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郎立兴：透彻解读餐饮业在产业格局
与高质量发展中的“蝴蝶效应”

餐饮业是调整地方经济结构，振

兴农村经济的重要举措。

餐饮业是实现弘扬地区与民族

传统文明的催化剂。

餐饮业是拉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根本牵引力。

餐饮业是发展全域旅游的第一

要素。

餐饮业是促进供给侧改革，促消

费、惠民生的重要途径。

一句话，餐饮业会赋能整个社会

发展

乌兰察布，红色的山口，本源文

化和革命历史文化厚重，“中国薯都”

“中国燕麦之都”，向北开放的高地，

中俄蒙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一带

一路”的重要枢纽等等，这吸引着郎

立兴的目光和思考，加之有过内蒙古

几个口岸城市主政的历史。所以，

2019 年 7 月 20 日，第八届中俄蒙美

食文化节暨第三届中国乌兰察布美

食文化节的举办绝不是简单的“美食

+”，或者“文化 +”。

郎立兴说———

美食呈现的最终目的不止是农

产品的转换，而是全社会一次资源和

分配的大转化，或者叫大洗牌，牵一

发而动全身。办美食节好处显然是很

多的，它不单单是个吃饭问题，我把

它概括为三大好处：第一有利于乌兰

察布市经济的调整，我们现在常讲高

质量的发展，举一个例子，我们是个

马铃薯之都，但是一吨土豆只能卖一

千多块钱，经过加工，加工成薯条，可

以买到一万五，这些薯条拿到餐饮

店，把它们分售之后，一吨可以卖到

20 万，就是说从田间到舌头，一颗土

豆增值了 200 倍，这不就是高质量

吗？像我们的莜面、羊肉等都是具备

大幅度增值的产品，在这个产业链

中，一产二产三产都在其中完成，对

大规模转换乌兰察布的农畜产品，对

乌兰察布调整结构，实现高效益增

长，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可以说是灵丹妙药，这就彻底改变了

过去农产品进入社会被割裂的问题，

农民辛辛苦苦的成果却不由自己，餐

饮业就是一个增值的终端，终端牵引

力本身的力量以及它对上游产品形

式的倒逼都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起来，

产业链的思想一定要入脑入心；现

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思想在乌兰

察布市主要领导和旗县主要领导的

思想里已经形成，今年乌兰察布 10

个旗县都举办了特色美食文化节，说

明什么？说明这是个重大的进步，人

们都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我说自觉

是最大的动力。

第二个好处是对乌兰察布发展

文化和旅游是一个巨大的发展和促

进。 大家知道旅游最大的要素是吃

饭，我们常讲“吃住行游购娱”，根据

自治区和乌兰察布的数字分析，吃和

住占旅游收入的 40%多，所以吃饭在

目前看，是我们旅游里最重要的部

分，同时，吃饭不光是饱腹之饥而且

是精神，餐饮文化其实是最大的文

化，人们吃幸福了，吃高兴了这比什

么都重要，而且我们一天三顿饭，三

顿饭天天都高兴，这人还不幸福吗？

