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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陟油茶：风采犹在须突围

本报记者 高新忠

“油茶来啰。”随着一声吆喝，店家从一把包着棕色皮

革的大肚长嘴茶壶里，缓缓倒出一茶碗粥，粥香四溢。 这

粥， 就是发端于武陟的风味小吃———武陟油茶。 武陟油

茶，是以由小麦面粉、花生米、芝麻、食用油等为原料，经

特殊工艺制作而成。

武陟油茶历史悠久。据资料记载，武陟油茶在秦时称

甘醪膏汤，汉称膏汤枳壳茶，宋元时也称“茶粥”，明清之

后，“武陟油茶”之名遂定。史载：楚汉之争，汉高祖刘邦受

伤，西至武陟，食之伤愈体健，遂封为宫廷御膳。唐代著名

诗人李商隐食后，曾为油茶赋“芳香滋补味津津，一瓯冲

出安昌春”的诗句。 宋代陆游诗云：“世人个个学长年，不

悟长年在目前，我得宛丘平易法，只将食粥改神仙。”宋代

苏轼称武陟油茶“储备饥甚，吴子野劝食……云能推陈致

新，利鬲益胃，粥后一觉，妙不可言。 ”清代许衡赞曰：“胜

于膏梁，则固从当知者，存余夜气，不复强以责人也。 ”

清代雍正皇帝视察黄河筑坝期间， 武陟县令吴世禄

曾进贡油茶。雍正食之大喜，称“武陟油茶润如酥，山珍海

味难媲美”，并传旨广开油茶馆。武陟油茶由此盛名远扬。

此后，很多武陟人背着油茶壶，以此在外谋生，甘肃、新疆

等地均有武陟人经营油茶，顶峰时有万人之余。

源远流长、声名远播的武陟油茶，既是武陟人的一种

谋生手段，也是当地一种独特的饮食文化。 但是，时至今

日，记者来到武陟县城，走街串巷踏寻，那种背着油茶壶

沿街叫卖的景象却难觅踪影。街边早市的饮食摊点上，间

或有卖油茶的， 更多的则是摆在超市货架上各式各样包

装的武陟油茶。

规模生产显山露水

“武陟油茶的产业发展虽然起起落落，几经兴衰，但

现在已发展到

9

家油茶生产企业。可以说，规模生产已初

露端倪。 ”说起武陟油茶企业的发展历程，我省首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 《武陟油茶制作技艺》 传承人郭宏禄感慨颇

多。

今年

67

岁的郭宏禄是武怀食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

据他介绍，

1997

年，对武陟油茶来说十分重要。 当时，武

陟油茶生产企业一度不振， 并由巅峰的

7

家到只剩下一

家国营企业且处在半停产状态， 武陟油茶的作坊式批量

生产面临绝迹，大量来自陕西的油茶充斥着河南市场。

在此背景下， 家族世代相传油茶制作工艺的郭宏禄

萌生了创办油茶企业的想法。“当年的武陟油茶还是有市

场的， 就是因为武陟县几家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

满足不了市场需求，才会被逐渐淘汰。”郭宏禄说，企业开

办之初，只是一个投资

5000

元、有

6

个工人的手工小作

坊。

为了能在油茶市场迅速站稳脚跟，抢占市场份额，郭

宏禄在保持传统工艺不变、质量第一的前提下，在油茶口

味上寻求突破。 经过反复研究、摸索，他不仅解决了以往

油茶不能速溶的难题， 同时开发出了

3

个系列几十种不

同口味的武陟油茶， 有适合山西市场的咸， 适合江南的

甜，适合四川、山西的辣等，其产品也逐渐占领了市场。

如今，武怀食品有限公司已由最初的手工小作坊，成

长为员工

100

余人、日产油茶

2~3

吨的企业，生产总量

占全县武陟油茶的

60%

以上，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此

外，该公司的武陟油茶还进驻了河南丹尼斯、平顶山九头

崖、郑州华联、许昌胖东来等全省知名大型超市，并在国

内受到不少消费者的喜爱，同时还远销东南亚。 目前，该

公司新研制的怀山药油茶配方及制备方法正在申报国家

专利。

小店恪守祖传秘方

与规模经营不同，《武陟油茶制作技艺》 的另一位传

承人古天德，则坚守独家小店经营。记者走进古天德的油

茶店，虽然没有见到记忆中的油茶壶，但络绎不绝的食客

仍表明了武陟油茶在食客心中的地位。 古天德说：“因为

自己店里的油茶选料考究，注重火候，配料精确，讲究营

养均衡，深得食客的喜爱。 除了本地人，经常有来自周边

省市的游客，说是来这里品尝正宗的武陟油茶。 ”

