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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器晚成”螺蛳粉，折射中国经济有韧性
本报记者农冠斌

今年疫情期间，闻起来“臭臭”的螺蛳粉，意
外成为“吃货”眼中的香饽饽。

有关柳州螺蛳粉的话题，10 次登上热搜，阅
读量超 10 亿；一些知名网红主播，靠卖螺蛳粉吸
粉无数；网友集体催货，呼唤“螺蛳粉自由”……

这种酸爽的地方小吃，为何成为食品行业最
受关注的品类之一？

有人质疑：这不可能是没有“预谋”的火爆。
柳州市螺蛳粉协会会长倪铫阳则认为，与其说柳
州螺蛳粉是新晋网红，不如说是大器晚成，其产
业发展模式早就刻上了走红的基因。

“全网催货”，半年卖出近 50 亿元

3 月初，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五六月。因为产能不足，供不上货，网

店一个月退款 1500 多万元，客服还

得逐单解释原因

开辆三轮车从竹林里“突突”回来，卸下一支
支掘出时间不超过 2 小时的新鲜竹笋，然后拿出
剥笋工具往旁边一坐……黄继华马不停蹄——
收购竹笋的老板已经在“催单”了。

竹笋是螺蛳粉的原材料之一。黄继华所处的
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百乐村，种有 5000 多亩
竹子。今年，这个村迎来了难得的好行情：每斤卖
价比往年高了近 5 毛，老板们抢着上门拿货。

“螺蛳粉火了，竹笋都跟着涨价。”黄继华扬
起袖子，将满脸的汗水往外一甩，咧开嘴笑起来。
他说自己今年卖竹笋的收入将超过 20 万元。

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不少行业受到打
击，但柳州螺蛳粉销量却一路飘红。

打开某电商平台，经营螺蛳粉的网店，月销量
动辄数十万单，李子柒牌柳州螺蛳粉的月销量，更
是突破了 150 万单。

此外，网络主播李佳琦，2 分钟内售空 26000
箱螺蛳粉；娱乐明星陈赫的直播首秀，短短 8 分钟
售出 6 . 6 万袋螺蛳粉，成交额超百万元。

“3 月初，我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五六月。因
为产能不足，供不上货，网店一个月退款 1500 多
万元，客服还得逐单解释原因。”广西螺霸王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姚汉霖说，供货压力巨大。

面临同样烦恼的还有广西中柳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去年 10 月，中柳公司开始与美食短视频创
作者李子柒合作。

最初会谈时，双方心里都没底。“当时想着一
天平均能卖出 3 万包，就相当不错了。”中柳公司
总经理韦杨年说，没想到，今年上半年这个数字翻
了好几倍。最高峰时，仅李子柒这个品牌，3 天就
卖出了 500 万包螺蛳粉。

面对“全网催货”不断加单，韦杨年将工人数
量扩充了一倍，生产线三分之二用来生产李子柒
的产品，公司自有品牌销量也在不断上涨。

“实体店停业或限制营业之后，多数客源被袋
装螺蛳粉分流。袋装螺蛳粉主要依靠互联网销售，
直播带货和热门话题看多了，人们难免要亲自试
试。”倪铫阳说。

根据天眼查数据，截至 8 月中旬，今年新增的
近 3000 螺蛳粉相关企业，约三成位于广西。

柳州市商务局数据则显示，今年上半年，该市
袋装螺蛳粉产值已达到 49 . 8 亿元，预计全年将
达 90 亿元。上半年，经柳州海关检验合格出口的
螺蛳粉货值约 750 万元人民币，是去年出口总额
的 8 倍。

“进京赶考”不如“放水养鱼”

一场关于“粉”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既要满足人们新的消费需求，

引导这些生产者走向标准化规范化，

但又不能把他们管死

在柳州街头，螺蛳粉店随处可见。不论早晚，
吃一碗螺蛳粉是当地人的日常习惯。

螺蛳粉需用柳州特有的软韧爽口的米粉，配
以酸笋、花生、腐竹、酸豆角等辅料，加入绿油油的
时令蔬菜，再淋上精心熬制的螺蛳汤。红通通的一

层辣椒油浮在上面，鲜美的汤汁渗透到每一根
粉条。

早在 2010 年，柳州就提出要将特色美食螺蛳
粉打造成城市名片。

柳州是一座工业重镇，工业总产值占广西四
分之一，还是全国五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最高年
产销汽车超过 250 万辆。

