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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吃里有大民生

“大嘴吃八方，还是这里香。”走在城市的街头巷
尾，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每家沙县小吃的招牌上都有一
个大嘴张开的“吃豆人”卡通形象——这是沙县小吃门店
的统一标识。

标识有多常见？
“全球8.83万家沙县小吃门店招牌上都有这个形象。”

沙县小吃产业发展管委会副主任张鑫告诉记者。
沙县民间流传这样一句话：“扁肉是砖、面条是钢，

建起了沙县的高楼大厦。”这背后是 30多万名从业人员、
550亿元年营业额的庞大产业。从最初单打独斗的肩挑手
提和路边小摊，到如今握指成拳的统一标志门店，沙县
小吃成了富民大产业。拌面、扁肉 （馄饨） 等在地方小
吃中并不鲜见，为什么唯独沙县的牌子这么响？

“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下，大量劳动力涌往
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以‘一元进店、两元吃饱、五
元吃好’为口号的沙县小吃方便快捷、物美价廉，正好
符合时代需求，这是它成功的关键。”张鑫说。

“大米小珍馐，小吃大灵魂。粉好度日月，螺小赛乾
坤。”酸、爽、鲜、辣、烫的柳州螺蛳粉近年来拥有很高
知名度。它的爆红，是搭乘了互联网经济和“宅经济”的
东风。

“柳州在螺蛳粉营销上紧紧抓住电商发展浪潮，运用
互联网思维，使之异军突起，成为人尽皆知的网红产
品。”广西螺霸王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欧
皓轩说，“柳州一直以钢铁、汽车、机械制造为支柱产
业，具有深厚的工业基因。从 2014年开始，柳州市将工
业化思维运用到螺蛳粉生产上，使其告别了作坊式生
产，完成从‘街头小吃’到‘袋装速食’的转身。”

预包装螺蛳粉刚兴起，众多商家进入这一行业，但
缺少标志性品牌，螺霸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成立的。“经
过几年的沉淀，螺霸王已成为行业龙头企业之一，生产
厂房也由原来的700平方米扩大到7000平方米。”欧皓轩
说，“螺霸王洛维螺蛳粉产业园一二期全部建成后，日产
能可达150万包。”

小小一袋粉，藏着大民生。“螺蛳粉的原材料包含螺
蛳、竹笋、豆角、大米、木耳等多种食材，一碗粉串起
了一条条乡村致富链，带出了多方共赢的大效益。”柳州
市螺蛳粉协会会长唐机文说。

目前，柳州全市获证螺蛳粉生产企业已达127家，企
业自主品牌达300多个。2021年，柳州袋装螺蛳粉销售收
入达 151.97 亿元，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更是达到
501.6亿元，直接创造30多万个就业岗位。

用标准化赋能品牌

在江西省南昌市昌东工业区天祥路，沙县小吃南昌
136 号连锁店不久前开业。统一的着装、整洁的桌椅，

“80后”店长严家和与店员微笑迎客。
严家和是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洋邦村人，跟

随家人外出经营小吃生意多年。早上6点起床，凌晨1点
收摊，每天营业近20个小时是常态。

上世纪 90 年代，沙县小吃凭借经济实惠打开市场，
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和市场环境变化，单打独斗的“夫
妻店”模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门店品质良莠不齐，菜
品无法保证稳定更新，有些门店环境也让人没胃口。虽
然整体体量不小，但在品质、标准、研发创新、经营管
理方面与品牌快餐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回想起沙县小吃
的沉浮，张鑫感叹道。

“小吃业主开店很辛苦，但有时又摸不着门路，不懂
食材的处理方法，经营管理更是两眼一抹黑。”从事餐饮
行业20多年的颜发辉深有体会。

不进则退，不变则亡，沙县小吃走到了发展的十字
路口。

从当地政府到从业人员，转型升级成为共识。开设
小吃连锁加盟店，推进沙县小吃公司化运作、标准化实
施、连锁化经营，一场从食材供应到菜单搭配再到经营
管理的品牌化变革，为从业者打开了新天地。

