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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从山村女娃到烧饼大师，从摆地摊到年营收千万，出身于缙云县溶江乡卢秋村的卢窕娃，经
过多年的艰苦奋斗获得成功。如今，她希望能带动更多的烧饼师傅加入进来，在走向共同富裕
的道路上，更好地传承缙云烧饼文化。

巧借东风 山村女娃成了烧饼大师

14 岁时，她父亲因病离世，一家生活全赖

母亲辛苦劳作维持，现实生活的压力没有给

卢窕娃留下太多思考的时间，尽早挣钱养家

是摆在眼前的唯一选择。1989 年，19 岁的卢

窕娃高中毕业步入社会。那时的她，是一个

鲜与外界接触的山村女娃，对未来多的是一

份不知所措的迷茫。

在她三哥卢窕杰的带领下，卢窕娃踏入

做烧饼这一行业。做烧饼是一项技术活，从

发面到调馅再到烤制，每一个细节都颇有讲

究，同时它又是一项辛苦活，每天与高温火

炉相伴，工作时间往往在 12 小时以上，这些

都 给 刚 出 校 门 的 卢 窕 娃 带 来 了 巨 大 的 挑

战。

汗水不会骗人。生活的苦早已让卢窕娃

明白一个道理：要争取好的生活，只有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踏实去做。

跟随三哥学习三年后，卢窕娃的做饼技

术已经相当出色，她决定出去闯一闯。摆地

摊、开小店，折腾了很多年，付出的努力虽然

不少，但只能换来一份基本的温饱。

转折出现在 2014年，缙云县成立“缙云烧

饼品牌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烧饼办”），

每年安排 500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打造缙云烧

饼品牌，同时开设免费烧饼师傅培训班，设置

难度依次增加初级、中级、高级、大师等四个

考评等级。

得知这一消息的卢窕娃，敏锐地察觉到

这是人生中不容错过的机遇，便放下手头的

一切工作，报名参加烧饼师傅培训班，全身心

地扑到技术提升上。通过在培训班的学习，

卢窕娃的做饼技术有了很大提升，眼界也大

大开阔，对烧饼的认知和理解提升了一个档

次，并成为了烧饼大师。

营收千万 搭上“烧饼顺风车”

随着“烧饼办”推广力度的加大，“缙云烧

饼”这一品牌，逐渐走出丽水、走出浙江。卢

窕娃也在成为烧饼大师后，开始正式思考如

何借着品牌的东风，将别人眼中土掉渣的路

边摊开到干净清爽的室内。

2016 年春节前夕，从广州返回丽水的卢

窕娃，注意到高速服务区的小吃生意异常火

爆，当即萌生了一个新想法：将烧饼店开到高

速服务区。

嗅到商机的卢窕娃马上带着满腔热情奔

波于丽水附近各高速服务区。然而兴奋劲还

没散，烦恼就先来了：与服务区管理方洽谈

时，卢窕娃得知，入驻店面不能以个人名义，

必须要有资质。简单来说，就是要有营业执

照。

经过商议，卢窕娃和两位哥哥一起出资

成立“炉旺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办好营业

执照后，到底能不能谈下来，卢窕娃心里也没

底，这时，“烧饼办”送来了东风。经过“烧饼

办”的对接和推荐，位于衢州江山市的仙霞服

务区管理方打来电话，正式接受“炉旺达”入

驻。

没想到，刚一开张，烧饼便大受欢迎。卢

窕娃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服务区开店，有戏！

尝到甜头的卢窕娃，开始把目光放到更

多的服务区上，就这样，分布在宁波、绍兴、温

州、丽水等地的十几个高速服务区都出现了

“炉旺达”的影子。

不仅要“做大”，更要“做精”。在卢窕娃

看来，自己是借着“缙云烧饼”这一品牌的东

风，才能有今天的成绩，无论如何都不能给品

牌丢脸。为此，卢窕娃从产品和人才两方面

没少下功夫。

卢窕娃在产品上的求精，仅从口感和口

味上便可窥斑见豹。传统的缙云烧饼发面制

作，比较厚实，卢窕娃做的烧饼大了一倍，其

薄如纸，口感上追求极致酥脆；牛肉、鸡柳甚

至榴莲等馅料的加入，让烧饼口味更加丰富，

也让顾客在传统的梅干菜烧饼之外有了更多

选择。

规模扩大后，仅靠家族管理，显然不能满

足实际需要，对人才的需求变得迫在眉睫。

卢窕娃坚持烧饼师傅一定要选自缙云，入驻

服 务 区 必 须 先 通 过 培 训 考 核 。 从 发 面 、调

馅、炉温控制、烤饼手势等技术项目，到食品

安全、服务礼仪等项目，卢窕娃在培训中都

亲力亲为。烧饼师傅入驻服务区后，卢窕娃

也会不时组织培训，每年度考核一次，对表

现优秀的店员则会进行管理培训，列入店长

候选。

通过不懈的努力，卢窕娃的服务区门店

不 仅 站 住 了 脚 ，年 营 收 额 更 是 突 破 一 千 万

元。

示范带动 烧饼“烤”出共富路

2019 年以来，卢窕娃每逢清明回村祭祖，

她都会现场烤制烧饼分发给村民。

“父亲去世后，村里人都很照顾我们家。”

怀着感恩的心，卢窕娃将烤饼要用的梅干菜

交由村民定点种植、特别晒制，不仅提高了本

村村民的收入，还带动了附近山村的梅干菜

种植收入。下一步，卢窕娃计划在溶江乡打

造缙云烧饼和土爽面的精品原材料——908
小麦种植培育基地，为家乡实现富民增收、乡

村振兴出一份力。

目睹卢窕娃一步步成长的村民，比其他

人都更认可卢窕娃的发展道路。目前，总人

口 300余人的卢秋村，直接跟随卢窕娃学习过

烤饼的有 10余人，在她的示范带动下，从事烧

饼行业的已超百人。

借“烧饼办”东风起步的卢窕娃，一直在

尽自己的力量回报社会。免费的烧饼师傅培

训班仍然在开，如今已是“老师”的卢窕娃也

会参与宣讲考评，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传递对

烧饼行业的思考。此外，“烧饼办”举行的许

多如爽面节义卖、扶贫日公益之类的活动，卢

窕娃都会尽力参加。至今，卢窕娃已经带徒

超过 400人，其中常驻高速服务区门店的超过

50人。

在缙云烧饼制作技艺成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后，卢窕娃认为，如其他烧饼师傅一

样，自己也多了份文化传承的使命。接下来，

卢窕娃打算在缙云开设烧饼师傅培训工作室，

培养更多弘扬缙云烧饼文化的新力量。为此，

她专门考取了“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考评员”

证书。“每个从业者其实都是‘缙云烧饼’品牌

的受益者，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有责任互帮

互助。”卢窕娃说。

据统计，截至 2021年底，缙云烧饼年产值

达 27亿，从业人员 2.3万人。从“路边摊”走向

“品牌店”，从“小县城”迈进“大都市”，从“谋

生技”转为“致富经”，缙云烧饼产业一路走

来，已成为浙江特色餐饮龙头产业和助农增

收典范。在这背后，正是一位位和卢窕娃一

样，努力打拼、互帮互助的“烧饼人”的身影。

从山村女娃到烧饼大师，从摆地摊到年营收千万

烧饼大师卢窕娃：
小烧饼“烤”出共富路

见习记者 谢孔伟 记者 吴启珍 通讯员 楼乐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