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认为，虽然全国
每卖出 10 辆车就有 1 辆是柳州生产的，但这些产
品都没有带上“柳州”的名字，相当长时间里，柳州
没有太多知名度。

在柳州市 2019 年 5000 多亿元的工业产值
中，螺蛳粉产业仅贡献了 60 亿元，但在打造城市
名片上，螺蛳粉被寄予厚望。

“根据许多城市的发展经验，‘城市+美食’往
往就能形成一张影响力巨大的名片，比如重庆火
锅、武汉热干面、兰州牛肉面等。”贾建功说，由此，
柳州市开启了“螺蛳粉进京”行动。

2011 年，在有关部门引导下，一些创业者北
上进京，在海淀、朝阳等人员密集的地方，开设了
十余家柳州螺蛳粉店。

“地方美食离开地方，往往会失去灵魂。”贾建
功说，当时为了保证螺蛳粉地道的柳州风味，许多
食材只能从柳州空运到北京，大大增加了粉店的
经营成本。

高企的租金，则是实体店面临的最大支出。柳
州市政府部门工作人员表示，当时第一批“进京赶
考”的店面，有不少已经关门，“开实体店进行推广
宣传，效率特别低”。

这个局面在 2014 年被几个小作坊打破：袋装
螺蛳粉出现了。

“柳州外出务工的人很多，当时在其他省份，
还很难见到螺蛳粉的影子，有人就问，能不能把螺
蛳粉打包带出柳州？”姚汉霖说。

市场上出现需求，就会有人去开发产品。
中柳公司的合伙人罗金波回忆，当时的袋装

螺蛳粉几乎全是小作坊生产的，“租下一个房子，
关起门，就在里面炒料。有的包装就是用塑料袋和
瓶子，保质期最长不超过 10 天。”罗金波说，有些
小作坊因为炒酸笋的味道太重，老板差点和邻居
打起来；还有的因为卫生问题，被执法部门查封。

“一些有长远发展意识的作坊老板，想到去申
请办证生产。”罗金波说，但当时没有螺蛳粉生产
标准，“办不下证，大家还是关起门来搞，政府部门
也很头疼。”

倪铫阳说，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发现了消费端
旺盛的需求。仅 2014 年，由小作坊生产的袋装螺
蛳粉，就有了 40 多个所谓的品牌。

“得管！”贾建功说，彼时柳州已经察觉到，
即将到来的是一场关于“粉”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既要满足人们新的消费需求，引导这些生
产者走向标准化规范化，但又不能把他们管
死。”

“放水养鱼”是柳州市政府对螺蛳粉生产者
的引导思路。“ 2014 年底开始，工厂面积达到
300 平方米，食药监局就给办证。行业很快繁荣
起来，相关企业增加到 80 多家。在这个过程中，
又不断制定行业规范，提高准入门槛。资质欠缺
的小作坊自然而然就被淘汰了。”贾建功说，袋
装螺蛳粉野蛮生长的时代就此结束了。

“工业革命”，地方美食走出地方

不少企业开始技术和工艺创

新。一包螺蛳粉在走完生产、物流、

上架等一系列流程后，还有足够时

间静静等待被品尝的那一天

螺霸王的第二个厂房，位于柳州市河西工
业园。生产线上，十几只分别装着筒骨、螺蛳、生
姜、香辛料包的大铁盆，在熬煮汤料的大锅旁排
列有序，汤汁已经持续翻滚了数个小时。生产线
另一端，酸笋、酸豆角、花生等料包，则通过传送
带源源不断地输送着。

这些生产场景，和店铺制作螺蛳粉完全不
同。“毕竟由第三产业转为第二产业了，得用工
业化的思路。”姚汉霖说。

在柳州，不少企业开始围绕螺蛳粉生产的
各个环节，进行技术和工艺创新。有的企业不断
探索米粉制作工艺，有的专注物理杀菌、真空包
装等生产技术的提升。

“以保质期为例，袋装螺蛳粉从起初的 10
天提高到了 6个月。”韦杨年说，这使得袋装螺
蛳粉具备了搭乘“互联网快车”的条件。一包螺
蛳粉在走完生产、物流、上架等一系列流程后，
还有足够时间静静等待被品尝的那一天。

