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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亮的肉汤，翠绿的“浮萍”，还

有片片雪白的萝卜、深褐的牛肉，覆

掩之下是醇香的面条，香气缭绕，绵

绵润嗅……牛肉拉面，不仅是西北

的特色美食，更是一种文化传承。

在青海，海东拉面是进入全国

市场较早、分布比较广泛，且非常具

有 鲜 明 民 族 特 色 和 地 域 特 色 的 产

业。经过近 40 多年的发展，已成为

老少皆宜、家喻户晓的大众化快餐

美食。拉面经济在丰富了全国人民

餐桌的同时，更是“拉”成闻名全国

的“青字号”优势产业和特色品牌，

给海东人民带来了丰厚回报，成为

了名符其实的小康面、振兴面、团结

面、幸福面。

一碗拉面的新一碗拉面的新““长度长度””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现海东市

化隆回族自治县阿什努乡、加合乡的回

族农民敢为人先，率先走出山门，进入

城门，开启了第一代青海拉面人的创业

之路。

万事开头难。创业之初，拉面人背

井离乡，下广东、上东北、走福建、跑湖

北……通过亲帮亲、邻帮邻的方式，凭

着一碗拉面跨过长江，顺着黄河，开创

了独具海东特色的优势产业发展之路，

探索出了一条具有西部高原民族特色

的脱贫致富之路。

此后，在各级政府的引导帮扶和广大

拉面人审时度势全力冲刺之下，初步形成

了以餐馆经营为主导，以拉面为龙头，餐

厅务工、餐厅转让中介服务、餐厅贩运牛

羊肉等为辅的多种行业并举的产业链。

拉面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各级

政府的大力支持。一系列优惠政策支

持助推着拉面经济的规模化、产业化、

品牌化发展，使这一产业能够快速站稳

市场，从地方小吃发展成为大众快餐。

近年来，伴随着市场竞争、消费需

求及市场模式等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

如何满足消费者日益发展的个性化、体

验化、多元化消费需求？拉面人逐步意

识到，必须走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经

营之路，重视质量、服务、管理、营销等

经营要素的市场价值，积极突破一贯延

续的低质低价经营行为，努力探索符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的海东拉面产业特色发展之路。

