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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螺蛳粉厂职工韦柳票：

“家门口，找到一份好工作”

广西俗语说得好：听戏听腔，吃粉吃汤。这“粉”说的就是广西特色小
吃——螺蛳粉。除了酸辣鲜香的好口感，小小一碗粉更是为当地百姓带来了
好生活。

地道的螺蛳粉讲究“辣、爽、鲜、酸”，不仅要有软韧爽口的米粉，炸
得酥脆的花生，还要有从不锈钢大盆里抓出的一把酸笋和酸豆角。这满满一
碗螺蛳粉，连料带汤，可谓“吃粉喝汤，唇齿留香”。

被螺蛳粉吸引的可不止广西人。近年来，螺蛳粉名声愈盛，渐渐成了
“网红美食”。据柳州市官方公布信息显示，2020年，柳州袋装螺蛳粉销售收
入达110亿元，同比增长75.74%；其中，出口总值达3038万元，远销20多个
国家和地区。

一碗美味的螺蛳粉，离不开优质的原材料。随着成千上万碗螺蛳粉端上
了人们的餐桌，成百上千份工作也落到了百姓们的头上。

“从签合同到现在，我心里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呢。”今年41岁的韦柳票
是柳州市柳州区百朋镇尧治村的村民。她从没有想过，能在家门口，找到一
份好工作。

尧治村曾是贫困村，村民不富裕，家家的劳动力跑到外地谋生。然而如今
的尧治村村口，却建起了一栋崭新的大厂房——贡荷百利米粉厂。

“我们这里的莲藕非常有名，用来做米粉是再好不过的！”韦柳票是米粉
厂里新上任的会计，她十分惊喜，被称为 “双季莲藕”之乡的百朋镇尧治
村，竟然能搭上螺蛳粉原材料制造产业的快车，吸引厂商落户。

贡荷百利米粉厂以特色莲藕米粉和葛根米粉加工为主要加工方向，打造
更爽滑弹韧的米粉新品牌，成为广西螺蛳粉配套产业中第一批在村里建厂的
企业。

“现在每天上班都特别方便，我骑着电瓶车5分钟就到厂里了。”获得新
工作之前，韦柳票也跟着大伙儿到邻县打工。赶上活儿少的时候，才能回家
一趟。聚少离多之下，8岁的儿子见着她都往老人身后躲。看着娃儿躲自己
的娘，韦柳票心里难受极了。

“家门口的工厂”解决了她的苦恼。厂子开在村里，孩子上学就在工厂
对面，顺路就能接送孩子上下学。苦日子也终于熬出了头。“不少年轻人也
回到厂里干活了，村子好久没这么热闹过了。”韦柳票高兴地感叹道。

“确实大部分企业都想挤进产业园，但是在村里建厂也有产业园没有的
好处，一方面是原料供给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我们本地人做些实事、做
有意义的事。”贡荷百利米粉厂的负责人胡达柏也十分感慨。这间米粉厂是
柳州第一批“村中厂”，更是企业反哺村镇的典型。“看着乡亲们背井离乡不
远千里去打工，我这心里头真不是滋味。如果在家里一个月也能有四五千块
钱，谁还跑那么远打工呢？”

胡达柏的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2020年10月底，他把村里的
地租了下来。11月初，区委书记就找到了他，表明政府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
诚意，提出让村里以“场地+资金”的形式入股，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现
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起先不是都能立刻理解村里建厂的用意。胡达柏解释说：“一开始乡亲
们对建厂还是比较排斥。他们想着厂是老板的，地是村里的，老板的厂占了
村里的地，自己的利益就要受损了。”

刚开始那段时间，村里的气氛明显有些紧张。每次去考察选址和进度，
总能见到村民三三两两围在一起小声议论，上前打招呼，态度又都很冷淡。
眼瞅着乡亲们有了不满，胡达柏不禁有些忐忑，却又找不到机会解释。因为
在村民们看来，他是外来的大老板，“和村里不是一条心”。

就在胡达柏忧心建厂受挫时，操心着村里大事小情的村干部们“出手”
了，他们找到意见比较大的几个村民，挨个上门掏心窝子地“唠嗑”，从为
什么要到村里建厂说到厂子建起来外面的娃儿都能回来，大家一起在村里享
福。乡亲们的态度就这样渐渐转化了，最后甚至主动开始打听米粉厂的建设
进度。

看到此情此景，胡达柏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这是我建厂最顺利的
一次，下次我还要在村里建厂。”