“技术突破使袋装螺蛳粉快速形成产业。”
贾建功说，作为一座以汽车、钢铁、机械制造为
优势产业的工业重镇，工业的基因根植于柳州
的血脉中，“还是一切用技术说话，以标准保证
质量。”

2015 年初，柳州市召开螺蛳粉产业发展大
会，首次提出柳州螺蛳粉“产业化、标准化、品牌
化、规模化”发展理念，确定了柳州螺蛳粉产业

做袋装走机械化生产道路。
此后，柳州陆续出台《预包装柳州螺蛳粉地

方标准》《柳州螺蛳粉产业升级发展的实施方
案》《柳州市全面推进螺蛳粉产业升级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等一系列螺蛳粉生产的标准和发
展规划。

“我们用工业的理念谋划推进柳州螺蛳粉
产业升级发展，打造柳州螺蛳粉产业 2 . 0 版
本。”柳州市委副书记梁旭辉说。

为了保证每一包螺蛳粉的品质，许多企业
将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进行标准化。“比如酸笋腌
制的时间、控制在什么温度，螺蛳汤熬汤的步
骤，放多少克配料，按什么顺序放等全部量化，
确保每一包螺蛳粉都能做出同一个味道。”姚汉
霖说。

袋装螺蛳粉似乎是米粉届的“工业革命”。
“它改写了螺蛳粉长期受困于地方的局面，通过
快递把柳州最地道的美味输向全国成为现实。”
贾建功说。

在 2016 年的全国两会上，柳州市委书记郑
俊康拿出一包袋装柳州螺蛳粉，从这一地方小
吃由“现煮堂食”到“袋装速食”热销的角度，讲
述柳州供给侧改革的成效，引发众多媒体关注。

作为“可以食用的城市名片”，柳州螺蛳粉
的名气越大越大。

“淘金路上卖水的也能赚钱”

依托螺蛳粉的热度，瞄准与螺

蛳相关产业的空白处，多样化产品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碗粉，不仅做成了畅销各地的网红美食，
还带出了“螺蛳粉+”产业链。

在柳南区千亩标准化稻螺种养示范基地
内，不少螺蛳附着在水稻根部。稻子已经成熟，
一些村民挽着裤脚、戴着草帽在田里收割稻谷。
基地种植的是再生稻，割完后会再长一茬。

“再生稻的寿命和螺蛳养殖的成熟时间一
致，这种共养模式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获得双重
收益。”广西中之润柳州公司经理贺庆操介绍，
“螺蛳粉走俏，原材料的需求加大，我们看好螺
蛳养殖的市场前景。”

在柳州，随着螺蛳粉产业蓬勃发展，参与到
螺蛳粉原材料供应链的人不在少数。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原料本土化既方便源

头品控，又能使螺蛳粉产业惠及地方。”姚汉霖说
通过大力发展原材料基地，柳州全市螺蛳养

殖面积已达 4 . 8 万亩、大米基地 2 万亩、竹笋基
地 8400 多亩、木耳基地 180 万平方米……

在柳州市鹿寨县平山镇的集市上，许多村民
将摘好的豆角拿到收购点售卖。经过验货、定价、
上称，村民喜滋滋地清点到手的钞票。

“多的时候一天四五百斤，少的时候一两百
斤，平均每天两三百元收入。”平山镇平山社区村
民吴翠兰说，村里一些贫困户靠种豆角脱了贫。

贾建功算了一笔账：1 亩豆角每年至少可创
收 5000 元，种植户并不需要耗费太多精力。

公开资料显示，柳州螺蛳粉产业已创造了超
过 25 万个就业岗位，带动了包括大米、竹笋、豆
角、木耳等在内的 50 万亩螺蛳粉原材料基地和
覆盖农业、食品工业、电子商务等领域的产业链
的发展。

此外，由螺蛳粉衍生出的配套产业也吸引了
不少创业者的目光。“90”后柳州青年廖桐炜去年
返乡创办了广西桐羿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主打产
品为“螺蛳酱”。

廖桐炜认为，依托螺蛳粉的热度，瞄准与螺
蛳相关产业的空白处，多样化产品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淘金路上，卖水的也能赚钱。”