今年

69

岁的古天德是武陟县龙源镇万花村人，自幼

随从祖父古维学、父亲古三桂学习油茶的制作与加工，家

族传承制作油茶已有

300

多年历史。 他制作的油茶芳

香可口，浓而不腻，风味独特。

1993

年

7

月，古家荣获焦

作地区风味小吃一等奖。为了使油茶能够世代传承下去，

古天德在继承传统配料制作的基础上， 潜心研究油茶的

配方和制作，使油茶既符合快餐的特点，又能达到营养全

面的目的。

现在，古天德已算是“功德圆满”，油茶店由四女儿古

静和四女婿吴斌接手经营。 他们完整传承了古家的油茶

制作手艺。 “现在一天下来光油茶能卖十几锅，爱喝油茶

的还是大有人在。 ”古天德说，近些年，不时会有北京、驻

马店、焦作等地的客人到家里来请他出山，到外地开油茶

店， 或是出高价购买他的独家配方， 但都被他婉言拒绝

了。 古天德认为，要保持自家油茶配方的正宗，制作技艺

就不能外传。

产业突破尚需谋划

武陟油茶，这一传承千百年的风味小吃，至今仍是许

多食客喜爱的饮食， 市场前景看好。 据业内人士的市场

调查显示， 仅以武陟油茶曾经风行的甘肃、 新疆等地市

场测算， 其市场规模不下数亿元， 河南本地市场仍有很

大潜力， 而目前武陟油茶产业的全部年产值也不到一亿

元。

市场空间如此之大， 怎样用好武陟油茶这一金字招

牌，做大武陟油茶产业，已成为武陟油茶经营者思考的问

题。“想要让武陟油茶实现真正的规模生产，做大市场，只

能调整产品结构，上档升级。 ”郭宏禄说起武陟油茶的未

来充满信心：“传承不会断， 但我要让武陟油茶在我们这

一代的手中再放异彩。 ”

为了提高制作工艺，对抗当前的原料、工费上涨等不

利因素，郭宏禄从

3

年前就开始到全国各地考察设备。最

近， 他已经和我市的永盛面粉机械厂合作， 投资十几万

元，制作更适合企业规模生产油茶的设备。 “除了企业的

自主创新，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郭宏

禄说，建议在政府的支持下，尽快成立武陟县油茶协会。

有了统一的组织，大家就能够聚在一起，为武陟油茶的传

承、兴旺献计献策。

做大武陟油茶产业，古天德一家也有新打算。古天德

说，油茶铺也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自己的女儿女婿正在

筹划，将利用这一优势开武陟油茶连锁店。 目前，在焦作

物色的一家店面正在准备当中。 他们想借鉴逍遥镇胡辣

汤、沙县小吃等知名地方小吃的成功经营经验，为武陟油

茶的传承、推广尽一分力。

“做大武陟油茶产业，一是要有长远眼光，质量不能

含糊，要让顾客买到食用方便、美味可口的商品，做到薄

利多销。二是在宣传上要舍得投资，让更多的人了解武陟

油茶，逐步扩大市场影响，才能使武陟油茶做大做强。”一

位关注武陟油茶发展的专业人士这样说。看来，做大武陟

油茶产业大有希望，但任重道远，仍需各方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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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中原，最焦作。 这是作为焦作特色文化“草根

专家”的宋宝塘，为深浸着文化基因的老产业指出的

新路。

但转而又言，宋宝塘却又感慨：“发展文化产业，

不可一蹴而就， 需要一种对特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入

开发的持续力。 ”老宋这话，让笔者想起豫东农村的

一句老话：“‘麦秸火’只能摊煎饼。”“麦秸火”是指干

燥易燃的麦秸秆燃烧得很快，但是熄灭的也快，虽容

易掌握火候，却也因此缺乏后劲。

因“老”得益，因“老”而困。这恐怕是所有地方老特产

的鲜明特征，我市存在着的这些传统特色产业，概莫

能外。 “要把一流的文化资源，做成一流的产业和一

流的品牌，需要保持挖掘、包装、宣传特色文化内涵

的持续性。”老宋说，我市文化特产资源丰富，有闻名

海内外的绞胎瓷、全国仅有的四大怀药、独具特色的

闹汤驴肉等诸多特色产业，但相关产业的开发却很不够。

对于此次“新经济视角下焦作特产如何转型”的

系列报道，老宋也有话要说。 前些年，焦作日报也曾

拿出大量的版面对我市特产进行过报道， 开展了诸

如“怀药文化寻踪探源”、“遗落他乡的怀商痕迹” 等

系列活动，但更多是偏重于理论研究，是对焦作文化

资源进行的盘点。 此次推出的关于焦作特产转型的

报道，与焦作实际相结合，更侧重于企业、行业及产

业的发展，更具指导意义。

众多老产业以其秘不外传的配方、制作工艺，深

厚的历史积淀，以及始终如一的纯粹口味、文化内涵

而吸引着顾客，这些既是它们的优点，也成为它们发

展的瓶颈。 故而，尽管我市特产星罗棋布，但由于产

业集聚度不高等问题的存在，小作坊、小加工厂、小

经营户占绝大多数， 并没能对地方经济及社会发展

产生应有的拉动作用。

据了解，针对焦作特色产业“小而散”、“小而全”