米粉厂建得顺利，村里的百姓日子也越过越舒心——米粉厂建成投产
后，预计每年可为尧治村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可提供150个就业岗
位，帮助当地村民年增收540万元以上。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帮助下，贡荷百利米粉厂闯出了一条村里建厂的新路子，
小小米粉带动全村富裕，实现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沙县小吃店主彭茂清：

“扛过了做小吃的苦，就尝到了做小吃的甜”

“老板，来一份饺子！”江苏苏州的城北西路上，一家沙县小吃店座无虚席。
此时老板正在厨房忙活着。他娴熟地将调好的肉陷包进饺子皮里，手指

轻松一捏，像变戏法似的，这面团就有了漂亮的18道褶子。胖乎乎的蒸饺皮
薄馅多，扑鼻的香味伴着热腾腾的蒸气，在十多平方米的店铺里蔓延开来。

“一天光饺子皮就要包几十斤，每天营业额能稳定在4000元以上！”被喊
做老板的男子叫彭茂清，来自“沙县小吃发源地”福建省沙县夏茂镇彭邦
村，41岁的他从初中时起就常常在父亲的小吃店里帮忙，2016年成为苏州地
区第一批加入沙县小吃集团分公司的店主。

作为第一批将沙县小吃开到其他省市的“领头羊”店主，彭茂清一家的
生活质量大幅度提升，早早便在沙县县城住上了三层高的楼房。

小吃是小产业，里面却有大民生。
20 年前，沙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 2804 元，10 层以上的高楼只有 3

栋。而到了2020年，沙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22185元，高楼林立之

余，沙县还成为了福建省三个交通枢纽之一。
彭茂清的父辈，就是沙县小吃产业第一批受益者。

“找个煤桶，支起煤炉，就开始做生意了。煤炉呛人的气味我到今天都
还记得呢。”1991年，彭茂清的父亲和大伯在省城福州开起了小吃店，当时
还在念初中的彭茂清每到假期就会赶到店里帮忙。煤炉升起的热气充盈了整
个逼仄的厨房，炎热的夜里只能在狭小的阁楼里铺着凉席入睡……

“条件特别艰苦，但比起在老家的生活，我们挣得多多了，一天能挣个
三四百块钱。”截至1996年底，仅仅在夏茂镇，就有1300人走出山村，进城
做小吃。哪个村子出了万元户，哪家又建起了新楼房成为当时的村民们最津
津乐道的话题。

沙县将小吃店看作撬动民生发展的“大事件”。
“从 2001 年到 2005 年期间，我们经常走访各个乡镇，把小吃技术送上

门。”回忆起给村民们做“思想工作”的那段时间，沙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张鑫不由地笑了。

“村民们不会做小吃，我们就邀请老手艺人现场教学；他们担心亏本，
不敢往外发展，我们就邀请早前‘富起来’的小吃店主，跟大伙儿分享创业
故事。”那会儿为了鼓励村民们外出发展沙县小吃，张鑫常常会在乡镇学校
的食堂里架起一个大铁锅，举着大喇叭召集村民们，向他们展示沙县小吃的
招牌美食——扁肉、拌面的制作过程。

这一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带着独特的沙县手艺，外出闯荡了。
2003年，干部带头，政策扶持，彭茂清成为外出开拓沙县小吃产业大军

中的一员。年轻敢闯的他和大姐一起南下深圳，开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沙县
小吃店。

“毕业之后我也干过很多行当，但没有一样是能稳定养活自己的。这时
候我就很庆幸，自己还有做小吃这门手艺。”在深圳，年轻的彭茂清第一次
见识到大都市的繁华。

“深圳人有吃宵夜的习惯，一到晚上就有特别多人来吃小吃，整个店里
挤满了人！”彭茂清完全没料到生意能这么好，通宵开店是常有的事情，甚
至雇了好几个人一块儿包饺子，也跟不上客人点餐的速度。

“一天包五十斤饺子皮，卖两百个炖罐，一个月挣好几万块钱，一点都不夸
张！”彭茂清完全没有想到，作为“小吃二代”的自己，竟然能够凭借这一门手
艺，在深圳这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吃店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收获
开门红的彭茂清又继续北上，前往杭州、绍兴、苏州等地继续开拓市场。

