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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化隆青海化隆

□ 滕 军 汪 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一到周末，在安徽省安庆市倒扒狮历

史文化街区或菱湖公园附近，常常能看到

一个流动的展示烙画手工艺品的摊位。年

轻的“摊主”和小“师傅”们热情洋溢地

招呼着路人围观烙画书签和烙画葫芦。他

们都是来自安庆师范大学致知生物科学工

作室（以下简称“工作室”）的大学生。

2023 年成立以来，工作室始终以“生

物科技赋能非遗文化”为目标，专注非遗烙

画的传承与创新，走上一条产品制作与知

识输出并存的科普道路。“我们希望通过努

力，让自然科学不再那么远，让非遗文化传

承不再那么难。”团队负责人、该校生物科

学专业 2022（6）班的周玲同学说。

3月 13日，工作室在校内举办非遗烙

画学习体验活动，吸引了 100余名学生前

来体验。“烙画，又称烫画、火笔画，是

一种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在学生动手体

验前，工作室成员运用图文、影像等方式

介绍了烙画的历史传承和基本的作画方

式。观摩完优秀作品后，前来参与活动的

学生们跃跃欲试。

该校园林专业 2023（1）班学生黄常薇

拿起电烙笔，选择好图案，专注地在木板上

进行创作。“没想到自己也能亲身体验非遗

文化的奥妙。制作过程中，温度和力度的控

制，轮廓的勾勒和细节的描摹等重难点技

术需要反复尝试，才能达到效果。”

工作室成员、园林专业 2023（1）班廖静

雅同学一边讲解烙画创作技巧，一边指导学

生创作。她坦言，刚接触烙画就被其所蕴含

的文化魅力深深吸引，“看到现场有这么多

同学对烙画感兴趣，我也感到非常骄傲”。

“将烙画技艺与生物科学知识相结合，

不仅提升了非遗烙画的现代魅力，还有助

于拓宽视野，让我们从艺术的角度重新审

视生物科学领域，通过烙画艺术的表现手

法，使我们更加直观地了解生物体的形态

和结构，加深对生物科学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工作室成员、生物科学专业 2022（2）
班的曹馨雨说。

这群传承非遗的大学生也曾历经坎

坷。去年 9月，工作室成立之初，成员仅有 6
名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人员少、创作效率

低。“既难有好的想法，动手能力也很差。”周

玲回忆，去年 12月初，大家想以烙画技艺为

基础画一批书签，却连应当用什么样的竹

片都搞不清楚，成员们积极性较低。

为改变这一现状，在生物技术教研室

郑爱芳副教授的帮助下，工作室招纳来自

不同专业的学生。该校经济与管理学院财

务管理专业 2022级邹文汉擅长数据统计，

负责管理财务；传媒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

2022级陈艺文、杨晓雨新闻采写能力突出，

负责运营工作室各新媒体平台；美术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2021级陈鑫有较强的绘