今年，严家和瞅准小吃转型升级趋势，决定加盟沙
县小吃集团连锁店。“升级改造后的店铺，不再是原来
的‘老、破、小’，点单和服务模式也有了很大变化。”
他说。

如今，严家和店里的柳叶蒸饺、半成品大排、调味
品等原料都从沙县总部配送而来，人工成本也下来了。

“每天进账有 4000 多元，时间也宽裕了，能多陪陪家
人！”严家和很高兴。

颜发辉在摸索中创办了醉有才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专注小吃复合酱料研发和生产，还定期给小吃业主做免
费培训，助推沙县小吃转型升级。“酱料是小吃的灵魂，
有好的酱料供应，就能让小吃业主轻装上阵。我们的目
标是让经营者实现‘拎包入住’式经营。”颜发辉用了一
个形象的比喻。

而从流水线上走下来的袋装螺蛳粉，本身就有工业
化基因。

“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标准体系逐步建立，覆盖全产
业链6个子体系564项标准，相关产业领域标准建设不断
加快，实现种养、加工、包装、配送、实体门店建设等
环节的标准化。”唐机文说。

自动化、标准化，会不会让小吃风味流失？
“传承美食文化，不必忌讳‘标准化’，两者在当下环境

中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制定标准要求，从业者才能在此基
础上不断创新，让小吃历久弥新。”张鑫说。

“严格的标准化、规范化生产，破解了螺蛳粉生产企
业各自为战、行业标准不统一的问题，确保了产品质量
和安全，夯实了螺蛳粉产业发展基础。”欧皓轩说，“标
准化有利于打造品牌，为螺蛳粉这个金字招牌带来更大
空间。”

颜发辉表示：“醉有才目前采用半自动的生产方式，
一些生产环节仍保留人工操作，目的就是让产品保留更
多的‘锅气’。”

送上更多外国人的餐桌

走向全国的同时，地方特色小吃也冲出国门，在海
外获得大批消费者的青睐。

落户美国的第一家沙县小吃店营业不到3小时卖光一
天的食材，日本东京首家沙县小吃店开业5小时销售收入
超1万元人民币，一条介绍沙县拌面的视频在海外网站获
得26万人次观看和数万个点赞……

沙县小吃在海外受到热捧，被赞“极富创造性”“别具
风味”。扁肉依然是菜单上的经典，但口味已入乡随俗。
在西班牙，油炸扁肉颇受欢迎；在法国，鸡肉馅扁肉最
热销。不少在海外的中国人感慨：“真是走到哪儿都能吃
上这碗扁肉！”

螺蛳粉也在海外拥有不少“粉丝”。据统计，柳州螺蛳
粉已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1年实现出口额824
万美元，同比增长89.86%。

“螺霸王已登陆12个跨境电商平台，成为行业出口领
军企业。”欧皓轩说。他向记者分享了一个故事：2019年
4月，螺霸王驻外团队走访海外商超时发现，有不法分子
盗用其产品名称和相似包装，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误导
消费者。“很生气，立即向相关部门举报了，但这也侧面
反映我们产品的受欢迎程度。”

近年，在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螺蛳粉频频成为展
会“爆款”产品。在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外国“网红”聚焦
螺蛳粉的镜头越来越多。走俏海外的国民美食不仅成为
传播中国餐饮文化的窗口，还架起中外合作的桥梁。

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的中国学生和来自老挝、印度尼西
亚的留学生一同组成创业团队，在坚持地道风味的基础
上，研发面向东盟消费者的螺蛳粉，他们有时一天要“嗦”
10碗粉。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冬阴功汤口味的螺蛳粉诞生
了，它带有淡淡椰子香味，颇受目标消费群体好评。

“螺蛳粉这样的地方美食袋装产品很有特点，口味还
原度高、海外市场的辨识度高，产品竞争力就强。我们
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标准、市场偏好，有针对性地改
变研发策略，改造生产线和供应链，提高了柳州螺蛳粉
在海外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欧皓轩说，“海外市场
的反馈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把中国地方特色小吃扩大推
广，送上更多外国人的餐桌。”