和彭茂清一样外出闯荡的小吃店主们越来越多，沙县小吃店也开遍了全
国各地。实现规模化发展之后，沙县小吃开始向“产业化”迈进。

2016年，沙县小吃开启了“中央厨房”模式。沙县小吃产业园生产车间
里的生产线上，一批批柳叶蒸饺被打包好，运送到各大城市的仓储点里。

张鑫熟练地算了一笔账：“一条生产链工作一天的产量，能抵得上200位
熟练工忙活一整天的成品，采用‘中央厨房’配送模式能大大降低店主们的

生产成本，也解放了从早到晚都在厨房里忙活的店主们。”从夫妻店到大厂
房，沙县小吃产业迈上了崭新的台阶。

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从卖体力到技术活，如今的沙县小吃立足本地
实际，发展特色产业，店铺越开越多，食品质量越来越高，店主们的生活也
越来越富足，沙县小吃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民强县金钥匙。

“扛过了做小吃的苦，就尝到了做小吃的甜。”今年41岁的彭茂清依旧干
劲十足，撸起袖子准备扩大店面，在苏州再经营一家新的沙县小吃店。

兰州牛肉拉面师傅郭金平：

“学门手艺比啥都有用”

小吃要有大市场，更要有好人才。
“兰州牛肉拉面”以一碗面的手艺创新“手艺兴业”，一碗面涵养一方水

土，富裕一方百姓。
顺滑劲道的面条，青绿鲜嫩的香葱蒜苗，浓香醇厚的牛肉汤，还有鲜红

馥郁的辣椒油……这就是兰州人的“标准早餐”——兰州牛肉拉面。色香味
俱全的牛肉拉面，不仅让当地人食指大动，更吸引了四方食客。据兰州市商
务局统计，全国各地兰州牛肉面馆共有5万多家。

面馆儿多了，去哪找那么多拉面师傅呢？
在拉面行业里摸爬滚打了三十五年的梁顺俭，可谓是拉面人才培养的领

路人。“在拉面界，我出了第一本书，创办了第一个职业培训学校，开办了
第一个新三板签约公司。”梁顺俭自豪地说。

“我从16岁开始学习做牛肉面，那时候这一行是学徒制，进去先打杂。”
梁顺俭回忆道，在他初入行的几年，兰州牛肉面教学还遵循最传统的一带一
或一带二的师徒制，没有教材，没有学校。人才培养不出来，白白浪费了大
量的就业岗位。

梁顺俭只有迎难而上。每次到了调汤料的时候，他仔细看称料，牢牢记
住是什么，量是多少，放的顺序。

功夫不负有心人，凭借自己的韧劲儿和机敏“熬出头”后，梁顺俭却不
像其他一些“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师傅一样延续不教徒弟的规矩，反而立志
为牛肉拉面教育行业做出点新改变。

2006年，梁顺俭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兰州牛肉拉面专业技术培训班。“说
是开了先河也不过分，因为当时这个行业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回想起曾经
的艰苦岁月，梁顺俭忍不住调侃道。招生广告打出去，比预想中的还受欢
迎。学生来了，却没有教材，上课只有师生大眼瞪小眼，怎么办？

学牛肉拉面时的韧劲和聪明在此时又发挥了作用，“没有教材是个挑
战，但是我还可以自己做。” 每次备课时，梁顺俭都会用 A4纸写下这堂课
准备讲授的知识点，在课上把复印件发给学生。这一张张复印件越攒越多，

累积成了第一本兰州拉面技术书籍《兰州牛肉拉面宝典》。
在梁顺俭和其他师生们的努力下，牛肉拉面专业技术培训班越做越大。

如今，梁顺俭抱着振兴陇原、打造“一带一路”兰州拉面经济带的愿望注册了
“兴陇”教育品牌，成立了兰州牛肉拉面创业孵化园，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人
才培养、人才输送机制，为海内外输送着兰州牛肉拉面技术、管理人才。

“在国外卖牛肉拉面的人里，六成都和我们的培训有关系。”谈及自己这
些年的教育事业，梁顺俭有种抑制不住的自豪。

来自甘肃临潭县冶力关镇的郭金平，就是兴陇牛肉拉面职业培训学校的
直接受益者。

郭金平一家以前是村子里建档立卡贫困户，为了养家糊口，不懂专业技
术的他只能跟着建筑队干体力活儿，最惨的还是没活儿的时候，干着急：

“我都不敢出门了，出了门就少不得要花钱。”
转机出现在今年3月，为进一步帮助解决甘肃省低收入家庭劳动力、大

中专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就业问题，甘肃省商务厅联
合甘肃兴陇牛肉拉面职业培训学校开办了免费的兰州拉面技能培训课程，省
内各地欲学一技之长的学生踊跃报名，安置就业、扶持创业，包括甘南、临
夏、庆城、武山、定西、平凉等地的15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培训。

