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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悠长
一粽解乡愁

粽子是中国端午文化积淀最深厚、
历史最悠久的食品，而定安食用黑猪肉
蛋黄粽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至元代。

元代末期，皇子图贴睦尔被贬来海
南定安，遇见定安姑娘青梅相恋。相传
皇子喜欢吃定安的咸鸭蛋黄，恰逢端午
节，青梅姑娘便用当地农家猪肉做成粽
子送给皇子品尝，美味的定安粽子让皇
子赞不绝口。公元1324年，图贴睦尔回
朝登基，史称“文宗帝”。文宗帝在京时
怀念定安粽子的味道，便钦定定安粽为

“文宗粽”，定安粽子由此也成为了朝廷
的贡品。

文宗喜食定安粽子的历史无从考
究。但千百年来，定安之民种稻食米，讲
究精耕细作、食不厌精。包粽子、吃粽子
的风俗代代相传，留在每一个定安人的
儿时记忆中。小小粽子，成为了维系亲

情、友情等人间真情的纽带。
在上海打拼了20余年的王槐超对

此深有感触。
王槐超是土生土长的定安县岭口镇

皇坡村人。大学毕业后，他在上海打拼
奋斗，创办了一家名为“岁友空间”的建
筑公司，并在上海安家落户。

每逢佳节倍思亲，身在他乡的游子，
何以慰藉思念？“在上海的时候，最想念
的就是家乡这一口粽子的味道。”王槐超
回忆，每年端午节前，母亲总说要给他和
妻子寄来自己亲手做的定安粽子，当时
的物流尚不发达，王槐超多次拒绝了母
亲的好意。为了吃上一口心心念念的定
安粽子，王槐超和妻子两个人学着家乡
的做法，在上海的小厨房里包起定安粽
子，“虽然方法步骤都对，但总感觉少了
点味道。”

2022年，为了方便照顾父母，王槐
超和妻子决定返乡创业。他利用在外闯
荡多年积累的资源在皇坡村打造了“爱
情榕庄”，并在该农庄里开设粽子工坊。

对王槐超而言，年少时与家人一起
亲手制作粽子、品尝粽子的记忆无比温
暖。开设粽子工坊，不仅是希望提升定
安粽子的知名度，更是希望能让忙碌中
的人们可以在定安停下脚步，去创造与
家人、爱人共同制作粽子的美好体验。

聚链成群
从“一季俏”到“四季香”

在定安新泰来食品加工厂，干净整
洁的粽子绑扎工作间里，工作人员动作
娴熟地往粽叶上倒上香米，放入黑猪肉、
蛋黄等，拿着粽绳的双手翻飞几下，平均
用时不到50秒，一个粽子就绑好了。不
久后，这一个个经过烹煮、灭菌、抽真空
包装后的粽子即将销往广东、广西、上海
等地。

“粽子的订单量不断增长！”谈及粽子
的生产情况，定安新泰来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永超很是兴奋。近年来，该厂规模
不断扩大，高峰时期日均产量可达约2万

个。今年初，刘永超早早就为今年端午节
的粽子生产储备工人及材料，全力以赴应
对即将到来的粽子生产高峰。

新泰来的变化是定安粽子产业发展
的生动缩影。去年，定安粽子交出亮眼

“成绩单”，总产量4100万个，同比增长
13.9%，总产值达5.8亿元。

定安粽子走俏市场，在定安县粽子
协会会长王沸健看来，离不开定安坚持
高水平打造粽子质量和品牌。

2012年，定安率先在全省成立了粽
子协会，制定海南省首个粽子行业的地
方标准，对选料、加工、制作、包装、储存
等各环节实行严格管理，保障定安粽子
从田头到餐桌的全流程质量监控。

2014年3月，“定安粽子”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海南各市县中
最早有“官方认证”的美食品牌。为了保
护“定安粽子”品牌，定安自2015年开始
每年举办一次“定安粽子”国家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使用授权仪式，至今已有20余
家企业获得授权，全县在工商部门登记
注册的110家粽子生产专业户共享“定
安粽子”这一国家地理标志。

为给“定安粽子”搭建展示窗口和平
台，定安连续14年打造端午美食文化
节。每年的主题各不相同，今年定安端
午美食文化节正式“升格”为端午美食文
化季，持续释放端午美食文化新动能，为
定安粽子打造一个更盛大、更包容、更联
动的宣传推广平台。

近年来，定安积极推动定安粽子规
模化品牌化生产，让分散各地的定安粽
企“攥起拳头”，改变传统品牌“散、乱、
小”“单打独斗”的局面，形成发展合力，
为市场主体和广大消费者打造一个清
晰、明确的关于定安粽子品牌的认知。

过去，粽子带有节日性、季节性的消
费特点，但随着定安粽子的发展，粽子已不
再是一个单纯的节令符号，它逐渐成为了
居民们的日常美食，走上了“四季餐桌”。

一颗小小的定安粽子，还牵出了一
条长长的产业链。红泥制作的咸鸭蛋
黄、清香的半老粽叶、肥而不腻的定安黑
猪肉、营养丰富的糯米……这些产自定
安的粽子原材料也在定安粽子的带动下
销量大增。据介绍，定安粽子拉动定安

