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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兴安盟科右中旗科尔沁草原深处，草木
青青、枫枝细细，空气中弥漫着青草和枫叶的混
合香气，而远处则弥漫着沁人心脾的乳香。

经过一定的时间和适当的火候，醇香新鲜
的牛奶，变成圣洁纯净的奶制品，成为蒙古族饮
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的手工技艺，简单的配料加工，却在入
口瞬间成为最独特的兴安味道。

巴图查干奶制品的非遗项目体验。 赖志强 摄

技艺永流传
乳香存久远

经过两天的自然发酵，鲜奶已经凝结。兴安
盟图什业图亲王府传统奶制品制作工艺第四代传
承人、巴图查干奶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花拉点起
锅灶里的火，准备制作奶豆腐。

温火熬煮、反复揉搓、上模成形、冷却脱模
……花拉告诉笔者，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男孩从
小要学习放牧、打猎，女孩就要学习家务劳动，其中
制作奶制品就是必备技能之一。而成品的味道如
何，除了奶源的保证，全在火候和力道的掌握。

为了保证味道的正宗，花拉始终坚持纯手工
制作。

1969 年，花拉出生在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草
原，她的太奶奶曾是图什业图亲王府有名的奶食
品制作匠人。

“太奶奶跟奶奶说，蒙古族的奶制品制作手艺
必须要好好传承下去。”在太奶奶的谆谆教导下，
花拉从小就学习制作奶食品。

“经过自然发酵、搅拌、沉淀、烹制、定型、晾晒
等多道传统工序，十几斤牛奶才能制作成 1斤奶
豆腐。”花拉向笔者介绍着奶制品的珍贵。

“小时候就想，啥时候有钱了，我就开个奶制
品加工厂。”2012年，花拉开始筹建自己的奶制品
店。

2014年，花拉制作的奶制品在“中国兴安盟·
中俄蒙国际美食文化节”荣获特等奖。她终于迎
来实现梦想的春天。

2015 年，曾经 60平方米的小店发展成拥有
500平方米厂房的奶制品合作社。如今，已经可
以制作奶皮子、奶酪、黄油、乌日莫(奶油)、酸奶等
30余种奶制品。

“不管我挣不挣钱，一定要让图什业图亲王府
制作奶制品的手工艺传承下去，让我们芒来嘎查
的奶制品走出去。”带着当地牧民共同致富是花拉
一直以来的信念。花拉将嘎查及周边牧场的优质
黄牛牛奶收入合作社，并招聘牧民姐妹们进合作
社务工。“现在有十几个员工，她们月收入最多能
达到三四万元。”

10 年间，花拉的奶制品最高年销售额达到
500万元，并先后获得“中国名小吃”“中国金牌旅
游小吃”的荣誉称号；花拉个人也被评为“双学双
比”女能人和“诚实守信身边好人”。

2020年，花拉被评为兴安盟奶制品制作工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022 年，有 450多人来找我学习王府奶制
品制作工艺，我希望有更多喜欢奶制品制作的人
来学习，将这项工艺更好地传承下去。”花拉笑起
来，眼睛里像有星星在闪烁。

乳香飘万里
客从八方来

“小时候在家，爸爸负责制作奶茶，妈妈把煮
熟的牛奶上的奶皮捞起来，放到奶茶里，飘出的香
味深深留在了记忆里……”2020年，在央视联合
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中国手艺网共同推出的“把
非遗带回家”专场直播带货节目中，巴图查干奶制
品勾起了主持人尼格买提美好的童年回忆，油汪
汪的光泽加上自然奶香的独特口感让“尼佳买琦”
组合赞不绝口。

直播当晚，这款被视为“黑马”的巴图查干奶
制品共售出5658份，销售额达20余万元。

借助这次活动，巴图查干奶制品由“情怀记
忆”转而成为走进千万家庭的“生活日常”。

“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一下接到这么大的
单子。”看到此次直播带来的“战果”后，花拉的
儿子刘坤鹏激动地说，“这次非遗购物节让我们
受益良多，在非遗产品本身的提升和外包装的
打造等方面，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经验。”

自此，巴图查干奶制品借助各类线上销售平
台，将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各地，有的产品更是远销
蒙古、日本、俄罗斯等国家。

与此同时，巴图查干奶制品借助科右中旗五
角枫生态旅游景区、翰嘎利湖生态旅游景区的资
源优势，将奶产品生产车间打造成非遗项目体验
区，成为科右中旗“精品一日游”“非遗体验游”等
一系列旅游线路的重要节点。

“欢迎欢迎！这是新熬制的蒙古族奶茶，请品
尝！”走进巴图查干特色奶产品生产车间，热情好
客的草原阿妈将浓郁的奶茶递给游客。访牧户、
喝奶茶、品奶食、看蒙古族阿妈下棋，原汁原味的
蒙古族生活场景在这里展现无遗。

“来到美丽的科右中旗，观赏神奇的五角枫，
品尝蒙古族特色奶食，真是不虚此行。以后有机
会一定要带着家人再来体验浓厚的民族韵味。”一
位来自上海的游客激动地说。

巴图查干奶制品成为兴安盟最具特色的地域品
牌。据巴图查干奶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花拉介绍，
2022年巴图查干奶制品有限公司营收近300万元。

好奶出妙品
奶业促振兴

“三天的时间，我们就卖了4万元！”2022年兴
安盟农牧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暨“庆丰收 迎盛
会”中国农牧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上，名叫“讷日态”
的奶制品品牌崭露头角，成为科右中旗奶制品产
业的一支“新生力量”。

“咱们科右中旗奶牛品种好、服务好、生态好，
有了政府的帮助，我们发展奶制品产业根本不用
愁！”53岁的包金莲是科右中旗杜尔基镇双金嘎
查的奶牛养殖户，也是蒙古族奶制品的制作师。

从养殖繁育到制作加工再到销售，包金莲仅
用 3年时间便形成自己的致富产业，成就的取得
得益于科右中旗的牛产业全链条发展。

2017 年，在科右中旗养殖肉牛的政策引导
下，她购入 30头本地牛，但是效益不理想。2019
年，兴安盟唯一的一家国家级种公牛站——内蒙
古中农兴安种牛科技有限公司落户科右中旗，包
金莲的牛产业迎来了转变。

她将20多头本地牛全部改良成优质奶牛，提
高优质奶牛的改良率，将“饲养”变成“质养”。秉
承着“养好牛、卖好奶、坚持传统手工艺制作”的理
念，包金莲家的奶制品也越来越有名气。

2022年，包金莲与科右中旗杜尔基镇电商平
台合作，注册了“讷日态”商标，并通过线上和线下
销售渠道将奶制品卖出兴安盟、销往全国各地，年
销售额达70余万元。

据了解，目前科右中旗有奶制品加工坊近36
家，年生产量达到1800吨。本地奶制品加工厂在
一系列政策、项目支持下，告别了“量小质低”，逐渐
发展形成了“家家有品牌，户户有特色”的经营结
构，走出了一条特色经营、“百花齐放”的新路子。

（刘向阳 胡日查 高敏娜 韩学文 周新育）

花拉和工人正在制作奶豆腐。 赖志强 摄

科右中旗奶制品带动农牧民增收。

种类繁多的奶制品。 白旭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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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香的奶制品醇香的奶制品。。 高旭高旭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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