的问题， 几年前就有行业中人设想通过建立专业市

场或文化产业园区把资源整合起来， 但苦于缺少资

金，成效并不明显。

这是否意味着，只要解决了“钱从哪里来”，特色

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就水到渠成了呢？

9

月

13

日，“鑫

珠春杯” 焦作市喜迎十八大民间工艺作品展在河南

煤化焦煤集团鑫珠春公司开展。 元昊绞胎瓷艺术有

限公司董事长许小平， 携自己得意的绞胎瓷作品参

展，并获金奖。

长期执着于绞胎瓷复兴的许小平认为， 特色产

业做不大，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企业彼此间缺乏协

作精神，产业源动办不足。 “通过参加此次具有较高

艺术价值，和浓厚焦作本土特色的展示，目的就是要

形成绞胎瓷产业的持续宣传， 让更多人了解绞胎瓷， 关注支持绞胎瓷产业发

展。”许小平说，我市很多特色产品目前还局限在艺术品的范畴，主要作为礼品

赠送，因为市场面非常窄，还做不成产业。为此，元昊绞胎瓷目前采取的经营策

略就是走出去，拓展香港、等国外市场。

特色产业转型发展，个人力量微不足道。 这已是行业中人的一致共识。 对

此，有业内人士建议，文化产业离不开政府的推动，政府的扶持工作重点，应是

为企业发展搭建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培育整个文化产业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强特色产业规划，营造特色产业发展氛围。

行业传真

市中小企业流资过渡基金成立

首批三家企业受益

������

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日前，由我市工业投资集团承办的焦作市

中小企业流资过渡基金

5000

万元投放到淼雨饮品、思可达、卓立烫印等三

家上市后备企业，这标志着焦作市中小企业流资过渡基金正式成立。

市中小企业流资过渡基金是市政府根据当前经济形势， 为缓解中

小企业“先还后贷”空档期的临时性资金需求，作出的重大举措。过渡基

金由市发改委、 金融办等

7

个部门组成管理委员会， 并联合制订下发

《焦作市中小企业流资过渡基金实施方案》。按照要求，由市工业投资集

团负责首期

5000

万元资金的筹措和日常运行工作，为搞好试点，首批

支持企业范围确定为

2012

年度

30

强企业、

30

高企业和上市后备企

业。

据悉，根据中小企业流资过渡基金的快速周转使用特点，按照

20

天一个周期计算，预计每年可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近

10

亿元，这将为

我市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企业进出口有利好消息

我市将免收第四季度检验检疫费用

������

本报讯 （记者丰舒潍 通讯员冯社梅） 记者从焦作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获悉，为了促进外贸稳定增长，帮扶企业扩大进出口，该局将对今

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报检的所有出入境货物、 运输工具、集

装箱及其他法定检验检疫物免收出入境检验检疫费。

据了解，此次免收检验检验费的具体项目包括：货物及运输工具检

验检疫费、 货物及运输工具鉴定业务费、 安全监测及特殊检验项目收

费、考核注册、签发证（单）、查验审核费等多种费用。 其中，涉及我省行

政审批业务的有代理报检单位注册登记费、 入境皮张加工企业备案考

核费、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评审及证书费、出口商品质量许可证考核

注册费等；涉及原产地业务的有优惠原产地注册费、《亚太贸易协定》原

产地证签证费、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原产地证签证费、一般原产

地证签证费等。 此外，复验费、机械取制样费、标志（标记）成本费、封识

成本费、隔离场（圃）租用费、实验室检验项目和鉴定项目费等也在免收

之列。

对出入境人员预防接种和体检、出入境检疫处理、动物免疫接种工

作以及企事业单位承担与出入境检验检疫有关的商业性自愿委托检测

和鉴定，仍继续收费。

科霖达公司

成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

������

本报讯 （记者张璐） 近日，经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联席会

议审定，河南科霖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为“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

头企业”，这为企业进一步开阔市场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据悉，科霖达公司以“开发怀菊，造福人类”为己任，在武陟县、温县

等地建立怀菊基地

1000

多亩，通过基地加农户等方式，与农民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同时，科霖达公司又与河南理工大学、焦作大学、河南食品

研究所等科研院校合作，并投资

100

多万元，成立了焦作市怀菊花开发

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对怀菊资源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系统研究与

