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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一场小雨，空气清新。麻花庄

脱贫户许美丽一大早就出了门，来到村

东头的瑞伟麻花厂，开始了一天的“搓麻

花”。

  七八个工人，一口油锅，就是麻花厂

的一条生产线。

  “油烧起来喽，开工！”工头一声令

下，许美丽熟练地拿起一根切好的发面

段，压、搓、卷，瞬间一根“麻花”便成了

形。随后“麻花”被放上传送带，倒入油

锅，不一会儿，色香味美的成品麻花就出

锅了。

  麻花庄村位于河南省民权县，炸麻

花已经有近 300 年的历史。村里的麻花

酥、香、脆，当地的麻花制作工艺也是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黄的麻花一度是麻花庄人增加收

入的主要手段。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

多人尚未解决温饱的日子里，麻花手艺

人在村里最早吃上了白面，其中还产生

了当地最早的万元户。这些吸引了麻花

庄几十家人炸麻花。但之后几十年过

去，村里的麻花却始终止步于家庭作坊

式的小打小闹。而麻花庄，也只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贫困村。

  变化，始于驻村工作队的到来。

理清思路———

  有手艺有基础，摸清问题找
出路
  麻花庄原名五里河，地势平坦，土地

肥沃，村里却一度很贫困。

  “全村 1812 人，只有 1871 亩耕地，人

均一亩多一点。土里刨食也就勉强够

吃，家里稍微有个大点儿的花销，就要陷

入贫困。2017 年那会儿，全村有贫困户

252 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13.9% 。外出打

工几乎是唯一出路，出不去的就没办法

挣钱。”回忆起刚来驻村时的情况，从河

南省司法厅到五里河驻村扶贫的第一书

记杨永峰说，“平原地区资源不多，连山

货都没得卖，发展产业是脱贫的最好办

法。”

  可发展什么产业好？

  “你尝尝，俺村的麻花快 300 年历史

了，味道还可以！”

  杨永峰咬了一口，嘎嘣脆，色香味俱

全，“这麻花不错嘛！”

  麻花真不错！杨永峰带着老支书跑

到郑州、开封等地，到超市、到企业、到工

地、到学校、到饭店，找熟人四处推销。

吃过的人都说好。

  “有这么好的产业，干嘛不发展壮大

呢？”杨永峰问。

  “谁说没发展？村里有好几个麻花

厂和作坊呢！”老支书说。

  跟着老支书到厂子、作坊一瞧，杨永

峰乐了。所谓作坊，就是一间房里支一

口油锅，而所谓厂子其实也是作坊，不过

是多了几口锅和几个人。“当时我走遍

了全村的麻花厂和作坊，基本都存在脏

乱差问题，安全隐患多，产品标准不统

一 ，包 装 简 陋 、没 有 品 牌 。 ”杨 永 峰

回忆。

  据《民权县志》记载，五里河村的麻

花已有近 300 年历史，制作技艺由本村的

张氏家族世代传承，迄今已传到第十代，

几百年来保持了酥、香、脆的口味。“村

里甭管姓张不姓张的，一看能挣钱，都支

起油锅炸起了麻花。有搞得好的，有搞

得孬的，但到现在为止，都做不大。”老

支书说。

  做不大，杨永峰感觉这是问题所在，

却一时摸不清原因。

  一次村里的麻花竞卖让他抓到了头

绪。2018 年春节刚过，一家大型超市来

到村里收购麻花。采购员一进村，村里

麻花厂、作坊的人都围了上来，各家为了

多卖点儿，争相压价。最后，超市以超低

价买走了一车麻花。而村民一算账，有

的不咋挣钱，有的还赔了。

  经过一番调研，杨永峰搞清楚了五

里河麻花产业发展不起来的症结。“村

里各家麻花味道大差不差，没有品牌，包

装也不行，只能比着降价，结果谁也挣不

着钱。没有积累，就谁也做不大。”杨永

峰说，不光销售，用工、用料同样存在问

题，“可以说，价格战这样的恶性竞争，是

村里麻花产业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

因。”