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海东拉面

人扎根在全国 337 个城市，开办拉面店

达 3.5 万余家，占据全国拉面市场店面

总 数 的 50%。 还 有 140 余 名 拉 面 人 及

“四千年喇家青海拉面”等本土拉面品

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走

出国门，在马来西亚、俄罗斯、韩国等 17
个国家开办了 40余家拉面店。

2020 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

情，让拉面人警醒：不转型就没有出路、

不创新就没有活路，必须正视产业自身

的短板和不足，于危中寻机、在困中求

变，学习借鉴现代化经营理念和运作方

式，积极按照我省产业“四地”建设要

求，探索市场营销品牌化、生产经营组

织化、人力资源集约化、产品质量标准

化、产业扩张资本化、资源配置信息化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探索中央大厨房统

一配送模式，融合贯通产业链、供应链、

创新链，做大做强做优做精拉面产业，

开启品牌化、连锁化、产业化发展的新

征程。

走出“山门”，进入“城门”“一碗面”蹚出新路子

“拉面经济”不仅仅是一碗面的生

意，还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也将

青海特产带到了全国各地，为青海经济

发展以及美食名片传播发挥了巨大作

用。

青海拉面产业的发展，促进了青海

省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拉动全省牛羊

养殖、小油麦菜种植、电商平台、仓储物

流配送等 20 多个行业，形成了一个完

善的拉面产业链。此外，还带动山东和

河南两地牛肉、新疆番茄酱、甘肃鸡精

味精、宁夏辣椒面、云南香辛料等农副

产品在全国各地持续稳定输出。

拉面店不止于拉面。近年来，拉面

人开始探索“三店合一”样本店，即拉面

店、青海特产展示店、大美青海宣传店

合而为一，通过“促进消费扶贫，拉面人

为大美青海代言”等活动，打通供应链，

实现拉面产业带动家乡特色产业走出

去，激发产业互联效应，促进三产融合。

“每一家拉面店都是我们大美青海

的宣传窗口。”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

会会长马丽萍向记者表示，如今青海拉

面店在其他城市开店的同时，也铺设了

一部分大美青海特色绿色专柜，将青海

土特产带出去，一方面可以增加拉面店

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宣传青海。

今年国庆期间，记者在杭州西湖附

近偶遇一家青海拉面馆——“青海拉面

村”。店内干净敞亮，以绿色为主要装

饰基调，让人感到非常舒适。门头的

“青海”二字及店内“大美青海”的宣传

照，着实让食客感受到了高原的纯净和

亲切。

如今，这样的拉面店在国内已经越

来越多。更多的拉面人也将目光放到

了面之余的汤料和其他辅料上，随之而

来的“拉面店中央厨房”也开始多了起

来。

俗话说：“开拉面店，熬汤是关键。”