当然我们现在搞旅游餐，不是稀里糊

涂吃饱就可以了，而是特色化，高品

质化，让人们不光记住了这里的风景

和人文，还要让人们对这里的美食念

念不忘。去年的中秋节，我在卓资山

的服务区遇到了堵车，是消费者抢购

熏鸡造成的。而且价格，比平时几乎

翻了一番。乌兰察布今年各个专项美

食节，都注重了宣传，这是打造乌兰

察布新名片极好的机会。就像黄花沟

这里的菜品，就很有特色，质量也在

提升，慕名而去的人很多，这就是乌

兰察布连续三年举办美食节最直接

的成果。尽管我还是有不满意的地

方，但有进步就应该肯定，也说明我

们还有更完美的提升空间。

这次美食文化节，为什么请了

“八大菜系”掌门代表的菜品展示，为

什么又请了一桌北派的满汉全席，为

什么又让蒙古国、俄罗斯摆了两桌宴

席，目的是让乌兰察布，让内蒙古知

道，什么是高素质的餐饮，什么叫高

水平、高文化含量的宴席。所谓舌尖

上的美食、舌尖上的文化，去看去品，

去专注去理解。当然，这可能需要时

间。

乌兰察布这个地方历史比较悠

久，草原文化、长城农业文化沉淀都

很深厚，这种文化交融形成了一种融

合文化，是这个地区一个非常主要的

东西，把这种文化弘扬出来，走向全

国，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美食文化节

的举办提高了乌兰察布的知名度，这

样就会使乌兰察布这个避暑胜地等

其他优势在文化的载体上能够焕发

出巨大的能量和力量。

第三个就是说大办美食节对老

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巨大的促

进，我们都说要不忘初心，初心是什

么，就是心里要有人民，要为人民服

务，要让人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做到这些首要要为这张嘴服好

务，要把吃饭的问题解决好。因为我

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地区，改革开

放 40 年来，我们已经告别了贫穷、饥

饿，现在我们这个民族要健康，民以

食为天，食物就是载体，我们吃的要

安全、绿色、有营养，乌兰察布的美食

恰恰具备这个特点。乌兰察布市累计

有 300 多万次各族人民参加美食文

化节活动，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

来没有过这么高。乌兰察布市和旗县

市的党委、政府不忘初心，为人民办

了件扎实的大好事。所以这个美食节

办起来以后，不光让老百姓吃得好，

吃得幸福，而且对他们的健康大有好

处，一个健康的地区，一个健康的民

族，一定无往而不胜。

总之，这就是一碗饭的赋含和延

伸意义，像“蝴蝶效应”一样，一碗饭

倒逼餐饮产业工程完成三次产业的

生态品质趋向科学、合理、高效。这是

一个餐饮业赋能全社会发展的新时

代。

“郎会长好，今晚我去美食节现

场了，除了您说的五好，我觉得从市

民角度来说的话是‘好开心’”！

一次次美食文化节，老人们来

了，孩子们来了；国际餐饮界人士来

了，国内天南海北的朋友来了；“八大

菜系”的掌门人来了，名小吃的“网

红”来了，为什么？就因为“中俄蒙”的

名号，抑或“第九大菜系”的上位？是，

但不是全部。“第九”不是蒙餐的全

部，也不是郎立兴的全部，从诸多层

面上看，蒙餐的“实践—理论—实践”

