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经事
智

慧

海

都 2021年10月28日 星期四 责编/刘虎 美编/唐昊 校对/李达

A05智 慧 海 都
95060

10月 25日，记者走进位
于沙县小吃产业园内的惠发
食品沙县小吃中央厨房看
到，洗菜、和面、包馅……新
鲜蔬菜和肉类经过自动化生
产流水线后“变”成了一个个
统一的柳叶蒸饺，再经过速
冻发往全国各地。

“现在公司一天能生产
10吨饺子，只需要 24个工人
操作，相当于 200 个人手工
包的产量。”新沙一品公司生
产厂长胡明宝介绍道。

虽然有8.8万家门店遍布
全国，但产品标准不一和产能
不足的问题一直是沙县小吃
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2019年沙县启动小吃产
业园一二期及周边核心区域
3500亩食品产业园建设，不断
延伸小吃产业链条。截至目
前，已吸引小吃调味品、板鸭
休闲食品及禽蛋深加工等10
余家关联企业入驻，年产值可
达3.1亿元，一条沙县小吃特
色食品产业链已初具雏形。

在小吃产业园展厅，如
今沙县小吃的主打产品“拌
面”“蒸饺”“板鸭”都被做成了
伴手礼，进入商超和线上渠
道。包括餐具、纸巾、调料等
在内，当地已研发出的小吃相
关产品达1000多个品种。今

年产业园内还增设了带货直
播间，为入驻企业提供直播带
货服务，拓展线上销路。

以二产带一产促三产，
助推实现富民强区。如今的
沙县小吃已经不只是独立的
餐饮产业，而是融入到沙县
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搭建起
沙县城乡发展的清晰脉络。

在沙县小吃第一村俞邦
村，穿村而过的龙峰溪宛如
飘带，提升周边景观后，更显
迷人景象；新落成的念恩亭，
长廊里的半边美人靠成为游
客最舒适的休憩点；寻根追
味美食街里，原汁原味的沙
县小吃吸引着八方游客驻足
品尝。今年来，俞邦村累计
接待游客达 18万人次，文旅
赋能，让沙县小吃第一村发
展蒸蒸日上。

一业兴而百业旺。经过
20多年的发展，沙县小吃已
初步形成了包括原料生产、
物流配送、餐饮服务、文旅康
养等在内的产业集群，围绕
小吃形成的多样化业态，为
沙县带来了巨大的人流、物
流、资金流。数据显示，今天
的沙县城区面积已是20年前
的5倍左右，全区第三产业增
加值从1997年的5.83亿元增
长到2020年的101.09亿元。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 转型升级再领风骚
——三明市实施“五项提升”，推进沙县小吃产业发展再出发

今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沙县夏茂镇
俞邦村考察，详细了解沙县小吃发展现状和前景。
他指出，沙县小吃在现有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还要探
索，还要完善，还要办得更好。现在的城市化、乡村
振兴都需要你们，这就叫做应运而生，相向而行，我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引领风骚！

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为沙县小吃产业发展再出
发指明了方向。提升品牌、文化和商业核心价值，提
升“三产融合”，提升市场运营能力，提升门店标准
化，提升小吃创业及服务能力……值此“十四五”开
局之年，三明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
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推进沙县小吃朝“标准
化、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数字化”发展，为树立乡
村振兴样板贡献三明力量。

目前，沙县已与美团达
成数字化升级合作协议，双
方将携手在品牌建设、IT能
力、智慧门店、金融结算、互
联网营销等方向展开合作，
为全国加盟门店提供标准
化服务，为消费者打造小吃
消费全新体验。沙县还将
借力阿里巴巴平台与资源
优势，开启沙县小吃“千店
计划”行动，打造沙县小吃
网红带货直播间、沙县小吃
天猫旗舰店，线上线下共同
布局，助力三明地方特色和
沙县小吃产品推广。同时，
沙县与山东惠发集团联手
打造小吃培训中心、运营中
心、展示中心、电商中心、信
息化智能中心、研发中心、
沙县小吃文化研究院的“六
中心一研究院”产业集群高
地，为沙县小吃产业赋能进
入互联网时代。沙县小吃
紧随数字化浪潮，产业升级
步入“快车道”。

