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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春 通讯员 邹可思

油焖笋， 最常出现在老百姓的餐桌上的美
味佳肴之一。 在淘宝上有这样一家名为“龙藏畲
乡 人间腌货”的店铺，专营油焖笋，顾客好评如
潮。 这家网店的油焖笋就出自遂昌县三仁畲族
乡一名农妇之手，她名叫吴菊香，而这做油焖笋
的手艺是她奶奶传下来的。

“我奶奶那辈做这个东西，也就是把它当成
‘下饭菜’， 因为当年农村可没现在那么多好东西
吃。”吴菊香说，她怎么都想不到，奶奶那辈就有的
油焖笋居然在如今乘着农村电商的春风， 搭上顺
风车，迈出小山村，成为许多城里人眼中的美食。

笋是遂昌县三仁畲族乡的“宝”，很多当地
人就是靠挖笋、卖笋致富的。

7 年前， 吴菊香的工作就是上农户家收笋，
再卖往大城市， 这也曾是他们家主要的经济来
源。 而如今，她只要做好油焖笋就可以了。

“我一开始做油焖笋，并没有想到可以赚钱，
只是给远在杭州读大学的儿子一些‘妈妈的味
道’。 ”吴菊香说，2012 年，当她将做好的油焖笋寄
给儿子吴晓辉后， 他把油焖笋分给了同学和朋友
们吃，得到了一致好评。 那时，吴晓辉便有了销售
油焖笋的想法。

“一方面是将我们家乡的美食传扬出去，另一
方面也是可以增加家里的收入。 ” 吴晓辉说道。

说干就干，2015 年，吴晓辉试着向周围的朋
友、同事推荐自家的油焖笋，并着手开始在微信
上售卖，同时也在淘宝上开了网店。“一开始都
是周围同学、朋友照顾我的生意，所以淘宝店铺
的销量并不好，主要的售卖渠道就是微信。 ”吴
晓辉说， 因为自己从事的正是与电商行业相关
的工作，加之“老顾客”口口相传，他家油焖笋的
知名度一下子就在微信朋友圈里打响了， 当年
的销量就有了一定起色。

俗话说“尝鲜无不道春笋”，虽然竹笋一年
四季都有，但唯有春笋特别细嫩味美。 三仁畲族
乡是我省有名的笋竹之乡， 境内大多是黄泥
笋———因为被埋在黄泥底下， 其味道要比一般

的春笋更加鲜甜。而吴菊香的油焖笋所用原材料便
是这“黄泥笋”。

“笋是季节性蔬菜，春笋一般在每年的 3 月到
5 月，所以我三个月就要做好一年的量。 而我做油
焖笋所用到的春笋又是要未出土的白笋，所以那段
时间我忙得不行。 ”吴菊香说，为了保证笋的新鲜，
她与家人每天一大早就要上山挖笋，挖好后第一时
间剥壳、油炸、烹煮、装瓶，时间虽紧，但制作的每一
道工序，吴菊香都不敢懈怠。她说，只有好的品质才
能对得起顾客的信任。

原材料好，再之制作过程精益求精，吴菊香的
油焖笋在网上也打开了市场，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
纷至沓来，最远还销售到了内蒙古。

今年，在微信和淘宝店铺的基础上，吴晓辉又
增加了淘宝直播这一销售渠道。“我们通过与主播
合作，让她们直播带货的过程，将油焖笋进行再一
次推广。”吴晓辉说，这一销售方式的效果还是显而
易见的，曾经的一场直播中，主播 5 分钟就卖了将
近 100 瓶油焖笋。

“目前来看，我们的油焖笋已是供不应求了，在订
单最多的时候，每天都有 60多单，卖出近 200瓶。 ”吴
菊香说，截至目前，她总共卖出油焖笋 3000 余瓶，按
照每瓶单价 40元计算，收入已有 10余万元。