当之无愧被称之为“典籍”。从这个严

肃但又最接地气的行业规则来讲，郎

立兴的“蒙餐哪里只是老九，蒙餐应

该是老大”之感当被由衷理解。———

“第九大菜系”蒙餐之“十化”生态标签

蒙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批黑马

横空出世，是因为在郎立兴的眼界和

谋篇布局里，从来不是要小打小闹。

对蒙餐的设计和规划，是一场攻城略

地的城池之役，且步步为营，终旗帜

猎猎。当然，里程碑之余，新的使命便

有更远的砥砺前行。

郎立兴———

递延化 蒙餐诞生在内蒙古大草

原，是游牧民族创造的独具文化特色

的菜系。追溯历史，蒙餐在 13 世纪开

始形成体系。14 世纪达到了顶峰。蒙

餐文化的元素至今仍在亚洲和欧洲

流行。在今天的内蒙古，蒙餐更是以

其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成为内蒙

古的一张亮丽名片。凡是来到内蒙古

的人们，对于蒙餐更是不吃不知道，

一吃忘不掉。

从 2014 年跻身全国千亿元大省

之列。2018 年，全区餐饮与住宿业营

业额达到 1779 亿元，其中餐饮业达

到 1500 亿元。总收入在全国排名第

十位。成为内蒙古地区经济与第三产

业名副其实的支柱行业，位居自治区

八大重要产业第七位，占生产总值的

比重达 4.25%。占全社会消费商品零

售总额的 22%，人均消费近 6000 元，

居全国第 2位。目前餐饮各类企业 13

万家，从业人员达到 150 万人以上。

体系化 2002 年 8 月 9 日评出第

一桌蒙餐宴席———“诈马宴”之后，拉

开了一场填补蒙餐丰富菜品品种与

数量的马拉松大赛。内蒙古是中国食

材的大省。牛羊肉、马铃薯、牛奶、杂

粮类等都位居中国第一。我们以转化

当地特色食材为目标，从田头到舌

尖，加大全产业链的转化力度，组织

了 50 多次各种大赛，挖掘恢复创新

了近两万道菜品。研发展示一千多桌

宴席。其中羊肉菜品有 2000 多道，马

铃薯菜品 1000 多道，面食与奶食制

品 1000 多道。还专门举办了手把肉、

烤羊腿、煮奶茶、搓莜面等蒙餐职业

技能大赛及蒙古族服饰、马头琴大

赛。为构建完整的菜品体系，展示独

特的内蒙古味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 2002 到现在，以节庆活动为

平台，餐饮文化美食活动精彩纷呈，

成为推动蒙餐大发展的强大动力。呼

和浩特、乌兰察布、包头、鄂尔多斯、

呼伦贝尔、通辽、赤峰、兴安盟、锡林

郭勒盟、阿拉善盟等盟市及 20 多个

县市，举办了 60 多个美食文化节活

动。形成一批美食节庆品牌项目，如

“中俄蒙国际美食文化节”已经举办

了八届，“内蒙古美食文化节”已经举

办了六届，还举办了“黄河美食文化

节”“通辽蒙餐美食文化节”“呼和浩

特美食博览会”等，参展者达到 500

多万人次。

链条化最近几年，美食文化节转

向主题鲜明的全产业链展会。突出一

二三产业联动、市里与旗县区二级联

动，美食与旅游联动、文化与社会生

活联动。

品牌化继 2004 年小肥羊成为中

国驰名商标，成为蒙餐的知名企业，

内蒙古的蒙餐开始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之后小尾羊、西贝等一批以牛羊

肉为主要食材的企业成长壮大，蒙餐

概念为全国消费者所接受，在北上广

深竟相出现招骋蒙餐厨师的广告，市

场认同度大大提升。人们开始喜欢蒙

餐的菜品和礼仪文化。现在全国大多

数省市区都有蒙古族文化符号的蒙

餐企业在参与市场竞争。近几年又涌现

出女神、蒙古大营、额尔敦，阿健、浩翔

等一批成长壮大的知名蒙餐企业，进

一步提升了蒙餐的市场竞争力。

国际化从 2010 年开始加强与俄

罗斯和蒙古国等国餐饮界的密切交

往，推动在国际间举办美食大赛和技

术交流。从 2012 年 8 月，开始举办世

界烹羊大赛，已经举办了四届。来自

俄罗斯、蒙古国、泰国、印度等国家和

国内的 500 多名选手参加了大赛。采

用国际标准培训了 70 名选手和评

委。“中俄蒙厨艺大赛”和“世界烹羊

大赛”，开始采用国际标准评判。2018

至 2019 年，连续两年参加土耳其举

办的“世界最优秀厨师大赛”，我区选

手获取了 15 枚金牌和两枚银牌。今

年 6 月，又参加了世界厨师联合会在

蒙古国举办的国际厨艺大赛，荣获 3

枚金牌，10 枚银牌，15 枚铜牌。出国

参赛成绩优异，为中国餐饮界争了

光。