开了 78 家拉面店的企业家韩玉良在一

次采购调料的过程中想到，可以将拉面

汤料的配方直接制作成调料包，向拉面

店售卖。想到就要行动，于是，韩玉良

抓紧时间建厂、建供应链。很快，经他

厂子生产的菜籽油、调料等拉面店常用

的调味品就走向了上海市场。

无独有偶，靠拉面起家的韩光远也

将目光瞄向了调料与农产品生产。他

成立的公司，主营青海拉面食材研发、

生产配送及农产品销售等。购买原材

料后，他在中央厨房内进行加工，然后

再配送到各拉面店。这样做的最大好

处就是，食材的口味能够统一。目前，

他手中有多个青藏高原农产品系列品

牌，公司一年生产粮油 3000 吨左右，特

色农产品 300吨左右。

一 碗 面 的 生 意 ，发 展 为 一 个 产 业

链，新的需求源源不断产生，各方的服

务也在与时俱进。从味道到品类，再到

其他青海特色食品的供应，拉面馆也在

与日俱新，打造拉面产业链上的“一条

龙”服务。

速食面、辣椒油、卤煮品……今年，

总投资 500 万元的青海拉面中央厨房

食材研发生产建设项目已竣工验收并

批量生产。同时，化隆回族自治县拉面

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也基本完成。“拉

面经济”已成为海东特色产业、支柱产

业，甚至还在国际舞台频频亮相，搭建

起了“拉面经济”、拉面文化、拉面美食

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完善产业链，合而为一 “一碗面”搭建新平台

本报记者 谭 梅

本报记者 谭 梅 通讯员 石延寿

深秋时节，走进位于海东市民和

回族土族自治县湟水河北岸的史纳湿

地公园，只见海棠树上挂满红果，坠弯

的枝头在风中轻轻摇曳，曾经一度火

热的工业厂地，已悄然变身一片绿地。

“多年前开车经过这里，看到除了

厂房，就是工业烟囱，甚至还能嗅到一

些刺鼻的气味。最近两年，每每从这

里经过，看到的是绿茵茵的林草地，空

气变得清新透亮了很多……”在京藏

高速跑长途货运多年的王先生感慨地

说，近年来，湟水河老鸦峡地带变化非

常大，工业企业搬走了，厂房拆除了，

湟水河岸的生态环境好多了。

工业厂区变身绿色湿地公园，这

是民和县坚决扛牢生态文明建设政治

责任，加快“绿河谷”建设，推动湟水流

域滨河缓冲带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

推动湟水河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

一个缩影。

民和县地处青海东部，位居甘青

两省交界，是青海的“东大门”。20 世

纪 80 年代，率先沐浴改革开放春风的

民和大地，掀起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热

潮，在 109 国道老鸦峡东段直至川口

镇 20 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建起了 20 多

家大大小小的高耗能企业，被人们称

为“青海的硅铁走廊”。

曾几何时，这些高耗能、高污染企

业，在给民和带来财政收入、增加就业

岗位的同时，也给当地的生态环境带

来了严重污染。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

代 价 。 为 彻 底 改 变 环 境 污 染 状 况 ，

2008 年 ，民 和 县 拿 出 壮 士 断 腕 的 决

心，对“硅铁走廊”中的高耗能企业全

部关停或转产。

近年来，民和县聚焦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立足打造“绿屏

障、绿河谷、绿城区”，拆除老镁厂废弃

厂房 ，复垦种植花草树木，全力进行

生态修复，将昔日工业厂区硬生生打

造成了湟水河流域河滨缓冲带的湿地

公园——史纳湿地公园。

据了解，史纳湿地公园占地 88 公

顷，其中绿化面积 73 公顷，按照“融植

被、合四季”的绿化思路，采用片状分

布、乔灌木搭配等方式进行绿化修复，

共栽植桃树、山杏、油松、青海云杉、国

槐等各类乔木 1.32万株，种植丁香、榆

叶梅、连翘等灌木 0.35万平方米，还有

花卉 18.76 万平方米、草坪 20.47 万平

方米，逐步形成了“桃杏争春、彩妆四

季”的滨河生态美景。

与此同时，民和县坚持将打造宜居

城市与造林绿化美化相结合，进一步加

大绿化力度，对地处县城西侧、湟水河

北岸的原麻荒滩湿地的薄弱生态进行

改造修复、巩固提升，目前，已完成绿化

面积15.4公顷，栽植青海云杉、国槐、桃

树、金叶梅河北杨等绿化林木 6800 多

株，建成湿地水系、木栈道、休闲广场

等，打造了生态修复和市民休闲的另一

处湿地公园——川口湿地公园，不仅有

效改善了湟水河沿岸生态环境，也为市

民提供了环境优美的休闲地。

家住川口湿地公园北侧搬迁小区

的北山乡古稀老人李发辉感慨说，“两个

湿地公园的建设，使湟水河边的生态环

境变得很好，早晨出来散步，满眼绿莹莹

的一片，吸进鼻孔的空气都很清新。”

不仅如此，民和县还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全

面落实河湖长制，落实最严格水资源

管理制度，扎实开展“携手清四乱·保

护母亲河”专项整治行动，对县域内

18 家河道采砂场进行全面整治及植

被恢复，持续加大中小河流治理项目

投资力度，累计修建防洪堤 130.3 千

米 ，实 施 小 流 域 水 土 保 持 综 合 治 理

1015.8 平方千米，县域水土流失得到

有效遏制，黄河、大通河出省断面Ⅱ
类水质达标率为 100%，湟水河出省断

面Ⅳ类水质达标率为 100%，水生态修

复效益显现，水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2023 年 6 月，兰州市红古区在川

海大桥北段桥启动实施湟水——大

通河交汇段生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项目始于谷丰渠渠首（大通河），止于

海石湾虎头崖团结大桥，重点实施 8
公里的生态护岸、生态隔离带、生态

廊 道 等 工 程 ，其 中 已 完 成 绿 化 面 积

18.58万平方米。

家住兰州市红古区海石湾镇的上班

族卜玉亲历近几年的改变，每天早晚上

下班都从川海大桥经过的他深深地感觉

到，这几年随着民和、红古两县区对湟水

河流域生态环境的联防联治，湟水河及

两岸滨河缓冲带的生态环越来越好。

海东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李景鹏

多年来一直以“观鸟”关注湟水河生

态环境变化，他对湟水河生态环境的

向好变化点赞不已，“近年来，伴随着

湟水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力

度的加大，湟水河民和段水域栖息生

活的野生鸟类越来越多，这是湟水河

生态环境变好最好见证。”