“今年的笋都已经做完了，家里制作好的油焖笋
也剩不多了，我们将以今年的量为基础，明年继续增
加产量，以满足顾客的需求。”吴菊香信心满满地说道。

把香菇种植事业越做越大的徐根养

丽水好改革 发展添动能
□ 记者 廖王晶

“去年‘政银保’小额扶贫给我 10 万元贷
款已到手了，现在我正在为扩大香菇生产规
模准备着呢！ ”上周我市出梅之后，景宁畲
族自治县鹤溪街道浮坵村的徐根养便
马上开始忙着采购木材和菌种， 积极
地为今年生产 5 万袋香菇的“小目
标”而努力。

说起“政银保”小额扶贫贷
款模式，徐根养立马打开了话
匣子。“可以这么说， 没有
‘政银保’ 就没有我现在

的生活，我或许还是个
守着老家大山里的
一亩二分地，看天
吃饭的农民。 ”

已 经 年
过半百的徐
根养 ， 老
家在景
宁 大
地

乡驮垟村，目前家中有六口人，大儿子在部队当
兵，小儿子正在读初中。 家里除了年事已高的老
母亲，他还要照顾一个舅舅，徐根养一家曾经是
村里有名的贫困户。

1995 年开始，徐根养开始学习种植香菇，但
是由于资金限制，“规模小，利润低，难以扩大生
产”的恶性循环一直困扰着他。

2010 年开始，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徐根
养咬咬牙，向亲戚朋友借钱，把香菇种植规模扩
大了 1 万多袋。 然而，夫妻俩一年忙活下来，纯
利润只有 1 万元，远远不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要是遇到高温天气，出现‘烂棒’的话，我
们还得向亲友借钱度日……” 回忆起当年的窘
境，徐根养很是无奈。

2011 年， 景宁借助农村金融改革和丽水国
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的东风，聚焦金融和扶贫，
在全国首创“银行贷款、政府贴息、保险投保”的

“政银保” 小额扶贫贷款模式， 用人均不足 300
元的直补资金建立“资金池”，实行由政府为低
收入农户提供贷款贴息并购买贷款保险、 涉农
金融机构凭保单向低收入农户放贷的新机制，
实现了农村扶贫由“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敏锐的徐根养很快“嗅”到了政策可能带来
的红利，他当即向银行申请了“政银保”小额扶
贷， 并很快获得了 2 万元的信贷支持。 政策的

“头口水” 给徐根养的家庭带来的改变立竿见
影，当年他家的香菇销售额就翻了一倍。

“2 万元贷了两次，5 万元贷了两次，去年
贷了 10 万元……” 翻开徐根养的账本，记
者发现， 银行对他的贷款额度在逐年增
加，他的香菇事业也越做越大，生活随
之越过越红火。

2015 年， 手头有了些积蓄的
徐根养为了让小儿子获得更好
的教育资源，从大地乡搬到了

县城的浮坵村，同时也把香菇事业带到了城里。
去年年底， 徐根养一家实现了刚下山时的愿

望， 搬进了自家的新房。 90 平方米的房子虽然不
大，却让他实现了“山里人”到“城里人”的转变。“去
年，我做香菇的收入第一次突破了 10 万元，今年除
了传统的香菇，我准备尝试其他食用菌的种植。 ”徐
根养说道。

截至去年 7 月底，“政银保”小额扶贫贷款项目
已累计发放小额扶贫信贷资金 6.09 亿元， 受益低
收入农户达 13078 人次。

“政银保” 小额扶贫贷款模式只是丽水农村金
改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丽水通过持续推进农村金
融改革试点工作，“三农”发展资金得到有效满足，金
融助推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成效逐步显现。 截至去年
2 月末，涉农贷款余额达到了 891.2 亿元，较 2011 年
增加了 431.3 亿元，增幅达 93.8%。 去年，丽水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19922 元， 比上年增长
10.2%，增幅在全省设区市中排名第一。 至此，丽水农
民收入增幅连续第十年排名全省第一。

靠奶奶传下的手艺发家致富的吴菊香

丽水好产品 叫好又叫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