黑猪肉及大米销售已达700多万斤，咸
鸭蛋3000多万个，粽子叶1亿多张。

守正创新
创造消费新场景

走进海南鸿基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
车间，锅炉里粽子热气腾腾，叶绵兴从中
捞起一颗粽子。这颗粽子外表看上去与
常见的定安粽子无异，但内部，却焕然一
新。它是叶绵兴研发的斑斓肉粽。

将粽子打开，一片片清香的粽叶下
包裹着晶莹透亮的糯米，斑斓的香味已
沁入其中，肥瘦相间的猪肉经柴火慢
煮，入口即化。“这款斑斓肉粽前两年就
已上市，一经推出便走俏市场。”叶绵兴
说。

虽然定安粽子最为经典的口味是黑
猪肉蛋黄粽，但为了紧贴消费趋势、匹配
新兴消费需求，以海南鸿基食品有限公
司为代表的一批定安粽企从口味、形式
上对粽子进行创新，也在创新中坚守传
统技艺。

“我们发现当代年轻消费者越来越
注重品质消费，喜欢健康的原材料，也喜
欢个性产品，今年创新推出五谷杂粮粽、
椰香粽等4款粽子。”叶绵兴介绍。在他
看来，端午节的粽子生产推陈出新不仅
提升了定安粽子的竞争力，也为赋予传
统美食新意和新形，开启了新的消费空
间，也让大众在品尝节令美食、保留民族
风俗的同时，感受到技艺、模式升级带来
的新鲜感。

有所变，有所不变。尽管粽子品类
有所创新，但在粽子制作过程中，叶绵兴
仍然坚持传统制作工艺，在严格遵循定
安粽子生产标准的基础上，挖掘本土优
质食材进行研发生产。

“定安粽子”四个字看起来简单，它
不仅连接着大众对传统节日的记忆，也
展现着定安浓厚的乡土气息。定安县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定安将以第十五届
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季为契机，深
入挖掘定安粽子的文化内涵，进一步推
动定安粽企规模化发展，助力定安粽子

“跨”出地域限制，从本土品牌转型成为
全国品牌、四季品牌。

从“一季俏”到“四季香”，定安粽子实现年产值5.8亿元——

定安粽子何以飘香百年
端午未至，粽已飘

香。
近日，走进位于定安

县定城镇的海南鸿基食
品有限公司，一阵粽香扑
面而来。“咨询订购的电
话常常是上一个还没挂
断，下一个电话就打进来
了，微信还有好几个没有
来得及回复。”该公司总
经理叶绵兴忙不停歇。

这样的场景在定安
并不少见。不少定安粽
企一个多月前就开始紧
锣密鼓忙了起来。

忙碌的生产背后，折
射的是定安粽子的“热
度”。截至目前，定安粽
企数量已超130家，定安
粽子的销售量节节攀高，
以每年超过10%的增长
率不断发展。在各种口
味、各种形状粽子“遍地
开花”的今天，拥有数百
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定安
粽子历久弥新，为更多人
所知、所喜爱。

定安粽子。本版图片均由定安县融媒体中心供图一家定安粽企的生产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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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传承和弘扬传统黎
医药苗医药（以下简称“黎苗医药”），
发挥自治县黎苗医药资源优势，保障
和促进黎苗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
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
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
规，结合本自治县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自治县从事黎苗医
药预防、诊疗、保健、康复，黎苗医药教
育、科研、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黎苗
药材种植、养殖、生产、加工或炮制以
及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黎苗医药是黎族苗族
医药的统称，是黎族苗族人民在长期
的医疗实践、健康养生中形成和发展
起来的，反映黎族苗族人民对自然、生
命、健康与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历史
传统和独特理论以及技术方法的医药
康养体系。主要包括：

（一）黎苗医药理论体系、知识以
及历史传承；

（二）黎苗医药材自然资源，黎苗
药材种植、养殖技术，黎苗药材采集、
加工、炮制、储存等方法、技术；

（三）黎苗医药饮片、成药制剂研
发、制作加工、储存的方法、技术；

（四）黎苗医药的预防、诊疗、保
健、康复的方法、技术及其器械、器具；

（五）黎苗医药单方、复方、验方、
秘方、论文、专著、文献等；

（六）黎苗医药熏蒸、药浴、温泉泡
浴等疗法；

（七）其他使用黎苗医药的方法、
技术。

第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将
黎苗医药事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加强黎苗医药管理与
服务体系建设，合理规划和配置黎苗
医药服务资源，所需经费列入本级预
算。

自治县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
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黎苗医药管理
与服务工作，对黎苗医药自然资源进
行定期普查和动态监测，建立黎苗医
药自然资源数据库，并按照需要保护
的范围、品种、等级进行分类分级管
理；定期对黎苗医药从业人员进行普
查、登记；做好黎苗医药学术理论、临
床经验、确有成效医技医术的总结和
存档。

