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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创新创业视域下饮食类非遗技艺传承创新个案研究
——以崇左酸粥为例

滕 菲，韦诗怡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崇左 532200

【摘要】通过对广西崇左酸粥的个案分析，阐述边境城市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挖掘崇左酸

粥非遗技艺传承的价值。通过分析崇左酸粥的工艺改良及产品开发案例，探讨以创新为动力，崇左酸粥非遗技艺的保护和产业

发展策略：加大政策扶持，完善非遗技艺传人培养模式，增加产业资金投入。在此基础上提出崇左酸粥创新创业的发展路径：

依托地区优势和乡村振兴的新局面，抓住文旅产业复苏良好时机，改良崇左酸粥生产工艺，鼓励相关企业经营者到外地创业推

广崇左酸粥，开发创新型崇左酸粥衍生食品，打造崇左旅游伴手礼品牌，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提升大众对崇左酸粥的认可程度，

推动崇左酸粥生产性保护，创新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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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前，我国在饮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

称“非遗”）方面的民俗学研究累积了深厚的基础，随

着近几年来饮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增加，对饮食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途径的研究也有所侧重。

广西崇左市是壮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

边境市之一。崇左酸粥是一种具有壮族特色的地方风味

食品，具有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资源、边境文旅资源的开

发价值，但传统酸粥的风味特殊，受众面较小，作为地

方特色小吃推广存在一定难度，影响了这一饮食类非遗

传统技艺的保护与传承。本文以广西崇左酸粥为例，通

过查阅资料，实地考察了解当前崇左酸粥非遗传统技艺

保护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依托高校资源，了解研究崇

左酸粥的工艺创新和产品开发情况；合理利用崇左市边

境文化和旅游优势，探索边境创新创业视域下饮食类非

遗技艺传承和发展路径。

1 崇左酸粥非遗传统技艺保护的现状与面临的问题

1.1 酸粥传统技艺及其保护现状

崇左酸粥产业主要分布在崇左市江州区、扶绥县、

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等多个县，生产工艺基本相

同，相关菜肴各具特色，经营方式以家庭小作坊和餐厅

为主，市区内大部分经营酸粥菜肴的餐厅已实现标准化

厨房 [1]。通过访问非遗传统技艺传人了解到，崇左酸粥

是一种以大米为原料制成的发酵类食品，传统制作工艺

选用发酵中期的酸粥作为“菌种”，熟米饭冷却后放入

经高温消毒的洁净陶缸中，加入种、矿泉水混合，陶缸

加盖放置到阴凉处发酵至 10 ～ 20 天风味最佳。传统崇

左酸粥“菌种”保存方法：定期向发酵缸中添加新的冷

米饭给微生物提供养分。崇左酸粥非直接食用的食品，

通常经加热加工作为配料、蘸料用于菜肴的制作，如：

酸粥鱼、酸粥猪肚、虾卷蘸酸粥等，食用方法多样。其

中，扶绥壮族酸粥经检测：蛋白质 2.6g/100g；碳水化合

物 18.8g/100g；脂肪 0g/100g；烟酸 1570μg/100g；钙

6.2mg/100g；铁 1.5mg/100g；黄曲霉毒素 B1 未检出，由

此可知，规范生产的扶绥壮族酸粥是一种营养安全的食

品。2014 年，崇左市扶绥壮族酸粥入选第五批广西壮族

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18 年 10 月酸粥制

作培训班在扶绥县举办，进一步促进了酸粥传统技艺的

保护和传承 [2]。目前，崇左酸粥已多次经媒体报道、网

络宣传为人所知。

1.2 崇左酸粥非遗技艺传承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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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崇左酸粥具有强烈的酸馊味，其中有细小的线