郭金平抓住机会，报名参加了此次培训课程，刻苦的他经过了半个月紧
锣密鼓的学习，就掌握了牛肉面和面、拉面、煮面、配料等技巧。现在已经
是兴陇国际商学院拉面实训店里的掌勺师傅，每月有4000多元的工资。

只见这个刚过 30 岁的汉子穿着件白围裙，身上还沾着些面粉，忙而不
乱，高兴地对笔者感叹道：“俗话说得好，学门手艺比啥都有用！”

“拉面经济”，正在为乡亲们的好日子贡献着源源不断的动力。

不仅是装备制造，有着“工业思维”的柳州
人，还把一碗螺蛳粉做成了大产业。

柳州螺蛳粉生产集聚区产品展示区门口，
一首赞誉螺蛳粉的小诗吸引了总书记的目光：

“大米小珍馐，小吃大灵魂。粉好度日月，螺小
赛乾坤。”

柳州市负责同志告诉总书记，近年来柳州加
快推动螺蛳粉产业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通
过把螺蛳粉做成袋装速食，让原先不易保存储运
的美味走向全国各地。

短短 6年，柳州螺蛳粉产业实现了“三个百
亿”：袋装螺蛳粉销售收入110亿元，配套及衍生
产业销售收入 130 亿元，实体门店销售收入 118

亿元，同时通过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创造了30多
万个就业岗位。

“真是令人惊奇！小米粉搞出这么大规模的
产业来，不容易，值得好好研究总结。”总书记
称赞道。

展厅里，摆放着各式袋装螺蛳粉产品，有水
煮的，有自热的，有冲泡的。旁边还有熬制螺蛳
粉汤的八角、桂皮、沙姜等原料，以及酸笋、酸
豆角、腐竹等配菜。

“酸甜苦辣咸，各种味道都有了。不分南北
大家都喜欢吃。”总书记笑着说。

看完成品展示，习近平总书记还走进广西善
元食品有限公司，从中央厨房到包装车间，实地
察看螺蛳粉生产流程。

总书记叮嘱大家：“发展产业一定要有特
色。螺蛳粉就是特色，抓住了大家的胃，做成了
舌尖上的产业。要继续走品牌化道路，同时坚持
高质量、把住高标准。我相信，将来螺蛳粉产业

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从产业发展讲到民营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在螺蛳粉产业化过程中，民营企业发挥着重
要作用。民营企业灵活，敢于闯。我们鼓励民营
企业发展，党和国家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的时
候给予支持、遇到困惑
的时候给予指导，就是
希望民营企业放心大胆
发展。

——摘自 《“加油、
努力，再长征！”——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广西纪实》（人
民日报2021年4月29日第
1版）

发展产业一定要有特色

小吃：小产业连着大民生大市场
严 冰 张星翼 陈嘉淇

早上一睁眼，先吃一碗“汤镜者清，
肉烂者香，面细者精”的兰州拉面，汤汁
清爽、拉面劲道；中午饥肠辘辘，踏进街
边沙县小吃店，招牌菜色扁肉、烧麦、肉
包、米冻等看得人口水直流；深夜饿了想
要加餐，在家就能泡一碗螺蛳粉，吃粉喝
汤，唇齿留香，大快朵颐。

小吃不少，小吃也不小。散布在祖国
大地的各色小吃不仅承载着当地一方水土
的独特味道，如今更是成为了改善民生的
好帮手。广西柳州螺蛳粉吸引原料厂入驻
乡村提供就业岗位，福建沙县小吃产业化
经营拓宽村民致富之路，甘肃兰州拉面培
育技术人才靠手艺兴业……各色小吃百花

齐放，为乡村振兴出大力。
民以食为天，现在的城市化、乡村振

兴都需要小吃产业，这就叫应运而生，相
向而行。小吃行业应当还要探索，还要完
善，继续引领风骚。近日，笔者采访了几
位小吃行业的从业者，听他们讲述小吃为
乡亲们带来好日子的故事。

兰州牛肉拉面职业技能培训班。 （受访者供图）

4月29日，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迎来参观的客人。 黎寒池摄（新华社发）4月29日，柳州螺蛳粉产业园迎来参观的客人。 黎寒池摄（新华社发）

彭茂清和他的新店。 （受访者供图）彭茂清和他的新店。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