精准施策———

  村委牵头搞联合，各做各不如
手拉手
  2018 年 3 月，乍暖还寒时候，一场事

关五里河麻花发展的“产业发展大会”在

五里河村部召开了，杨永峰主持，老支书

坐镇，8 家麻花厂、5 家作坊的话事人齐

聚一堂。

  “咱村人不能再相互拆台、恶性竞争

了。乡里乡亲的，传承的也都是老张家

做麻花的手艺，为何不能联合起来？”杨

永峰开诚布公。

  “为啥要联合？咱村麻花味道好，之

所以卖不上价，是因为各自为政、恶性竞

争。咱们要是联合起来，统一价格、统一

品牌、统一规格、统一销售，那利润就能

上去，咱大伙儿就都能挣钱了！”杨永

峰说。

  几经开会讨论，最后各位话事人总

算同意联合。

  村里麻花质量监督委员会随即成

立。村民张瑞存 70 多岁，炸麻花炸了 40

多年，有自己的麻花厂，是村里少有的一

开始就支持联合的人，“俺老汉炸了几十

年麻花，算是看清楚了，单打独斗不行，

相互拆台更不中！”由于在这行经验丰

富，他和其他 6 人入选麻花质量监督委

员会。

  每周，张瑞存都会和其他委员分头

到各个麻花厂和作坊抽查，不符合卫生、

质量标准的当场要求整改，否则就不分

配村里统一的订单。不到两个月，全村

麻花生产卫生状况大大提升，都拿到了

食品生产卫生许可。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组织订单承接

和统一销售，把批发价格定为每箱 28 元，

合 12.5 元一斤，价格比过去翻番，利润更

是增长不少。

  效果立竿见影。从开完“产业发展

大会”到 2019 年春节，五里河麻花销售额

达到 700 多万元，净利润 100 多万元，大

部分麻花厂和作坊利润都成倍增长，村

集体也获得收入 20 多万元。

做大做强———

  打品牌亮招牌，村企农户谋
共赢
  村里的麻花价格和销售初步统一，

经济效益就噌噌往上涨。新的村两委随

即决定把“联合统一”推向深入。

  统一品牌。“张国栋的爹张培仁上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炸麻花，炸出了品质

也炸出了名堂，还到北京参加展览拿过

奖，十里八村出了名。我们就把麻花品

牌统一定名为‘张培仁’，要求各家承接

村里订单时挂这个牌子，并保证质量。

当然，为了百花齐放，我们也允许他们保

留各自的小品牌。”杨永峰说。

  统一规格。规格的统一是在不断地

摸索和碰壁中逐步形成的。“我们带着麻

花去郑州的超市搞推销和试吃，超市和消

费者嫌麻花太大，吃起来不方便，我们回

来就要求各家以后只做 12 厘米长、一指

粗细的小麻花；我们拿到电影院卖，人家

反映一包装 8 根，吃不了浪费，我们就调

整为每包不超过 4 根。”杨永峰说。经过

五六次反馈改进，他们最终确定了每包 4

根，每根 12 厘米长、一指粗的麻花生产和

包装规格。

  统一销售。2019 年 3 月，经民权县委

和县政府批准，五里河村正式更名为麻花

庄村。随即，民权县麻花庄村食品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采取“公司+农户”模式，把

村里的 8 家麻花厂、5 家作坊整合起来，

由村里统一采购原材料、统一管控质量、

统一对外销售。原各生产厂家作为村集

体企业的生产车间，由村里分配生产任

务。生产的麻花由村集体企业统一对外

销售。产生的利润 50% 归生产厂家所

有，50% 归村集体所有。村集体经济收

入，一部分用于研发麻花新产品、开拓市

场，扩大再生产；一部分用于村里建设。

  “联合统一”的效果很显著。2019

年，麻花庄村全年完成麻花销售收入

1000 万元，实现村集体收入 50 万元，直接

带动 300 多个剩余劳动力就业。村集体

利用销售麻花带来的收入，设立公益岗位

28 个。2019 年，麻花庄建成了麻花博

物馆。

做精做细———

  发力电商勤研发，品种多样拓
市场
  随着麻花产业步入正轨，如何更精细

化多样化，成了河南省司法厅派来的新驻

村第一书记宋明常常思考的问题。

  “光一个包装用的袋子，就设计了好

几次。”听说这是扶贫产品，一家文化产

业公司主动上门，以 5000 元的设计费为

他们设计出了现在的包装，外形美观、特

点突出。

  2021 年 6 月，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派

大学毕业回村的年轻后生张亚博和村里

的入党积极分子张宏志一起到河南省农

科院，在食品专家指导下，在原味麻花的

基础上开发出了甜味、紫薯、香辣、麻辣、

海苔、蔬菜等七八种口味。“后来经过村

里集体讨论、尝试，选定了原味、紫薯和香

辣 3 种主打口味。我们把多种口味组合

销售，满足不同人群需求。”宋明说。

  年轻人有干劲、有想法，宋明就努力

培养张亚博和弟弟张亚创做村里的电商

主播。“我们陆续在多个电商平台开设了

免运营费的麻花网店。除了邀请网红加

盟，我们也培养自己的主播，特别是村里

的年轻后生。”宋明说。打开他们的网

店，各种价格、口味、组合的麻花一应俱

全。依靠网络销售，张亚博兄弟俩去年实

现销售额 200 多万元，净利润 30 万元。

  “现在我们建起了两座新厂房，准备

租给村里的麻花作坊扩大生产。镇里靠

前服务，协调有关部门给我们村装了大功

率变压器，从此全村炸麻花都用电油锅，

既环保，也能更精确控制油温。”谈到未

来的打算，宋明说，他们正准备在村里建

设一个麻花产业园，“扩大生产，拓宽销

路，我们还要进一步扩大麻花的销售范

围。小小麻花即将走向世界！”

(转自《人民日报》)

以特色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河南省民权县麻花庄———

小麻花做成致富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