虫蠕动，与当地居民交流得知此为酸粥的正常情况，经

加工食用后无身体不适。截至目前，崇左酸粥虽无相关

食品安全事故的报道，但特殊的风味和外观使得未食过

崇左酸粥的人们很难接受，部分规模较小的家庭作坊的

卫生条件不好，生产工艺粗放，而大米发酵食品存在被

黄曲霉毒素、米酵菌酸等致病菌毒素污染的食品安全风

险，更限制了崇左酸粥的推广。当下，崇左酸粥以手工

制作为主，未实现大批量生产，收益不高，贮存和运输

困难，产业主要集中在广西崇左市及其周边市县，产品

局限于餐饮行业堂食销售，无相关旅游伴手礼产品，在

全国受众小。加上大量现代餐饮行业对传统餐饮行业的

冲击，使得饮食类非遗在市场化的语境中传承难度大，

限制了崇左酸粥的生产性保护 [3]。

2 崇左酸粥的工艺改良及产品开发案例

广西理工职业技术学院烹饪专业带头人雷鸣带领团

队研究崇左酸粥的工艺改良取得一定成果：优化生产卫

生条件，控制发酵条件，优化贮藏方式，保障发酵食品

安全，减少酸粥酸馊味的刺激性，延长保存期；开发崇

左酸粥创新型产品，如：调味酱料、酸粥布丁、酸粥饮

品等，参考大众口味进行调味加工，经高温消毒，选用

玻璃瓶或旋盖吸嘴自立袋包装，方便储存和运输，使产

品实现拆封即食，利于产品推广，为打造具有崇左特色

的文化旅游伴手礼产品奠定基础，相关产品在广西双创

大赛高职组中获得银奖 1项、铜奖 1项；发明实用新型

专利：《一种新型大米发酵装置》[4]，为以后崇左酸粥

实现批量生产打下基础。

3 崇左酸粥非遗技艺传承的价值

3.1 边境文化旅游产业价值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是我国重要的边境城市之一，

与越南相邻，面向东盟，自然环境优美，2021 年外贸进

出口总额 2127.11 亿元 [5]。2022 年 12 月自治区政府印

发《关于支持崇左市建设国际边关风情旅游目的地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关于“开发边关特色旅

游产品”，“推进旅游与多产业融合发展”对推进边境

文旅产业发展，推动崇左酸粥产业链的创新发展，辐射

乡村振兴都具有积极意义，同时“落实国家文化和旅游

高质量发展要求”也给边境创新创业带来新的挑战 [6]。

2023 年 6 月广西 •凭祥中越边关旅游节开幕，来自国内

甘肃、江苏、黑龙江等地和越南、老挝等东盟国家代表、

嘉宾及客商一同参加开幕式 [7]。进一步提高了崇左市在

全国和部分东盟国家的知名度，为推进边境创新创业带

来更好的条件。广西崇左市拥有德天跨国瀑布、龙州连

城要塞、凭祥友谊关等著名边关风景区，近几年来随着

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管理规范化，旅游项目多样化，国

内外客流量较大，2023 年上半年仅崇左市大新县共接待

游客 388.06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 34.39 亿元 [8]。崇

左市各景区周边配套的餐饮服务、边关商品购物等设施

为崇左酸粥创新型产品搭建良好的市场平台和宣传渠道。

目前崇左市旅游特产商店销售的崇左（含边境）特色食

品包括沙糕、槟榔粉、越南绿豆糕等，无崇左酸粥相关

伴手礼食品，由此可见，崇左酸粥伴手礼产品的开发具

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3.2 民族文化繁荣发展价值

广西是少数民族人口以壮族为主，多民族混居的省

份，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团结进步，本土文化

具有显著的南方少数民族特征，其中在饮食方面喜爱食

酸，擅长制作各种米类食品，食材广泛。崇左市是壮族

文明的发源地（古骆越国）之一，崇左酸粥作为壮族饮

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制作工艺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具

有作为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保护的重要价值 [9]。近年来，

我国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意见》中支持大新明仕

旅游度假区、天等都康田园景区等一批乡村生态旅游项

目，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良性发展，具

体可将崇左酸粥的创新产品融入到乡村生态旅游项目、

壮族文化旅游项目中，不仅向广大游客展示了广西壮族

特色饮食文化，还能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增加当地农民

收入，助力乡村振兴，对民族文化繁荣具有积极意义。

4 饮食类非遗技艺传承和发展路径

4.1 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目前崇左酸粥非遗传统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得到政府

