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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巍山县因地制宜引导群众发展

土碱制作产业，让其成为助力村民增收

致富的新路子。由于土碱制作方法简单，

加之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为当地留守妇

女和老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让村民

有了稳定的收入。

每年农历 10 月至次年 4 月是农闲

季节，也是制作土碱的最佳时期，村民

利用冬闲期制作土碱，可有效增加家庭

经济收入。每年冬春季节，贺国璋一家

和当地村民一样，每天早晨都要到碱田

里，在碱田墒上铺上一层薄沙，再引入

温泉水。

“温泉水经阳光照射水分蒸发完，

就会产生白色粉末状的碱花。”贺国璋

介绍说，将结满碱花的沙子用温泉水过

滤后浓缩成碱水，再挑回家高温蒸煮，待

冷却后倒入模具内，一个个圆形的土碱就

制作完成，最后放在竹帘上晾干即可。

    

土碱田变成致富田
    

从儿时学艺到古稀之年传承技艺，

在土碱制作过程中，贺国璋不仅将其

当成一门谋生技艺，还融入情感。

“以前土碱价格便宜，每公斤

仅为 3 元。近几年，土碱价格不断上

涨，最贵时每公斤达 80 元。但不论

价格高低，我家都一直坚持制作土碱，

它不仅能增加收入，还能保护和传承

古老的土碱制作工艺。”贺国璋感慨

地说，目前，他家经营着 4 亩碱田，

其中 1 亩是从其他农户手中承包的。

2021 年，他家的土碱销售收入达 4 万

多元。

由于土碱具有多种效用，备受消

费者青睐，产品供不应求。目前，洗

澡堂村制作的土碱已销往大理州漾濞、

永平等县，以及保山、临沧等州（市）。

据了解，在洗澡塘村民小组，像

贺国璋一样从事土碱制作的农户达 30

多户，碱田面积达 30 多亩。2021 年，

全村土碱产值达 70 多万元，亩均收

入 2 万多元。

与此同时，洗澡堂村民小组将每

年冬春季碱田晾晒、土碱制作与“南

诏汤池”的旅游资源优势相结合，吸

引外地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成为助农

增收的又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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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翻晒制作好的土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