“螺蛳粉带动原材料和衍生产品的发展，一方
面延长了螺蛳粉的产业链，另一方面又反哺了螺
蛳粉自身的发展，形成多赢局面。”倪铫阳认为。

如何摆脱“红得快，也凉得快”

越是火爆越要加强质量检查和

市场监督，千万别砸了柳州螺蛳粉的

牌子

“我们老是说，站在风口上，猪也能飞起来。猪
飞没飞我不知道，但是我们柳州螺蛳粉产业却在这
几年互联网经济的春风吹动下，乘风破浪。”在今年
一次直播中，柳州市副市长侯刚这样说。

高速增长的销售数据，离不开柳州人对这一
地方小吃的钟爱和保护。从制订袋装螺蛳粉标
准、申请“柳州螺蛳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到建
立螺蛳粉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螺蛳粉原材料基
地，背后都融入了这座城市的“工业思维”。

对于网友催发货的现象，柳州市委书记郑俊
康多次强调：“越是火爆越要加强质量检查和市
场监督，千万别砸了柳州螺蛳粉的牌子。”

螺蛳粉“触网”后，高峰时期，柳州约有 80家
螺蛳粉电商品牌。

经过监管部门筛查，不符合标准的螺蛳粉商
家陆续被淘汰。在日常抽查中，一旦抽检不合格，
企业将面临罚款并且在网上进行公示。

尤其在今年，柳州螺蛳粉快速走红，也暴露
出一些问题。

好欢螺在今年 6 月与网络主播薇娅合作时，
工厂仍处于缺货状态，常规销售途径需要 45 天
才能发货，但直播间工作人员要求必须 72 小时
发货。全公司人员加班加点，才完成了此次合作，
此后主动控制销量。

中柳公司与李子柒合作，网上销量频频“爆
单”，产能难以满足。为防止螺蛳粉出现配料少包
漏包、品质下降等情况，他们一度将产品下架，进
行生产线调整。

“通过互联网红得快，凉得也快。企业在发展
的过程中，产品的质量一定不能做出妥协。”倪铫
阳说。

“我们有多少原材料，就只能生产出相应数
量的产品，绝对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因为没有螺
蛳就糊弄人家，拿个骨头熬点骨头汤说是螺蛳粉
就卖出去了。”郑俊康说，现在正是市场好的时
候，柳州要通过激励政策，引导企业扩大厂房、增
加设备、提高产能，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也要淘汰
掉一些落后的小企业，扶持大企业。

有人认为，上半年螺蛳粉的逆势上涨，是中
国经济有韧性的体现，“螺蛳粉现象”的根本原
因，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调整，为克
服疫情冲击起到了关键作用。

但无论如何，美食最终还得回到安全与美味
本身，“做得好，市场会回馈，做得不好，市场也会
报复，其他品牌都有很多前车之鉴。”郑俊康说。

编辑黄海波

▲ 1 月 2 日，游客在柳州市螺蛳粉产业园螺蛳粉饮食文化博物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本报记者黄筱

8 月 5 日清晨，位于东海之滨的舟山海洋
渔业公司码头鞭炮齐鸣，一艘远洋渔船启程出
港，前往南太平洋公海。桅杆飘扬的红旗上印
有“祝满载而归、一帆风顺、财源滚滚”字样，寄
托着渔民们最朴素的期盼。

这是今年第 100 艘从舟山起航的远洋渔船。
自从 7 月 1 日起，我国首次在西南大西洋公海相
关海域试行为期 3个月的自主休渔，大量远洋渔
船返回国内母港。短暂修整后，他们再次踏上星
辰大海的征途。

渔民自发倡议公海休渔

“公海的鱿鱼资源情况每况愈下，再不出手可
能远洋无鱼可捕了啊！”从 2016 年起，舟山市万鑫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全玉，就在大大小小
的行业座谈会上，向行业专家和管理部门提出公
海鱿鱼资源养护建议。

刘全玉在远洋渔船上摸爬滚打了 28 年，他说
自己的第一条船花了两百万，全部的身家放进去

也只够一半的钱，最后找亲戚朋友借了一圈，才凑
够买船的钱。

“那个时候远洋捕捞回报很快，三四年就能回
本，所以我才敢放手一搏。”刘全玉说，现在生意越
来越难做，过度捕捞导致生物资源衰退，他觉得大
家再不联手做点事情，这个行业将没有未来了。

