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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豆腐皮这样的特色农产品，
标准化、品牌化低，上行难度大，最好
能以村为单位，多家农户一起整合生
产。做到产品质量有统一生产、检验
标准，产品外包装有统一标识，有统
一的物流配送服务，这样才能把这个
本土特色农产品做出名气、闯出市

场。”泰安市商务局电商科相关负责
人表示，夏家庄村特色豆腐皮产业可
以鼓励具有实践经验的电商从业者
返乡创业，鼓励电子商务职业经理人
到农村发展，进一步降低农村电商人
才就业保障等方面的门槛。

本报记者 侯海燕

本报记者 侯海燕
见习记者 宁博

村里的豆腐皮制作
已有近百年历史

11月8日，立冬刚过，泰安市岱岳
区道郎镇夏家庄村豆腐皮加工进入
了一年中最好的时节。从事豆腐皮加
工的作坊前，飘荡着一阵阵豆腐皮的
清香。

“我们村有一半以上的农户从事
豆腐皮加工，繁忙时节每天至少要消
耗六七千斤黄豆。”夏家庄村支部书
记陈吉虎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
最辉煌的时代，当时全村家家户户都
在做豆腐皮。”

8日午后的夏家庄村，格外安静。
记者走进村民陈尚英的家，正巧看到
他和老伴在作坊前忙碌，屋里一口大
锅里的豆浆正在柴火的加热下咕噜
咕噜冒着热气。“我们村豆腐皮制作
已有近百年历史。一直延续着传统手
工做法。”82岁的陈尚英说，他家用吊
包制作豆腐皮的工艺已经保留了三
十多年，别处早就不用这个“土”办法
了，正是因为这分坚持，他们的豆腐
皮价格才能一路走高。“别的地方卖
4 . 5元一斤，我们的5 . 5元一斤，做多
少就能销多少。我们选的都是优质大
豆，做出的豆腐皮清爽筋道，吃起来
特别香。”

“打我记事起，姥姥姥爷、爸爸妈
妈就在家做豆腐皮，那时候邻居亲戚
家里都是做豆腐皮的。”38岁的陈红
珍是夏家庄村的妇女主任，在她的记
忆里仍保留着父辈们在家中制作豆
腐皮的情景。

然而，因为太耗体力和精力，如
今夏家庄村的豆腐皮加工户越来越
少，从原来的家家户户做减少到70多
家，是原来的一半儿。

30多年来追求的
就是原汁原味

净料、浸泡、磨浆、滤浆、煮浆、点
浆、取皮……生产豆腐皮，赚的是辛
苦钱。以陈尚英家为例，一天最多只
能做三四锅豆腐皮。挑选豆粒、冲洗
豆子、磨浆、熬制等，老夫妻俩常常是
围着锅轮流值班。尽管辛苦，但夫妻
俩加工的豆腐皮广受市场青睐。常常
有人慕名而来，赶上春节前，要是不
提前预订，肯定买不上。

“质量好、口感好的豆腐皮，品相
不一定好。”陈尚英老人的老伴朱明
凤说，30多年来他们追求的就是原汁
原味，哪怕难看一些，也不使用食品
添加剂。

“从11月份开始，天天得从早忙
到晚。”陈尚英的儿媳李桂华一脸疲
倦地说，“这还不算最忙的时候，春节

时，他们家常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早
上五六点就又开工。”尽管豆腐皮畅
销，但老人的年纪越来越大，做豆腐
皮的活太耗体力，他们觉得有点吃不
消，甚至有了放弃不干的念头。

记者了解到，目前夏家庄村大
部分加工户年龄都在40岁以上。“近
年来，豆腐皮加工工艺有了改进，例
如，电动磨替代了手工磨，有的村民
家还用上了蒸汽锅，工效提高，劳动
强度也有所减轻，但问题随之而
来。”陈吉虎说，“电动磨转速太快，
磨出来的豆浆温度过高，做成豆腐
皮后不仅营养流失，时间放长了还
容易变黑。”

“家庭作坊式生产，严重制约着
我们村豆腐皮产业的发展。”陈吉虎
说，如何保住这块百年老牌子，如何
让豆腐皮产业做得更大更强，村两委
现在正想办法。决心利用好豆腐皮产
业这一优势，引领群众进行规模生
产，把地方土特产做成带动增收的大
产业。

有的村民年收入
能超过十万元

“我们首先准备注册一个商标，
再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吉虎说，
村里想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把豆腐皮
打造成为强村富民的产业综合体。现
在农民都是单打独斗，虽然豆腐皮的
收益不错，但是如果能形成夏家庄村
的统一包装、集中推介，品牌效应会
更加提升。

“仅豆腐皮一项，有的村民年收
入能超过十万元，最少的年收入也得
在八万元以上。如果能提高产品销量
和价格，那农民增收就更快了。”夏家
庄村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听说周
边村在推进“互联网+传统加工业”模
式，建设了村级淘宝服务中心，如果
能推动豆腐皮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
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实现“买全国、卖
全国”。

“主要是豆腐皮不好储存，我们
现在是随做随卖，如果上网销售，保
鲜是第一个技术难关。”陈吉虎说，
他了解到泰安的肥城韩庄头也是豆
腐皮专业生产村，下一步，他想去那
里取取经，看看怎么能创建“传统工
艺 +企业管理 +非遗文化 +现代营
销”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全环节
升级、全链条增值，打造区域特色产
品。

“再有就是能源问题，下一步我
们想探索采用新能源，如太阳能、沼
气等，这样既能解决能源问题，又能
更好地保护环境。”陈吉虎说，目前夏
家庄村制作豆腐皮使用的大豆主要
是周边地区供应的本地豆子，如果能
从原材料到成品全程可追溯，实现从

“农田”到“餐桌”一体化管理，就能全
面提高豆腐皮质量。

葛点评支招

想想走走得得更更远远，，不不妨妨抱抱团团闯闯市市场场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要发展，首先产业要兴旺。在我省，不少村
镇发展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它们承载着农民脱贫致富的梦想，对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具有重要意义。落实
乡村振兴战略，我省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各个特色村镇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瓶颈？为了解答
这些问题，本报今推出“步行齐鲁·特色村镇探访”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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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消耗六七千斤黄豆，坚持不用食品添加剂

豆豆腐腐皮皮村村想想把把土土特特产产做做成成大大产产业业
泰安市岱岳区道郎镇夏家庄村是当地远近

闻名的“豆腐皮”村，从上世纪80年代就很有名
气，这个村100多户村民，一半以上的农户都从事
豆腐皮加工制作。

如今，这个传统农产品加工专业村正打算发
挥传统优势，创建“传统工艺+企业管理+非遗文
化+现代营销”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全环节
升级、全链条增值，打造区域特色产品。

特色村镇探访

在家中的作坊里，陈尚英老人正用吊包制作豆腐皮。 本报见习记者 宁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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