画功底，负责用铅笔打稿、绘制底图……

创作班底稳定了，工作室成员还主动

向美术学院徐昌斌副教授等专业老师寻求

烙画技术指导。从基础点、线、面学起，

大家利用课余时间练习烙画技法、积累经

验，逐渐从一窍不通的“小白”到熟练操

作电烙笔在木板、竹筒、葫芦等生物材料

上进行创作。

电火闪烁之间，新的灵感诞生。烙画

团队将烙画技艺与生物科学相结合，在葫

芦上进行绘画，借助“福禄”的谐音寓

意，创作出内容丰富的生物科普作品。

“我们搜集了很多蘑菇、噬菌体、细胞等

生物图案，将它们绘在葫芦上，同时为作

品增加科学性和趣味性。”周玲说。

技术娴熟了，每逢周末和假期，工作

室成员都会带上原材料，在热门商业区或

景区宣传、售卖手工制作的烙画葫芦。工

作室成员根据不同客户需求，现场打样、

绘制，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我要的

定制图案分别是荷花、星星和稻穗，寓意

都很美好。”近日，从安徽省池州市前来

安庆市旅游的王星雨在摊位前驻足良久，

拿到了心仪的定制作品。

工作室还面向社会大众进行科普与传

承。3月 16日，工作室来到安庆市荣升社

区向孩子们介绍烙画历史渊源、技艺特点

和艺术价值。“你们平时喜欢画画吗？都

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呢？”廖静雅从孩子们

的兴趣爱好入手，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工

具和材料，介绍了烙画的基本概念、发

展历程和代表作品。一年级的张鸣宸小

朋友握住电烙笔，在木板上绘制出一个造

型可爱的蘑菇。他说，未来也要做一个

“非遗传承人”。

周玲说，团队将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相信这样的活动能激发孩子们对

传统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热爱，培养精益求

精、精雕细琢的科学理念。

当烙画遇上生物科普 当非遗遇上大学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实习生 尤 强 曹 伟