开发利用。 其中，科霖达公司研发生产的菊珍系列养生饮品，已申请国

家专利

4

项， 并被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评定为药食同源产品

和重点推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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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伟涛 通讯员

杨海南） 创立于

2009

年的焦作东

方海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不仅在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

实现产销两旺，逆市增长，而且还为

石墨制化工设备行业带来了期盼已

久的“标准化洗礼”，大大提升了整

体行业水平，拓展了市场容量。

刚刚成立不到三年的东方海

纳，何以创造如此奇迹？东方海纳董

事长刘晓庆一语中的：“企业之所以

能在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与我们

专注技术创新， 参与制定行业标准

密不可分。 ”

企业成立之初， 东方海纳通过

建设企业技术研发中心， 依托湖南

大学、 河南大学等高等院校进行产

学研合作，联合建立相关实验室，同

时聘请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担任技

术指导， 对石墨材料机械强度所有

指标进行检验和验证， 并取得了石

墨冷却器、碳化器、圆块式石墨换热

器等

6

项发明专利。 相关专家评估

后认为， 这些专利技术可以替代进

口的高价石墨换热器，与鞍钢、武钢

等国内大型钢企配套。

在东方海纳生产车间， 刘晓庆

指着像巨大蜂窝煤一样的石墨换热

器告诉记者，作为更新换代产品，石

墨换热器不仅成本低、更环保，其换

热效率还是原来不锈钢换热器的

5

倍。

作为一家集石墨制化工设备开

发、设计、制造、销售、维修、防腐施

工服务为一体的科技型技术企业，

东方海纳不但填补了河南省行业空

白，而且参与制定了石墨换热器、石

墨吸收器、石墨合成炉、石墨塔类设

备和其他类设备等

5

大系列

22

类

产品的行业（企业）标准，其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农药、医药、纺

织、食品、石油化工、三废处理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制定标准，有啥好处？ 刘晓庆说，由于原来的石墨换热器没

有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一旦企业设备出现故障，石墨组件无法

相互替换，只能更换整套设备。 以圆块孔式石墨换热器为例，实

行行业标准化后，可以只更换损坏的换热块，如此一来，不仅使

一台设备的使用年限从

2

年延长到了

8~10

年， 还使企业的维

修费用从

20

多万元降低到

5000

元，降低了企业成本。更重要的

是，企业设备维修周期大大缩短，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完成设备维

修，确保了生产的连续性。

“石墨换热器行业虽小，市场却大。 仅在我市工业集聚区内

的化工企业，其需求量就能突破亿元产值。”刘晓庆说，东方海纳

年产

3

万套石墨换热器及其制品项目完全达产后， 预计可实现

年销售收入

6.4

亿元。 下一步，东方海纳还将成立贸易公司，开

拓国际市场，并利用

3~5

年的时间，达到上市条件。

多氟多 LED照明产品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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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笠）

9

月

28

日，在焦作火车站广

场， 一场

LED

照明产品的技术推广盛宴正在进行，这

是由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照明产品发布

会举办的。

近年来，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技

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国际化”的发展路线，把对

“氟、锂、硅”的研究结合起来，围绕新能源产品制造、新

能源储存以及产品节能， 实现由传统行业向新能源产

业的华丽转身。为加快进军锂离子电池的步伐，加紧锂

电技术的开发和储备，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了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此次推出的“多

福登”

LED

照明产品集节能、耐用、通用三大特点与一

身， 具有超低功耗， 相同照明效果比传统光源节能

80%

以上；使用寿命可达

6~10

万小时，比传统光源寿

命长

10

倍以上； 多氟多生产的

LED

灯泡与传统的灯

泡尺寸口径一致，更换方便。

作为节能环保新能源，

LED

照明当前备受青睐。

据悉， 多氟多为发展新能源产业， 建设并投产了年产

2000

万盏半导体照明及

2

万㎡半导体显示项目，并先

后在市北环路和新园路进行试验和安装路灯， 起到了

示范工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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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河南裕华光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员工正在光伏太阳能玻璃生产线上认真操作。该公司位于博爱

县产业集聚区，是国家发改委立项扶持的唯一一家太阳能玻璃专业厂家。目前，该公司已经形成

1350

万平方米

光伏太阳能玻璃原片生产能力，总投资

5

亿元的

3000

万平方米增透膜太阳能电池封装玻璃项目年内可完工。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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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施工人员正在焦作鑫诚耐火材料集团年产

15

万吨特

种耐火材料项目建设工地搭建窑炉。 据悉， 该项目总投资

8

亿

元，主要建设

6

条自动化耐火材料生产线，自

2011

年

9

月开工

以来，目前主体厂房全部建成，并已有

2

条生产线点火投产。 项

目达标达产后，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2

亿元。

本报记者 李英俊 摄

产 经 视 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