2018 年 3 月 ，国 务 院 批 复《兰 州

——西宁城市群发展规划》，将兰西城

市群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海东市民

和县、兰州市红区聚焦打造兰西城市

群民和——红古创新发展先行区建

设，两地党委政府深化交流，精准对

接，签订多项协作机制，全力加快创新

发展先行区建设进程。

坚持生态优先、注重生态共治，筑

牢湟水河流域生态屏障，是两地党委

政府的协作共识。为此，两地高度重

视湟水河、大通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合作推进两岸一体治理，率先签订环

境污染联防联治、湟水河水质监测协

作等合作协议机制，深化河湖长制专

项合作，依法取缔享堂及周边飞地零

散储售煤场，着力实施湟水河流域滨

河缓冲带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推进

链接两省的川海大桥、团结大桥两端

以及享堂飞地片区绿化美化，湟水河

流域滨河缓冲带生态环境日益向好，

吸引白鹭、苍鹭、黑水鸡、白骨顶鸡、翠

鸟、渔鸥等水鸟结伴而至，为湟水河增

添了一份生态和谐的灵动之美。

10 月中旬，海东市民和县人民政

府与兰州市红古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共

建区域发展合作“1+15”合作协议，明

确了交通互联、生态共治、民生共享等

领域合作事项。两地将抢抓“一带一

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兰西城市群建设的历史机遇，充分

发挥双方区位、资源优势，聚焦签署

“1+15”合作框架协议，持续强化沟通

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创造发展机遇，

加快两地实现经济互融、生活同城、社

会共进，共同推动民和——红古创新

发展先行区建设迈上新台阶。

“未来，民和县将围绕黄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大

区域联防联控工作力度，深化民和、红

古‘河湖长制’合作，协调推进山水林

田湖草生态修复综合治理等工作，强

力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

推动湟水河流域生态面貌明显改善，

共同塑造‘一河两岸’滨水景观带，共

同守护一河清水向东流。”民和县委书

记毛学鸿表示。

守护一河清水，共建生态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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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县川口湿地公园。 石延寿 摄

每一家拉面店都是每一家拉面店都是
青海的宣传窗口青海的宣传窗口。。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我省集全力推动拉面产业向产业

化、品牌化、规模化道路迈进。

10 月 4 日，我省正式实施《促进青

海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重

点从加快青海拉面省级产业园建设、培

育做强青海拉面产业品牌、推进青海拉

面产业融合发展、加强青海拉面标准体

系建设和行业自律以及加快青海拉面

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提出举措，不断

提升青海拉面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产

业化、品牌化建设水平，持续提升市场

竞争力和占有率，促进拉面产业高质量

发展，更加有效地带动消费帮扶，促进

农牧民增收。

同时，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支持政策

逐步系统化，由早期的个别领域支持转

变为全领域支持，由单项支持变为一揽

子支持，从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留守家

庭帮扶等各方面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

政策保障。

化隆县委、县政府提出了更为聚焦

的拉面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比如，加

快拉面特色小镇建设、建成拉面产业园，

打造现代化“中央大厨房”，完善拉面大

数据平台，实施品牌工程，推广化隆拉面

旗舰店、培育品牌连锁店、化隆拉面品牌

示范店，注册“化隆牛肉面”“撒拉人家”

等集体商标，同时，着力培养拉面经营管

理人才，实施拉面高级管理人才“千人培

养计划”，为拉面人持续“充电赋能”。强

化流入地与流出地协作，与 20个省签订

拉面从业人员管理服务合作协议，为拉

面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促进拉面

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化隆县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智慧拉面信息

化服务大数据平台基本囊括了化隆县

拉面馆大部分从业人员的基本信息，且

实时动态更新，还可以展示物料、库存、

物流等信息。这一大数据平台的引进，

更有助于拉面产业规模化发展。”

随着拉面产业的发展壮大，如今，

青海拉面的品牌建设亦提上了日程。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青

海省培育了以“青海拉面”为统领，以

“本穆青海牦牛拉面”“四千年喇家青海

拉面”“大美西北青海拉面”等上百个子

品牌为代表的拉面产业品牌体系，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青海拉面的市场影响力

和行业美誉度。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党组成员、副

院长孙发平提出，目前我省海东拉面馆

仍没有形成一整套响亮的品牌、统一的

经营模式、一致的质量标准，在品牌化

道路上依然任重道远。他建议，针对海

东拉面“小、散、低”的现实特点，要进一

步优化完善顶层设计，融合大美青海及

青藏文化元素，让大美青海与青海拉面

的品牌形象相互融合、相得益彰，从而

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让更多的人喜爱

青海拉面。同时，广大经营户要自觉主

动承担起发扬和传承“青海拉面”及“化

隆牛肉拉面”“撒拉人家”等品牌的责

任，以匠心铸精品、以质量树品牌，合力

提升青海拉面品牌软实力。

政策扶持，打造品牌 “一碗面”树立新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