼技

艺尤其出名。

“我们这里打米饼历史悠久，以往因为受

生活条件所限，用料和款式相对单一，如今，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米饼的用料和款式更

加丰富多样，口感和营养更佳。 ”村民黎珍说，

传统打米饼以糯米粉拌糖为主， 现在加入芝

麻 、土猪肉 、花生 等 食 材 ， 软 糯 浓 香 ， 更 受

欢迎。

近年来， 黎珍的米饼工厂不断扩大。 2024

年，为优化糯米品质，黎珍和合作农户一起租田

自种优质糯米， 米饼的质量明显提升， 供不应

求，产量和销量不断扩大。 如今，大鹏堂全村有

手工米饼作坊 15 家， 年生产米饼数十万只，几

乎家家参与米饼制作。

大鹏堂美食的另一个经典是扣肉。 当地人

常说“无扣不成宴 ”，逢年过节、接待贵客，扣

肉是必上的菜肴。 外地客人到了大鹏堂，也总

是期待品尝到地道的扣肉。

“在旧社会，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吃扣肉。 新

中国成立初期，乡村人家只有办大喜事才制作

扣肉。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每

逢大小节庆， 家家户户都会上一碟肥而不腻、

肉香四溢的扣肉。”村民宾业说。宾业是大鹏堂

扣肉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村里同辈排行

十五，人们尊称他为十五兄。

据村里人说，大鹏堂扣肉传承久远，兴盛

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鹏堂

扣肉历经了四代人的传承与创新，成为声名远

播的地方特色菜肴。

大鹏堂扣肉选料上乘五花肉，肥瘦均兼。“清

水煮八分熟，过水冷却，用热油炸，辅以钉皮、脆

化，清水软皮，切分装碟。 最后用佐料腌制，加入

辅菜，蒸至熟烂即可。 ”十五兄说，有一段时间，

扣肉切成大块，久蒸软烂，味道透彻，一口下去，

满嘴浓香，让人欲罢不能。 新时代倡导低脂健康

饮食，村里人不断改良，把扣肉切细，创新推出夹

芋、加酸等个性化扣肉，样式不断丰富。

除了米饼、扣肉，大鹏堂的知名美食还有

白切鸡（鸭）、焖猪脚 、芙蓉肉等菜肴和粽子 、

糍粑 、落水包 、石磨自炊粉等小吃，多达数十

种。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美食逐步走

向市场，形成产业，成为周边城乡人们生活中

的“抢手货”。

返乡创业的生叔曾经是佛山建筑界的打

桩大师傅。这几年，他和家人一起专营粽子、糍

粑、米饼等特色美食，生意红红火火。“酒香也

怕巷子深，新的一年将通过互联网直播加大宣

传，把大鹏堂美食卖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

人来分享。 ”生叔说。

走访中，记者感受到大鹏堂美食文化无处

不在，文明春风扑面而来。 各家各户的手写春

联，主题从传统祈求升官发财、出入平安转变

为倡导生态保护、低碳生活、民族团结、勤劳致

富、乡村振兴、尊老爱幼、运动健康与和谐社会

等；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村里的舞狮队，延

续醒狮闹新春的传统， 一家家去拜年祝福；文

化广场设施更加完善，活动更加丰富，氛围更

加浓厚。

水鸣镇党委书记谢东恩说，下一步将推动

大鹏堂米饼等特色美食的品牌建设，做大做强

美食产业，打造产业群，带动全镇美食加工业

和乡村旅游发展 ，助力农民增收 ，推动乡村

振兴。

（宾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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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旭家装修一新的民宿开始营业。 王泽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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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西北地区的小村可以有多“热”？

陕西，袁家村，今年春节期间，再次稳居全省景区接待游客人次数榜首，综合收入

1.8

亿余元；

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之力能有多大？

冲破思想桎梏，挑战新发展模式，靠售卖“乡村味道”，袁家村成了闻名遐迩的“关中

第一村”。

不沿边不靠海不依城，距大城市西安

65

公里，袁家村扎根本乡本土，走出了一条乡

村振兴之路。

春节期间营收

1.8

亿元

看西北小村

如何将“乡村味道”卖“爆”

“破穷”

