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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 月 5 日，山西阳府井集团红枣宴品

牌广州店签约仪式在广州番禺区海鲜码头隆重举

行。山西阳府井实业集团创始人杨五生、广州普

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关孝以及双方高管

代表共同出席见证。

阳府井“红枣宴”品牌广州店的成功签约，不

仅标志着山西阳府井“红枣宴”品牌店正式落地广

州，同时标志着吕梁“阳府井”牌农特产品超市也

将顺利进驻广州。

7月 11日到 12日，广州普丽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谭关孝一行三人应邀来到山西阳府井集

团考察。在考察期间，谭关孝对阳府井集团的红

枣宴给予了高度评价，赞誉道：“红枣宴色香味形

俱全，是一种独特的红枣营养餐，口感与味道不亚

于南方的山珍海味，多野生、无污染，营养丰富的

原材料临县红枣恰恰就是南方等大城市吃不到的

原生态好东西，阳府井与普丽餐饮合作走向广州，

红枣宴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广州也是

茶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阳府井的枣芽红茶无咖啡

碱（兴奋神经的物质），纯天然，营养丰富，并可助

睡眠，是很好的养生茶，适宜广州人群的消费理

念，市场潜力无限。”

众所周知，临县是“中国红枣之乡”，药食两用

的临县红枣历史悠久、营养丰富，含有 8 种维生

素、11 种矿物质、17 种氨基酸以及环磷酸腺苷。

阳府井集团因地制宜、开拓创新，对红枣产品进行

了研发，先后出品了阳府井枣饮、枣酒、枣醋、红枣

荤酒、红枣烤馍、枣花蜜、红枣挂面、枣芽红茶、红

枣宴等系列产品。面对国内红枣市场复杂多变的

销售形势，为进一步有效转化临县红枣，提升产品

的附加值，阳府井集团在创始人杨五生的带领下，

不仅在线上线下销售，同时将红枣系列产品转型

为“红枣宴”食材，以一桌“红枣宴”传递健康养生

理念，讲述红枣文化的故事。阳府井“红枣宴”通

过历时两年多接地气的宴席实践以及养生专家的

指导，结合人体营养需求，对红枣酸碱度平衡搭

配，融入传统 24 节气养生理念，由 40%红枣菜、

30%的地方菜、30%海鲜菜、（根据各地实际需求

调整菜品比例）枣芽红茶等红枣系列食材组合而

成。顾客在享受美味的同时，还可欣赏《红枣养

生宴》主题曲以助雅兴。推向市场以来，“红枣

宴”深受婚宴、生日宴、商务宴群体的青睐，在

2019 年“汾酒杯”山西省第七届特色宴席比赛中

喜获金奖。

阳府井“红枣宴”品牌广州店（原海鲜码头）坐

落于广州市番禺区迎宾路 111号，地理位置优越，

华南快速干线与新光快线入口近在咫尺，距珠江

新城、琶洲国际会展中心，海珠区仅 10 分钟车

程。距广州火车东站，广州高铁南站约 20分钟车

程，距广州白云机场 45 分钟车程，交通十分便

利。距离万达广场仅 4KM，拥有容纳 500 人的大

型会议室，停车 400多辆。周边汇聚长隆旅游区，

香江野生动物园、鳄鱼公园、莲花山、大夫山、余荫

山房、宝墨园等名胜景点。毗邻沙溪国际酒店用

品城、沙溪五金塑料城、五洲装饰材料城、吉盛伟

邦、沙溪茶叶城等专业市场。

阳府井“红枣宴”品牌广州店（原海鲜码头）面

积 15000m2。舒适宽敞的主题餐厅与各式包间可

容纳 2000人就餐，同时提供早点（含阳府井枣芽

红茶与各式糕点、花样小吃）酒店住宿服务。汇

集了世界各地生猛海鲜，拥有一条超长海鲜自

选街市，让顾客自由自在穿梭于海鲜街市之间

随意挑选各式风格美食。海鲜码头高水平的装

饰设计，充满神秘的东方现代特色，是广州市举

办各种宴会、聚餐、商务宴请的理想选择，更是

山西籍老乡、商务人士、企业老板聚会之所，在

品尝“红枣宴”之时，增进乡音乡味乡友谊，叙述

晋山晋水晋商情。

广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消费能力

较高。山西阳府井“红枣宴”品牌店正式落地广

州，不仅能将阳府井的红枣系列食材输出去，同时

可提供近 300 个就业岗位（要含多一半临县人），

这将意味着临县的产品通过广州市场走出国门。

阳府井以“一桌红枣宴”将系列红枣产品转型为食

材，以另一种模式消化红枣产品，是振兴临县红枣

产业的新模式。同时，中国是产茶大国，但无枣芽

红茶，阳府井独家研发的国内首款“枣芽红茶”（产

品将于 9月份正式上市，经权威机构检验，无任何

添加剂，汤色橘黄、馥郁芳香、回味悠长、口感独

特）顺利打入广州市场，在当下吕梁红枣市场一片

萧条的背景下，相信时日不久，就会成为吕梁红枣

产业转型发展的引领产品，真正是枣农“变废为

宝”增收致富的好项目，更是枣农取之不尽的“绿

色银行”。必将对推动吕梁红枣产品的上档升级，

对提高了红枣附加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

将架起晋商晋才在广州的联络平台，以晋音、晋

菜、晋景、晋韵团结起更广大的商圈，为临县乃至

山西的农产品销往广州与南方搭建起助力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桥梁。

（文/图 刘生锋 刘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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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7月 29日，吕