自治县宣传、医疗保障、旅游文
化、市场监管、科技、发展改革、农业农
村、林业、财政等有关部门各司其责，
共同做好黎苗医药保护与发展工作。

第四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开
展黎苗医药文化宣传和知识普及，将
黎苗医药文化、常识纳入健康教育、科
普教育进行普及。鼓励设立黎苗医药
体验区、展示馆。

自治县人民政府支持定期举办黎
苗医药学术研讨会和黎苗医药产品交
易会，推进黎苗医药的对外交流和传

播。
自治县人民政府举办的文化馆、

博物馆应当设立黎苗医药展示区，鼓
励景区景点、乡村旅游点、高端酒店等
商业场所宣传黎苗医药文化。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为自治县黎苗
医药文化宣传日。

第五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黎医苗医医
疗服务体系。

在政府举办的中医医院设黎医苗
医科室，有条件的乡（镇）和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村卫生室设黎医苗医诊馆
（室）。鼓励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申报
黎医苗医特需医疗服务项目。

对民间习惯使用的安全有效的黎
苗医药单方、复方、验方、秘方进行收
集、整理和挖掘，并不断研究完善、开
发利用和推广。

第六条 自治县行政区域内的社
会力量举办的黎医苗医医疗服务机构
在准入、执业、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
范围、科研教学、医务人员职称评定与
政府举办的中医医疗服务机构享有同
等权利。

第七条 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可以
通过合资、合作、独资、捐赠、资助等多
种形式，依法参与黎苗医药产业开发。

鼓励与支持在黎苗药材种植、养
殖、技术研发、生产加工、商贸物流等
方面同自治县外区域加强合作交流、
促进优势互补、上下游产业衔接。

鼓励和支持集聚黎苗医药特色资
源，建设集医疗、健康服务、康复疗养
等为一体的实体型黎苗医养健康服务
基地，推动黎苗医药与文化、旅游、农
业等产业融合发展。

第八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支
持黎苗医药品牌建设，加强对黎苗医
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支持和帮
助权利人、行业协会等申请专利、商标
注册、著作权登记等知识产权。对不
适宜专利保护的工艺、方法以及安全
有效的单方、复方、验方、秘方、专有技
术和科研成果等，权利人可以采取技
术秘密的方式实施保护。

支持黎苗医药行业协会、企业制
定黎苗医药团体标准、企业标准。

支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等。

黎苗医药知识产权可以依法有偿
许可使用、转让，也可以作价出资，参
与开发和利益分配。

第九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在上级人民政府中医药主
管部门的指导下，可以对未取得执业

医师资格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黎苗
医药师承人员和确有专长的黎苗医从
业人员，组织开展以黎苗医临床效果、
工作实践和医疗安全为主的培训，经
自治县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
织考试合格后颁发乡村医生执业证
书，按照有关规定获得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后，从事黎苗医执业活动。

第十条 鼓励支持自治县外的已
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中医医师和经黎
苗医培训并考核合格的西医医师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在本自治县执业。

支持黎苗医药专家在本自治县设
立工作室，开展教学、科研、学术交流
活动，允许其在执业注册范围内开展
诊疗活动。

第十一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黎苗医执业注
册工作，取得黎苗医相关职业资质的
人员经注册后即可在本自治县内按核
准的执业地点、诊疗类别和服务范围
以个人开业的方式或者在医疗机构内
从事诊疗活动。

举办个人黎苗医诊所，应当依法
进行备案登记。

第十二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建立健全黎苗医药人才的保护、传承
和培养机制。

（一）实行黎苗医药传承人制度。
自治县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应
当组织遴选黎苗医药传承人。被认定
为黎苗医药传承人的，享有同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权利，
履行相关义务。

（二）制定黎苗医药师承教育办
法，支持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技术专长
的黎苗医药从业人员带徒授业，鼓励
护理人员跟师学习黎苗医药适宜技
术。

（三）支持黎苗医药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将具有历史、科学价值的黎苗医药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本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予以保护。

（四）实行县级“名黎医”“名苗医”
认定制度。

第十三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鼓励
单位和个人捐献有医疗价值的黎苗医
药文献、单方、复方、验方、秘方和有独
特疗效的黎苗医药诊疗技术，经自治
县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专
家进行价值认定，给予奖励。

第十四条 黎苗医医疗事故的鉴
定，鉴定人员组成中应当有黎苗医药
或其他中医药专家。

第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
为，法律、法规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本
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自治县人民政
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医药苗医药保护与发展条例》全文刊登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21号）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黎医药苗医药保护与发展条例》，已经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4年3月20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4年4月28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医药苗医药

保护与发展条例》的决定
（2024年3月2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批准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审的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医药苗医药保护与发展条例》，由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医药苗医药保护与发展条例
（2024年1月12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24年3月20日海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