刚过去的春节，2001年出生的青海小

伙马顺庆的中华牛肉面店“一天都没打

烊”。每天早上 9点 10分，他就骑着电动车准

时来到位于无锡市锡山区泾声路的店中。

起锅烧水、揉面醒面、熬制牛骨以及鸡

骨汤……马顺庆与母亲、弟弟、姐夫四人要

一直忙活到中午 11点左右，才能正式接客。

2018年是马顺庆第一次走出大山，他

从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化隆
县”）甘都镇甘都街村出发，乘坐大巴车去

西宁，然后颠簸 36 个小时，乘坐绿皮火车

的硬座来到无锡“投靠”开拉面店的舅舅。

1988 年 8 月，化隆人韩录在厦门支起

一个牛肉拉面摊子，成为化隆县第一个走

出去“吃螃蟹的人”。如今，拉面小店如雨后

春笋一般，遍布全国各地。

据官方统计，作为“拉面产业”的输出

大县，化隆县共有 11 万人从事拉面行业，

共计开办 1.8万家拉面店。如今的化隆县城

很安静，街道上来往车辆稀少，县城内甚至

没有一家电影院，大多数青年劳动力都在

外从事拉面产业。

化隆县的“蝶变”同时也影响了周边区

县。海东市地方品牌产业培育促进局的数

据显示，截至 2023年 12月底，海东市开拉

面店总户数达 2.83万户，从业人员 16.84万
人，累计实现经营性收入 160.26亿元、利润

55.55亿元、从业人员工资性收入61.89亿元。

拉面已成为当地富民工程的一块“金

字招牌”。如今的化隆县更流传着脍炙人口

的“顺口溜”——化隆老百姓靠着一碗面挣

了票子，育了孩子，换了脑子，练了胆子，拓

了路子，演绎现实版的“五子登科”。

“亲帮亲、邻帮邻”走出去

在陌生城市开小店，马顺庆一家人的

底气与信心从何而来？无论是“亲帮亲、邻

帮邻”的环境氛围，还是化隆县政府为他们

解决贷款开店、帮他们脱贫致富的决心，这

些都成为他们愿意“出来闯闯”的动力。

自古以来，当地就有吃面食的传统。

2012年，考古人员在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

土族自治县的喇家遗址发现了 4000 年前

的面条，这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

古老的面条。

趁着生意闲暇时，马顺庆掐着指头算

了一笔账。一碗牛肉面的售价为 10 元；一

斤牛肉将近 40 元；菜籽油价格每桶原为

220元，如今价格回落至 170 元；大豆油相

对较为便宜，一桶为 150 元；面粉从 120
元降至 90 元。平均下来，马顺庆的小店

一天的营业额为 1500 元，毛利润约 35%。

换句话说，经过一天辛劳，马顺庆一家能

赚 500元。

1987 年出生的化隆小伙高文才也在

无锡开了一家拉面店。这家拉面店外观不

算起眼，狭长的经营空间内，能容纳 20 多
人就餐。

一到饭点，这家小饭馆的生意就像刚

出锅的面条一样，热气腾腾。

来自甘都街村的高文才兄弟三人都在

经营牛肉拉面店。因为生意做得好，他们带

着更多亲朋好友走出来。“村里已经有很多

户来无锡开拉面店，他们生意好，我们才有

信心来！”高文才说。

当初，高文才家只有几亩小麦地。兄弟

三人正长身体，饭量大，家人只能出去向邻

里亲朋借粮度日。

2003 年前后，高文才发现，在贵阳开

拉面店的村民回村后都盖了新房，新买的

桑塔纳小汽车开进村子，村民们很是羡慕。

于是，高文才花了 253 元坐火车来到

无锡。在那里，他的堂兄弟经营着 30 多平

方米的拉面店，已在当地站稳脚跟。

学习了 3 个月手艺，高文才让家里把

拖拉机卖了 3000元，加上跟亲戚借的 5000
元，“咬咬牙”租下一间 50 平方米的小门

面，开了一家拉面店。

仅仅一年零 3 个月，高文才就还清欠

款。“只有老乡或者亲戚介绍，我们才感觉放

心。”高文才回忆，他曾在苏州经老乡转让开

过一家牛肉拉面店，当时转让费就 6万元。

这些年，高文才的拉面店生意逐渐红

火，他还攒下钱在无锡买了房，把孩子们

接到无锡上学。他在甘都街村的老宅装修

一新，豪华的沙发摆放在客厅里，家里油

亮的木地板与天花板上的花纹遥相呼应。

大院里停着的那辆白色宝马越野车，是他

们“身份的象征”。

“拉面护照”和“通关文牒”

“拉面护照”是很多化隆人记忆中不可

磨灭的记忆。2003 年前后，化隆政府为鼓

励老乡们走出去，为开拉面店的老乡们颁

发“拉面护照”和“通关文牒”。“拉面护照”

其实就是经营许可证。由于充分考虑到拉

面人四处奔波、极难长时间在固定场所经营

的情况，化隆县工商部门在这张经营许可证

的经营场所栏中填写的是“国内流通”。

拉面店主马真回忆，他拿着这张证件

走南闯北，很多时候，各地政府工作人员也

不清楚什么叫做“国内流通”。现实中，“通

关文牒”却起了大作用。

这份文件其实是时任县长马吉孝起草

的一份证明。证明上写着：恳切希望全国各

地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勤劳、勇敢、贫困

的化隆人民给予优惠和照顾，并真诚地感

谢您的关心和支持。

在证明结尾处，化隆县委县政府、公

安、就业、计生、扶贫、民政、教育、林草等 8
个部门的公章，赫然在列。

马真表示，各地的工商人员拿着经营

许可证询问情况时，他总会将“通关文牒”

拿给他们看。一时间，这些工作人员都会很

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小店，证明文件上

竟需要 8个单位的公章。

“有了这两样宝贝，沟通起来基本上

没什么困难，我们还会受到一些照顾。”