跨界化 从 2012 满洲里市开始

举办首届中俄蒙国际摄影节。第一次

跨界开展《食色世界》摄影大展，已经

举办了 12 届，展出了 1000 多幅作

品，填补了中国摄影界和餐饮界的空

白。成为美食摄影的品牌展览，得到

观展群众和业内专家学者的高度赞

扬。无论是美食制作的镜头还是大众

品尝的笑脸，都真实的再现了生活的

美好和时代的印记。这些具有很高艺

术观赏性和生活情趣的摄影作品，不

仅是视觉盛宴的文化大餐，更是一次

艺术与生活的交融，是传播和弘扬餐

饮文化的好平台。更让蒙餐为世人所

了解，所喜欢。

标准化 2011 年的冬天，与自治

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合作制定蒙餐标

准。从此，千年蒙餐历史上，一场填补

蒙餐标准空白的行动拉开了序幕。七

年多的时间。组织带领全行业的企业

家、管理者和厨师们，付出了智慧、资

金、技术和辛勤的劳动。2017 年 4 月

16 日，在第三届内蒙古美食文化节

上，召开了《蒙餐———中国第九大菜

系》的新闻发布会，向世人宣布了蒙

餐作为中国第九大菜系的问世，引起

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由于数量限制

和结构上的欠缺，无法满足整个行业

的发展需求，在新闻发布会上，又签

订了改版《蒙餐———中国第九大菜

系》的合作协议，明确由行业协会牵

头出版工作。2018 年 8 月 17 日与自

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商务厅、中国

标准出版社共同召开改版后的《蒙

餐———中国第九大菜系》新闻发布会

暨研讨会。改版后的这本书，以蒙餐

食材为主线，装帧设计精美，图文并

茂、体例科学、通俗易懂、实例性、操

作性强。充分展现了我国北方少数民

族的饮食特点和餐饮理念，体现了蒙

餐原生态、无污染、益健康、富营养的

特点。这一里程碑式的成果将永远记

载于蒙餐的发展史册上。

理论化 2010 年 6 月，历经 3 年

多的努力，出版了 70 万字的《蒙古族

饮食图鉴》。这是一部全景式的蒙餐

图书，添补了中国餐饮史和蒙古史研

究的空白。具有很强的典籍性、理论

性、实践性。对照中国地方菜系构成

的八大要素，结合自身的特点，得出

蒙餐已经具备中国地方菜系要件的

结论。我们联系一批专家学者，这些

年围绕蒙餐发展还举办了几十次的

研讨会和报告会，促进加强基础理论

的研究。开展了两次《饮膳正要》的研

讨会。这几年又举办了 10 多次专业

理论培训班，去年还举办了首届蒙餐

大师、名师培训班，评定了一批蒙餐

大师、名师，并先后命名了一批蒙餐

名店名企。

2016 年开始，在商务厅的指导

下，组成专家调查组，历时 8 个月，深

入 12 个盟市，听取 400 多人的意见

和建议，召开 5 次研讨和专家论证

会，完成 16000 字的调查报告，并从

中提炼出“新常态下蒙餐发展的建设

规划”报告，获得自治区党委、政府主

要领导的肯定。在这个基础上正转化

为政府职能部门制定支持餐饮业发

展的决策意见。还积极参与食品安

全、标准化制定的工作，受到政府职

能部门的支持与好评。

美食文化节上人山人海固然说

明以蒙餐为主导的美食文化节的响

应度和影响力，但让蒙餐文化的理论

更饱满更厚重也是我们的重点之一。

比如 2019 中国·乌兰察布国际餐饮 /

旅游文化高峰论坛上，除了我作的

《蒙餐体系化与乌兰察布美食发展》

报告外，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饭店协会

会长韩明，请她作了精彩、全面的《中

国餐饮发展现状与趋势》，同时还请

北京西贝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

楚学友作了《品牌十年 一路向前》，

分享了西贝智慧、西贝投资、西贝线

上线下的“爆款”产品，特别是邀请到

中国餐饮文化研究的泰斗，中国食文

化研究会（国家一级）副会长赵荣光

先生，用他的阅历和学识阐述中国食

文化的前世今生以及期间蒙餐的巨

大影响力和知名度。类似这样的高峰

论坛已经在乌兰察布连续举办三届，

为什么？就是要在蒙餐理论上增加厚

度、增加热度、增加力度、增加对美食

文化认同的凝聚力。

名食化创建大世界基尼斯纪录，

命名蒙餐美食名城名乡。创建了 15

个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蒙古族大馅