求变的关键抉择

冬日的关中平原寒意阵阵，

但袁家村却是一派火热气象。 村

子里锣鼓声、秦腔声此起彼伏，游

人如织的小吃街飘来诱人的香

味……

村口不远处， 有一栋

4

层民

宿，这是村民袁旭的家，当年村里

最早开农家乐的农户之一。

20

多

年前，这里是简陋的砖房，时过境

迁，袁旭的房子越建越好，春节期

间一房难求。

“去年，花了

300

多万元装修

升级，重新开门迎客。 没想到短短

十几年， 我们家就发生了如此大

的变化。 ”坐在宽敞的客厅，袁旭

思绪万千。

20

世纪

90

年代末，水泥厂等

村办企业陆续倒闭。 村集体经济

路在何方？ 几近没落的袁家村面

临抉择。

彼时三秦大地改革春潮涌

动，旅游业方兴未艾。 经过广泛的

讨论， 村民将目光聚焦在发展乡

村旅游。

“乡村旅游要大胆尝试，农家

饭、 农家景对城里人是个‘稀罕

物’。 ”毅然辞去咸阳市公务员工

作、回到村里的村民郭占武，因为

有经验、有才干，在村民推举下当

起了村支书，带着大伙说干就干。

2007

年， 零星的几家农户开

门做起了农家乐， 当年营收立竿

见影。 次年，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

其中，乡村旅游不断发展。

摸着石头过河，袁家村渐渐火

了起来。

小吃街一店一品，甑糕、羊肉

泡馍等上百种小吃， 挑动着食客

的味蕾；不断丰富的秦腔、皮影戏

等民俗艺术， 为游客奉上传统文

化的盛宴；民宿、酒吧 、咖啡馆等

也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袁

家村的业态日渐丰富。

不少人感叹 ，“与其说是在

售卖美食 、民俗 ，不如说是在售

卖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 ，将四面

八方和城里的客人揽‘下乡’，袁

家 村 农 文 旅 发 展 的 路 子 走

对 了。 ”

“破卷”

做香“一锅饭”

眼看游客越来越多， 郭占武

却犯起了愁。“没有只升不降的波

浪，稳住客流才是真本事。 ”

彼时， 陕西境内模仿袁家村

的“民俗村”多达

70

多家，同质化

竞争日趋激烈。 回答好“游客凭啥

非得来我家”这个根本问题，成为

“破卷”的关键。

郭占武召开村民大会集思广

益，梳理思路，一条朴素的发展逻

辑逐渐清晰———打造品质。

不破不立， 村两委从改造体

制机制入手。

袁家村对集体资产进行股份

制改造 ，将油坊 、豆腐坊 、面坊等

商户转为合作社，以股份为纽带，

打造村民利益共同体。

起初很多村民不理解， 心存

抱怨，“凭什么我家好好的生意要

让别人来插一脚？ ”

郭占武带着村两委班子，挨

家挨户解疑释惑，“一家独大势必

会形成木秀于林的结果， 没了森

林，一棵树也难活下去……”

小到醋坊，大到酒店，袁家村

立下规矩， 让全体村民和商户交

叉持股。

日复一日， 制度的优势逐渐

显现。 村民广泛持股，纷纷把“鸡

蛋装进更多的篮子里”，形成“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利益格局 ，

集体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

全村拧成一股绳， 倒逼品质

不断提升。 关中小吃这块金字招

牌越擦越亮， 袁家村的“关中味

道”历久弥香。

如今全村

30

多个合作社支

撑起各类业态发展， 用村民的话

说，“大家做香一锅饭， 都想端牢

这个金饭碗。 ”去年，袁家村旅游

营收突破

12

亿元。 人有信则立，

业有信则成。

“破圈”

古老村落焕发新气象

农家乐变美食天堂， 乡村游

变民俗游， 袁家村破圈的脚步不

停歇。

“商业模式一直在变，袁家村

要紧跟时代步伐。 不能关起门搞

发展，要把眼光放长远。 ”郭占武

盘算起一个宏大的计划———让袁

家村“破圈、进城、出省”。

带着在市场上多年积累下的

好口碑，袁家村人走出村子，让地

道的“关中味道”飘向更远方。

2015

年， 袁家村第一家城市

体验店在西安开业，

30

多种小吃

原汁原味地从农村搬进了商场 ，

创下了当时“投资

500

多万元，仅

用

9

个月全部回本”的商业奇迹。

这次华丽的转身“引爆”了陕

西餐饮界 ，自此“袁家村”作为品

牌，陆续在西安、咸阳等城市落地

开花， 目前已开设

17

家城市体验

店。 与此同时，还在青海、山西、河

南等地建设了袁家村地域民俗体

验景区。

“靠着‘三产带二产促一产 ’

的融合发展体系， 袁家村一步一

个脚印完成了逆袭， 这对当下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有着宝贵的借鉴

意义。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

长马莉莉说。

“一路走来，袁家村一直在做

‘无中生有’的事 ，没有资源挖掘

资源，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郭占

武说，“我们成功的秘诀就是，因

地制宜、与时俱进。 ”

昔日的西北小村， 如今已蝶

变为热门文旅目的地， 而袁家村

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

（沈虹冰 王泽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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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村的小吃街游人如织。 王泽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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