马真说。

尽管现在“通关文牒”“拉面护照”早已

停发，但对于前两代拉面人来说那是他们

出去闯荡时一辈子难忘的记忆。

在化隆县政府有一个部门叫做地方品

牌产业培育促进局（以下简称“品牌局”）。

单位的职责就是，通过设立驻外拉面经济

服务办等多种方式，帮助化隆人在所在地

进行拉面创业，帮他们排忧解难。

化隆县品牌局副局长马春云告诉记

者，最高峰时，全国有 60 多个城市设有他

们的办事处。如今，他们依旧在上海、苏州、

无锡等 45 个城市设有办事处。目前，他们

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 18个流动党支部，外

出务工流动党员达到 739 人。

化隆拉面人多数是少数民族同胞，最

初几年，其中很多人不会写汉字，甚至不

识字。出门在外，这些拉面人少不了和所

在地城管、市场监管、工商等部门工作人

员打交道。

为了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提高大

家对化隆人的印象，办事处发挥了重要作

用。他们时常背着一个公文包，包里揣一个

公章，来往于各拉面店之间，为店主们检查

合同上的文字与事实是否相符，积极宣传

当地政策。

回报家乡

拉面人韩光远逐渐将目光瞄向调料与

农产品生产方向，他的产业几乎覆盖了整

个拉面产业链。1997 年退役后，韩光远跟

着表兄弟来到广州。

一开始，他把店选址在机场附近，因为

那里人流量大。而他发现，20 斤拉面调料

能卖 360元，“食材利润远高于拉面利润”。

他从源头市场购买调料后，在中央厨

房内进行加工，然后再配送到各门店。“中

央厨房”能保证食材的口味统一。随着珠三

角拉面店数量攀升，他的业务逐渐增多，拓

展至深圳等地。

11年前，韩光远再次作出让人意想不

到的决定——回乡创业。目前，他手中有多

个青藏高原农产品系列品牌。他的公司一

年生产粮油 3000 吨左右，特色农产品 300

吨左右。

化隆县提供的 2023 年的数据显示，

化隆县“拉面人”返乡创办的企业有 473
家 ，吸 纳 就 业 7091 人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16.54 亿元，利润 5.73 亿元，务工人员年收

入 3.19亿元。

众所周知，拉面产业撬动了当地的一

二三产融合发展，也带动青海的牛羊养殖、

小麦油菜种植、电商平台、仓储物流配送等

20多个行业。

在化隆县，很多村庄因为村民外出务

工开拉面店，成为空心村。

1984 年出生的韩君是化隆县甘都镇

东一村党支部书记。2021 年 1 月上任以

来，他主要工作就是鼓励一些经济困难

的家庭走出去从事拉面行业，以此改善

家庭经济。

村里的 90 后小伙马福清家中经济状

况一直不好。韩君发现，马福清非常愿意吃

苦，就鼓励小伙子出去闯一闯。但对马福清

来说，资金成了最大难题。考虑到马福清家

庭的实际情况，当地的银行审批贷款存在

一些麻烦。

让马福清没想到的是，韩君当机立断，

拿出村支书的任命书找到银行。“我用村支

书的身份，给马福清担保，如果他还不上

钱，就我还！”