刘全玉和舟山当地多家远洋企业负责人呼吁
了多次，公海休渔建议从舟山提出，经协会、科研、
行政从不同渠道向上反映，到 2018 年，终于在一
些“重量级”会议上被正式讨论，有关公海休渔的
调研工作随即展开。

2019 年 10 月，浙江舟山召开中国远洋鱿钓
发展 30周年总结大会，正式提出积极支持制定鱿
鱼休渔期和休渔区管理措施。

今年 7 月 1 日，我国首次公海休渔措施实行，
休渔范围为南纬 32 度至南纬 44 度、西经 48 度至
西经 60 度之间的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是我国远
洋鱿鱼渔业的主要作业区域之一。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要求休渔期
间，包括鱿鱼钓、拖网渔船等在西南大西洋公海
相应区域作业的所有中国籍远洋渔船，均须停
止作业。

“拒绝污名化”，转场严守规则边界

受国际疫情影响，远洋渔船今年上半年在国
外港口无法靠泊，大量渔船返回国内修整换班。
然而一则“260 余条中国远洋渔船在厄瓜多尔附
近专属经济区及公海非法捕捞”的消息，受到国
外媒体关注，称这些中国舟山籍远洋鱿钓船，在
厄瓜多尔的加拉戈帕斯群岛密集捕捞鲨鱼等鱼
类品种，严重破坏当地海洋生态。

浙江省舟山市海洋渔业局远洋渔业处处长张
鸿宾表示，根据渔船船载定位系统显示，外媒关注
的中国远洋渔船中，确实有 200 余艘为舟山籍远
洋鱿钓船，但并非在厄瓜多尔的专属经济区和保
护区从事非法捕捞，而是在公海海域进行符合国
际海洋捕捞规则的鱿鱼捕捞。

厄瓜多尔附近公海海域，为舟山远洋渔民从
事鱿鱼捕捞的主要作业区域之一，捕捞方式与捕
捞品种也遵从渔业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原则。

张鸿宾还提到，当渔船靠近距离厄瓜多尔专
属经济区 1 海里左右的位置时，农业部即会对渔
船发出警告，并要求省级渔业主管部门立即通知

渔船远离。
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鱿鱼渔业将继续严厉打击非法、不报告
和不管制渔业活动，建立起公海鱿鱼资源养护
与管理的一系列科学规范措施，为全球公海鱿
鱼渔业可持续发展做出努力。而对于我国其他
的公海渔业类型，也将在相应的区域渔业管理
组织框架内，不断强化渔业资源的监测与调查，
扩大国际和地区合作，促进相关公海渔业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

每艘远洋渔船都有坚强后盾

中国已成为全球海洋渔业大国。首次公海
自主休渔，是我国针对尚无国际组织管理的部分
公海区域渔业活动采取的创新举措，是全球第一
次在公海提出自主休渔养护的国家行为，能促进
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科学养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
对我国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具有里程碑意义。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渔业渔政处督查专员胡
建华提出，全球渔业绿色发展理念已达成共识，
国家在远洋渔业管理上越来越严苛的政策，会

倒逼整个行业进行洗牌，遵从国际规则、守法合
规的远洋渔船已成为我国远洋行业的主流
队伍。

舟山宁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余谦超
说，“过去一些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被抓，给了我
们一个很大教训，不要违规作业、不要进入别国
的专属经济区和保护区，已经成为公司上下的
共识，这既是对渔民自身安全负责，也是对中国
的国际形象负责。”

远洋渔船又被称为“海上流动的国土”，平
太荣远洋渔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倪泳一表示，
由于国家国力的强大，中国在争取公海渔业资
源和配额的过程中，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绝
大多数中国企业，不是想捞一网鱼就不干了，我
们都想在这个行业持续做下去，因此我会反复
跟船长、船员强调规则意识、遵守国际法规，只
有自己企业做好了，国家才有去谈判、争取话语
权、维护本国企业权益的底气。”

倪泳一说，“祖国是每一艘远洋渔船的坚强
后盾。”“中国”这两个字给企业赋能很多，其他
国家会认为有这么大的国家在背后，中国企业
的履约诚信能力值得信赖。 编辑刘婧宇

渔民自发倡议呼吁，我国试行公海自主休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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