梁临县深度贫困的雷家碛乡，在山峁沟壑间

记者看到，墨绿的枣树叶轻轻晃动，掩藏在树

叶下的一串串青枣时隐时现……这是阳府井

集团在该乡建立的180亩红枣采摘园。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集团与雷家碛乡

10 个行政村签订红枣林地流转协议，流转

红枣林地 15300亩，流转枣农 1628户，其中

贫困户 726户；另与临泉镇、三交镇等七个

乡镇 600多户贫困户建立利益联结帮扶机

制，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1300多户，户均增

收 3000多元，让近万人受益。

作为一家本土民企，阳府井以“枣梦”

为基，推广自营品牌临县红枣、枣饮、枣酒、

枣芽茶、枣木香菇、枣木工艺品以及红枣宴

等为龙头的系列农特产品，将企业发展与

群众脱贫致富有机结合，有效带动贫困群

众增收，将脱贫攻坚进行到底。

以传承枣树文化开拓利农产业

临县是吕梁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县，是

山西省确定的 10个深度贫困县之一。今年

以来，该县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主

线，创新机制，出台惠民补助奖励扶持政

策，在壮大农业产业基地、做强农业加工龙

头、打造农业精品名牌、拓展农业销售市场

上大做文章。

作为中国红枣之乡，该县已有枣林 82
万亩。现存的千年老枣树、枣木活化石等

这些足以说明临县红枣文化的厚重底蕴。

因近年受市场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枣农种

植红枣的积极性受挫，出现了部分红枣林

地撂荒现象。

如何有效利用这一块珍贵的资源，奠

定枣农稳定增收基础，山西阳府井实业集

团总经理刘锦云说：“我们因地制宜、勇挑

重担，以枣农自愿委托村集体流转给阳府

井管理为基础，采取‘谁管理、谁受益’的反

哺形式，让枣农足不出村，在自家的红枣林

地打工挣钱，转型为农业产业工人。创建

了企业流转枣农红枣林地、集中经营、集中

管理、枣农受益的‘流转+务工’模式，并进

一步由企业牵头，打造临县本土智慧生活

圈。”同时，阳府井还开展了酒店管理、农村

电商等职业技能实训，目前已培训 823人，

让更多的贫困群众掌握了一技之长。

以一张“红枣宴”名片延伸枣梦事业

“宴天下酒店做的那红枣宴就是好，不

论在观赏性，还是口感，都是一流的。”一位

在阳府井旗下的宴天下酒店参加婚宴的临

县老乡说。

“红枣宴”是该集团立足吕梁红枣资源

优势、着力延伸吕梁红枣产业链，打造“餐

桌上的超市”，丰富吕梁文化餐饮品牌。为

此，企业组建研发团队，以“匠心工艺”研发

红枣系列功能性食品，坚持无添加剂、无香

精、无色素的理念！把红枣分割成枣汁、枣

泥、枣粉、枣肉、枣酱等，并结合中国 24节气

养生理念进行菜品研发创新。

记者获悉，为助力攻坚深度贫困，拉动

乡村振兴，阳府井依托自身优势，结合市场

需求，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确立了“实

体经济+以物易物+创业孵化+文化旅游+互

联网”的多元化经营思路，在夯实实体产业

的同时，建成了独立运营的“阳府井电商平

台”，集 APP/微商城/PC端为一体，已具备网

购、外卖、网络约车、旅游等线上预订功能。

集团先后与阿里巴巴、太原铁路等企业签约，

走出了一条“无中生有、小中见大、易中做强”

的发展新路。一方面利用自有电商平台，带

动销售临县红枣系列产品及其它特色农产

品。另一方面，面向全国复制百家合作酒店，

推广“红枣宴”，通过统一培训上岗、统一物料

配送、统一店面装修、统一品牌输出、统一管

理运营“五统一”模式，以当地劳力为主，培训

夫妻式厨师管理团队，靠一技之长实现家庭

劳力稳定输出就业、稳定脱贫增收。

目前，阳府井集团有 18个子公司，集零

售业、酒店、教育、文化旅游、电子商务、农

业开发等多元化经营为一体，直接带动就

业 2000余人。

以责任与担当助力脱贫攻坚

“阳府井集团先后与临县凯丰枣业、万

里红等十几户入驻电商园区的农特企业抱

团合作，建立临县红枣系列农特产品贴牌

加工与销售机制，依托阳府井电商平台线

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助力这些农特企业尽

早复产并逐步走出困境，尽快为临县的产

业脱贫做贡献，携手提升临县产品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助力乡村振兴。目前，阳府井

电商平台拥有注册用户 23 万人，已运营

3600平方米农特产品展厅与红枣文化展览

馆、创业孵化基地和 23个乡/村级电商服务

站等综合项目。”总经理刘锦云介绍说。

今年，阳府井集团为了加大帮扶力度，

带动农民增收，还与城庄镇达成深度帮扶，

以“流转+订单农业”的模式，合作经营，利

益共享。已与该镇 1652户核桃种植户签订

流转协议，流转期限为 5年，其中有贫困户

480户（贫困人口 1242人），涉及该乡 7个行

政村，共流转 8400余亩。

原载《山西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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