在韩君的担保下，马福清第一笔启动

资金 5万元到位。很快，马福清青海牛肉拉

面店在广州开业。没让韩君失望，贷款不到

一年就还清了。如今，马福清在广州的拉面

店更大了，生意更好了。他始终没有忘记韩

君的帮助，时常发微信向韩君汇报拉面店

的进展。

37 岁的马二不都也是坚持返乡的拉

面人。他善于学习，在浙江开过店的他，能

说一口流利的浙江话。如今，他回村成为群

科镇滩北村党支部书记。

2015年，马二不都成立种植养殖专业

合作社，开始养殖牛羊。当时还有 24 户较

为困难的家庭，成为最早“入伙”的那批人。

24 户、共 77 人、每年 10%的分红……参与

合作社后，这些困难群众每人都能拿到分

红 5000 元。靠着帮助村民致富增收，马二

不都收获了大家的信任。

路在脚下

今年 38 岁的韩玉良是化隆县远近闻

名的企业家。企业供应菜籽油、拉面汤料

等产品。

从 2002 年跟着哥哥前往上海打拼开

始，韩玉良辗转宁波、内蒙古多地，走南闯

北的他更加坚定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

牌。后来，他在北京与朋友合伙开设连锁拉

面店品牌——西北楼。

如今，他的拉面连锁店已有近百家，共

雇佣了近千名员工。

经历新冠疫情，韩玉良开始转型，他

将目光瞄准调味品制作。“开一家拉面店，

熬汤是关键。”以前开店，拉面人像抓中药

一样，拿着配方单子去调料批发市场买调

料。花椒、胡椒、草果等 20余种调料缺一

不可。有时候调料卖光了，他们还要去更

远的地方购买。

为什么不直接制作现成调料包装好售

卖？说干就干，韩玉良将工厂设在青海省

海东市平安区。

其实，每个化隆的夫妻店、家庭店

店主心中都有一个品牌梦。2020 年，拉

面产业被资本盯上，很多投资人涌入面

食赛道，融资热潮在 2021 年年底到了高

潮。一时之间，夫妻店和品牌连锁店，

谁更具有抗压性，也成为拉面人热烈争

论的话题。

面对资本的冲击，更多像马顺庆这

样的拉面人还是充满信心。他认为，当

不可控因素来临时，连锁店、品牌店

会因高昂的房租与用工成本支撑不住。

而夫妻店则几乎没有用工成本，相对来

说房租也较为便宜，甚至可以不怕吃苦

坚持 24 小时营业，夫妻店有更强的抗

压性。“比如疫情之后，活下来的大多

是夫妻店。”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连锁店有更大的

规模，更好的品牌效应与卫生环境。在同

样的情况下，能卖出更高的客单价，以及

吸引更多的顾客。这本身就抵消了一部分

本应面临的风险。连锁店背后还有伙伴或

品牌支撑，有着更大的资金支持。

“压力越大，风险越高，获得的利润

也会随之上涨。”对于宁夏社会科学院民

族研究所专家保宏彪来说，他很看重这

批开拉面小店的年轻人。一般来说，去

往东南沿海或其他地方出差的少数民族

同胞，基本还是坚持吃青海人开的拉面

馆。“这些年轻人包容、坚韧、勤劳，希

望他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全

球化分工、产业链协作过程中，发挥更

积极的作用。”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

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杨秋月认为，

化隆的拉面生意，是“同乡同业”的典型

代表，即老乡之间依靠社会网络 （亲缘、

地缘等），“一人带一姓、一姓带一镇、一

镇带一县”，垄断某一类生意的社会现

象。“同乡同业”对于促进城乡流动、农

民致富都有积极作用，但也面临新形势下

的新挑战。幸运的是，化隆县政府早早关

注到这个问题，从品牌打造、政府背书、

政策支持、人才回流等方面，探索“人、

乡、业”相融的“本土现代性”发展模

式，厚植产业生态土壤，为乡村振兴和城

乡融合发展提供了一种“化隆方案”。

现实版“五子登科”在青海拉面小城上演

团河北省石家
庄市裕华区委以青
年发展友好型城区
建设为统揽，以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
为工作主线，坚持
联系青年、服务青
年、引领青年，积极
推动裕华区委、区
政府出台《石家庄

市裕华区创建“青年发展友好型城区”
试点实施方案》，高质量召开第六次青
年工作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在青年
思想道德、教育、健康、文化体育、就业
创业等领域出台惠青政策30余项；编
制完成《裕华区青年发展政策汇编》，
定期更新完善，为青年发展创造良好
的政策环境；实施青年友好影院青年
特惠观影、青年人才绿卡服务联盟、免
费追光青年自习室等实事项目 20 余
个；打造青年友好书店、青年友好公
园、青年友好街区、青年友好社区等多
个青年友好场景。未来，团裕华区委将
通过打造和完善“城市青年合伙人”工
作项目，组织化联系、开放式吸纳辖区
有为青年成为“城市青年合伙人”，组
建青年志愿服务队，激发有为青年参
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努力实现城市发
展与青年有为的“双向奔赴”。

大学生进社

区教小朋友创作

非遗烙画。

董依晴/摄

团黑龙江省大
兴安岭地区漠河市
委始终以“心向党
中央 青春献北疆”
为主旨，坚持“党建
带团建”工作机制，
开展“乡村振兴·青
春建功”行动，举办

“青耘中国·秋收硕
果”青年公益直播
助农活动 3 场；开

展全国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大
国边疆 青春聚力”专项活动，为 230
余名高素质人才与本地乡村和企业搭
建沟通桥梁；全力打造“近悦远来”青
年友好型城市，组建“青春相约·缘聚
北极”青年交友联盟，通过联谊交友、
青年趣味运动会、青年干部素质拓展
等活动吸引了 540 名单身青年参与；
提供涉及文化、体育、科普等类型“青
年友好型场馆”3 处；打造“快递小哥
青春驿站”2处；持续巩固共青团“金秋
助学”希望工程品牌活动成果，举办

“奉献爱心 助梦飞翔”漠河市共青团
“金秋助学”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帮扶
贫困青少年227人。

团河北省石家庄市裕

华区委书记 刘文婷

团 黑 龙 江 省 大 兴

安 岭 地 区 漠 河 市

委书记 王天宇

化隆人开的拉面小店遍布全国各地。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