饼、成吉思汗大火锅、吉祥奶茶壶、百

个家庭大妈搓攸面，百名厨师烹制马

铃薯，百名厨师烹羊、千人搓莜面、世

界最大月饼、老绥元 108 种烧麦、最

多家庭拔荞面、大兴安岭八大炖、千

人品尝烤驯鹿串、六大把、最大蒙古

包美食剧场、直径 10 米的 56 种大米

饭锅、56 种烩菜等。

2014 年通辽市被命名为中国“蒙

餐之都”、2016 年包头市被命名为“中

国羊肉美食之都”，2017 年乌兰察布

市被命名为“中国内蒙古厨师之乡”，

卓资县被命名为“内蒙古熏鸡之乡”，

2018 丰镇市被命名为“内蒙古月饼之

乡”，通辽市奈曼旗被命名为“内蒙古

奈曼旗荞麦美食之乡”，今年凉城县

被命名为“内蒙古贡米美食之乡”。

常态化在 12 个盟市都成立了餐

饮协会，2018 年协会还建立了企业家

俱乐部、名厨委员会等一批专业委员

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14 年 7 月，

建立了三个蒙餐研发中心。面对新形

势、新压力和新挑战，协会在大量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三个引

领”：思想引领、智慧引领、行动引领。

积极促进盟市、旗县成立餐饮业管理

专业机构，把对蒙餐工程的品牌建设

和展示常态化，建议和配合党委、政

府部门把餐饮业当成大产业工程、全

产业工程，有政策、有规划、有投入，

成为地方的常态化工作。

蒙餐是一部心血和汗水实践史，

不仅让前面八位“大哥”心服口服，也

让世界“老餮”心服口服。当“胜友如

云，躬逢其盛”的嗨天嗨地嗨美食嗨

热闹无比时，那个最应该“被嗨”的人

却在一边静静思考下一站，下一个台

阶。

自嘲为“老驴”“老牛”的郎立兴，

为了乌兰察布这次主会场和分会场

的美食文化节，两天跑了 8 个旗县，

只是看到节上那流动的人群，那有款

有型的美食展示，看到夜幕里各个名

小吃展台前涌动的群众，看到那些老

人和孩子在“食色世界”展板前品看

那些国内外包罗万象的生动摄影作

品，看到有人在线上留言：“在哪里

呢？找不到。就在集宁吃街上。”“郎

会长好，今晚我去美食节现场了，郎

会长为乌兰察布市民带来这么盛大

的美食节和摄影展，好吃！好看！好

玩！好听！好学！好开心！“这个时候，

郎立兴会暗自抚慰他这个年龄不应

该有的“操不完的婆婆心”。

郎立兴的最爱其实是摄影，但餐

饮业分掉了他很多的时间和“感情”。

他说，他是美食的物质布道者，为了

大众的健康，为了舌尖上的未来，他

的余生便都交给了“粒粒盘中餐”。他

说：人民群众好开心是我最大的幸福

和快乐！一切辛苦和委屈都抛在大青

山的深沟里！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

副主任、自治区政协原主席任亚平在

今年 6月 1 日举办的郎立兴《消释之

光》冰雪摄影艺术展上这样评价：一

个人，能做好一件事已经很不容易，

但郎立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给人们

提供了视野大餐，精神大餐，第二件

就是美食大餐，两者相辅相成。我们

今天齐聚这里，不是为他别的什么，

是为他的劳动，为他的辛苦、为他的

奉献。所以让我们为他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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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 暂
本报记者 赵慧萍 和婧

17 年，把美食和文化视为自己的一对宝贝，精心呵护，用心培育，深耕细作。作为世界性、地方性美食文化节的创始人、策划人，实践者、推动者，各项餐饮事业成果的见证者，脚踩实地，目光远眺，将

内蒙古餐饮业的现状和发展路径清晰设计，将开放的理念成功与物理位置和内容流量对接。郎立兴，中国饭店协会顾问、中国烹饪协会特邀副会长、民族经济与区域经济专家，全国著名摄影家、美食家。

在 2002 年任自治区餐饮协会会长期间，首次提出发展“蒙餐”的概念，经过 15 年的努力奋斗，2017 年 4月“蒙餐”被宣布为中国第九大菜系。

成为第九大菜系仅仅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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