张鑫认为，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产业化发
展，国民小吃走向海外的空间十分广阔。小吃“出海”口
味变革是必然的，“但传统工艺不能丢，菜品口感和形态
要传承和保持”。

“正因包容性和多元化，才有了今天沙县小吃的丰富
样貌，这也应当是沙县小吃‘出海’的文化基础。”张鑫
说，沙县小吃“出海”还将加快步伐。

走出家门，到附近的沙县小吃来一碗热
气腾腾的扁食汤；一键下单，在家里便可尝
到正宗的柳州螺蛳粉……今天，地方小吃不
再局限于起源地。即使身处一个陌生的城
市，在街头巷尾仍能找到全国各地的风味。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风土人情不同。地方
小吃作为当地文化的载体，往往与地理特点、
农桑节令、历史事件、民间传说等相关，打下
深深的地区烙印。比如，川渝地区小吃往往偏
辣，目的是祛除体内湿气；江南一带流行的粽
子糖本是用来招待灶王爷的供品；云南过桥
米线源于一则秀才赶考的故事；老北京在春
分习惯吃一份驴打滚……具有鲜明区域特色
的地方小吃，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然而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受限于信息闭塞、交通不便，很
多诱人的地方小吃无法被更多人所熟知。

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小吃，一旦突破空
间限制，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潜力。“小”
生意也能做成大产业。以沙县小吃为例，数
据显示，如今中国沙县小吃门店近 9 万家，
从业人员达 30 多万，年营业额超 500 亿元。
得益于沙县小吃的知名度，当地政府乘势举
办“沙县小吃旅游文化节”等活动，吸引食客
前来参观打卡，沙县这座静谧的闽中古城借
小吃焕发新的生机。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中国消费结构已逐渐从温饱型转向
小康型，消费类型也由生存型消费向享受
型和发展型转变，这为地方小吃走向更大
的舞台提供了机遇，地方小吃的发展前景
空前广阔。人们追求吃好、吃出特色、吃
出品位，物美价廉、特点鲜明的地方小
吃，能够满足人们在饮食上的求新求异心
理，获得越来越多食客的青睐。

然而，现在大部分地方小吃的经营模式
仍是夫妻店或家庭小作坊，尽管这些店面在

食材选择、烹饪手法等方面尽可能还原当地
风味，但由于资金、技术不足，经营规模
小，没有形成品牌效应，不仅抗风险能力较
弱，也不利于地方小吃进一步推广。

推动地方小吃走向更大舞台，应推动
地方小吃品牌化，打造地方小吃 IP，实现
品牌效应。沙县政府曾组建沙县小吃同业
公会、注册沙县小吃商标等，推动沙县小
吃口味、管理标准化，促进了沙县小吃的
发展。另一方面，应积极改进地方小吃的

产品形式，实现工业化、规模化生产。柳
州螺蛳粉成为现象级产品，离不开其产品
形式的改良，由过去的现煮现卖变成袋装
销售，不再受店面的制约，让人们在家就
可以品尝。

当下，“舌尖经济”方兴未艾，地方小吃面
临大好机遇。期盼相关地方与企业锻长板、补
短板，推动地方小吃品牌化、规模化，助力更
多地方小吃香飘四海进万家。

把“小”生 意 做 成 大 产 业
赵 昊

沙县小吃、柳州螺蛳粉裂变百亿大产业——

“走到哪儿都能吃上这碗扁肉”
本报记者 康 朴

从小作坊变为大工厂，从提篮小卖到连锁经营，从走进城镇到走
出国门，小吃看似小，也能做成百亿大产业。

在中国，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小吃，闻名全国的也不在少
数，但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品牌的还不多，做成百亿大产业的就更
少了。沙县小吃、柳州螺蛳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是如何走向
全国又走向世界的？ 沙县扁肉。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在快递转运中心，柳州螺蛳粉包裹经过全自动分拣发往全国各地。 黎寒池摄 （人民视觉）

位于日本高田马场的沙县小吃连锁店。 沙县区融媒体中心供图位于日本高田马场的沙县小吃连锁店。 沙县区融媒体中心供图

醉有才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对小吃业主进行培训。 醉有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