支持，媒体积极宣传等帮助。下一步可制定相关政策：

产品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组织专家拟定地方标准，规

范崇左酸粥生产，从而保证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鼓励

经营者到外地创业推广崇左酸粥；招商引资助力崇左酸

粥产品与文旅产业有机结合，打造崇左旅游名片。增加

资金投入完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资金主要用于崇左酸

粥非遗技艺传人培养 [10]；大批量规范化生产车间建设；

崇左酸粥创新产品研发与生产，崇左饮食类非遗的宣传

和推广等。依托互联网 +更好地宣传和推广崇左酸粥等

非遗美食，如：电商直播带货，物联网生产管理和物流

支持，美食视频宣传，崇左特产网上商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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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非遗技艺传承人的培养

政、校、企合作培养饮食类非遗技艺人才，合作编

著非遗技艺教材和拟定人才培养计划。增强非遗技艺传

人的责任意识和文化素养，组织非遗技艺传人研修进一

步提升自身水平，建设非遗技艺大师工作室，完善非遗

技艺传帮带模式，鼓励非遗技艺传人宣传讲学饮食类非

遗技艺，举办非遗进校园活动，增强当代青年学生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4.3 助力乡村振兴

崇左酸粥的生产目前以家庭作坊手工制作为主，产

品质量不稳定，规模小收益不高，若实现大规模规范化

生产，可集中采购原料，集中加工，统一供应，降低生

产成本的同时利于质量控制，生产、运输、销售和管理

需要大量人力，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崇左酸粥大规模

生产需用到大量优质大米，在产品推广同时对原料产地

进行宣传，可提高原产地大米的品牌知名度，双管齐下

增加粮食种植户的收入 [11]。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中增

加非遗传统技艺培训和创新产品的制作工艺培训，实现

崇左市饮食类非遗技艺的传承，农民工在掌握非遗技艺

的同时增强了自身就业竞争力，提升创业能力。

4.4 开发崇左酸粥新产品和新创业模式

经营传统崇左酸粥产品的餐厅主要分布在崇左本地，

而在广西其他地区经营酸粥的门店几乎没有，外地的人

们对崇左酸粥的认识主要来源媒体报道和网络视频，在

日常生活中很难接触到崇左酸粥，使得崇左酸粥在全国

的知名度并不高。实现崇左酸粥的生产性保护，需要走

出去。

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里经营东南亚菜肴的餐饮行

业数量增多，如越南鸡肉粉、水果捞在广西街头也比较

常见。崇左酸粥可利用好边境地区优势，在保证产品质

量前提下，鼓励经营者在崇左以外的国内城市、延边东

南亚国家城市的商圈、居民小区附近等位置开设餐厅，

推出更适合大众口味的崇左酸粥相关菜肴、小吃，提高

大众对崇左酸粥的认知度；还可参考桂林米粉、梧州龟

苓膏等地方特色非遗美食经营模式，通过校企合作开发

崇左酸粥创新衍生产品，如调味酱料、腌渍食品、零食等，

并实现规范化，产业化生产，经旅游特产店、超市、电

商等渠道销售，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非遗食品品牌。同时，

抓住我国文旅产业复苏和崇左建设国际边关风情旅游目

的地的良好契机，将崇左酸粥与本地旅游项目、餐饮行

业结合起来，推出壮乡迎宾宴、壮乡风味小吃、伴手礼

等产品，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体会广西崇左非遗饮食

文化的魅力。

5 结束语

总之，通过依托区位优势，以及乡村振兴政策的带

动下，抓住文旅产业复苏良好时机，改良崇左酸粥生产

工艺，鼓励相关企业经营者到外地创业推广崇左酸粥，

开发创新型崇左酸粥衍生食品，打造崇左旅游伴手礼品

牌，通过线上线下销售，提升大众对崇左酸粥的认可程度，

推动崇左酸粥生产性保护，实现传统文化的保留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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