在沙县小吃产业园
内，一块两人多高的电子
屏幕上，实时跳动着 1600
多家沙县小吃店的销售
额、菜品销售排名、区域小
吃门店数等数据。2019年
启动小吃数字化建设以
来，沙县引导人流、资金
流、数据流回归，已在北京
等 6个城市进行数字化经
济试点，1600 多家门店数
据回流沙县总部。

而在供应链端，小吃
业主们已开始享受数字化
带来的红利。

“品种多价格实惠，食
品安全也有保障，对货品
不满意还可以退换。”对于
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深
圳开店的小吃业主李绍春
如数家珍，“以前生意好的
店铺，光冰箱就要备两三
台，调料一买就是 10 多
件，就怕突然没货了，现在
动动手指不管多少都直接
送货上门，方便极了。”

如今在广东，像李绍
春一样享受到数字化配送
福利的小吃店已超过4000
家。今年，沙县小吃集团
将在供应链配送、数字化
终端、仓储分拣、收银系统
等层面进行数字化、智能
化升级改造，力争让小吃
业主以更轻松的方式赚到
更多的钱。

将互联网技术与新零
售的运行业态结合起来，打
破门店经营固有的边界，这
是沙县小吃下一步要做的
大文章。“只要我们的供应
链、收银体系、互联网销售做
起来，就有源源不断的数据，
这才是未来小吃集团最宝
贵的财富。”张鑫说。

立足新起点，迈向新
征程。沙县小吃产业发展
再出发的号角已经吹响，
三明全市上下将紧紧围绕

“五项提升”这一行动纲
领，发扬“冲冲冲”的工作
作风，因地制宜走出特色
发展模式，助力沙县小吃
这一富民产业“再接再厉，
继续引领风骚”。

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
区人民西路，小吃业主邓方
样在门店内忙碌着。今年6
月，他将经营多年的老店转
型提升。通过手机视频，记
者看到了新门店的样貌
——现代的装潢、整洁的桌
椅、统一的着装，餐牌上几
十种菜品琳琅满目。

“以前开店天没亮就要
先去市场买菜，然后就是花
几个小时加工、备料。像蒸
饺，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要包
十几个小时近百斤面，到最
后边包边打瞌睡。”多年经
营沙县小吃，开店的辛苦邓
方样记忆深刻，“现在差不

多一半的产品公司都给我
们配送到店，不仅比以前更
轻松，营业额还上涨了。”

1元进店，2元吃饱。20
世纪90年代，沙县小吃以薄
利多销起家，大部分业主每
天凌晨一两点才休息，清晨
五六点就起床，包饺子、捞
面、炖罐、洗碗，样样自己做。

随着餐饮市场竞争日
益激烈，传统的“夫妻店”模
式慢慢跟不上形势。一方
面，门店品质良莠不齐，定
位低端；另一方面，老一辈
用透支身体健康换取财富，
让后来者望而却步。

“钱是赚到了，但不少

人身体也累垮了，有的甚至
倒在了灶台上。现在年轻
人不愿意再受这种苦。”沙
县小吃产业发展中心副主
任张鑫说。

危机促生变革，变革孕
育生机。2016年，沙县党委、
政府探索启动以标准化、连
锁化为重点的小吃产业改
革，发展实行总公司、子公
司、终端店三位一体的公司
运作模式，其中一项重要举
措，就是按照中央厨房模式，
组织小吃原辅材料的统一生
产与配送，诸如蒸饺、花生酱
等半成品，每天源源不断地
从沙县送往全国门店。

除了统一配送外，全国
各地的沙县小吃，开始向统
一管理、统一装修、统一产
品的现代经营模式迈进，不
仅确保了品质稳定和食品
安全，也逐步改变了人们对
沙县小吃低端的刻板印象。

从良莠不齐到标准化
生产，从“夫妻店”到连锁标
准门店……五年来，沙县党
委、政府牢牢以转型升级为
抓手，持之以恒培育壮大小
吃特色富民产业。截至目
前，已在全国发展加盟连锁
店 3203 家，成立子公司 23
个，配送中心 18 个，平均营
业额提升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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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小吃”重焕活力标准化提升

“三产融合”助推实现富民强区

数字化赋能
全产业链蓄势待发

以
沙
县
小
吃
产
业
园
为
牵
引
，助
推
实
现

﹃
以
二
产
带
一
产
促
三
产
﹄（
杨
宗
健

摄
）

沙县小吃转型升级门店干净整洁，品种丰富（曾勇 摄）

品种繁多的特色小吃（胡定禹 摄）

产业园内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胡定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