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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奚金燕

食品小作坊一头连着百姓的“小餐桌”，一头连着共同
富裕的“大舞台”。在浙江松阳的青山绿水间，藏着一味传
承千年的自然馈赠——石仓泡豆腐。晨雾浸润、山泉滋养
的原种大豆，经过传承千年的点卤技艺，便化身为一道独
具地域特色的美食瑰宝。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加工环境和销售模式限
制了石仓泡豆腐产业的发展。为突破困局，近年来，在当
地部门引导下，一家家豆腐小作坊走上了规模化、标准化
之路，销售市场也从松阳本地延伸至长三角地区，焕发出
了新活力。

从“散坊单干”到“共富园区”的重生

松阳县蔡宅村的豆腐制作史可追溯至三四百年前。
当客家先祖从福建迁居松阳时，将豆腐制作工艺一并带入
这片山水。他们发现当地梯田孕育的大豆色泽饱满、颗粒
匀实，搭配石仓山泉水点化，制成的豆腐口感纯正、百味兼
容，故得“脂酥”雅称。年关时节，家家户户做豆腐售卖，金
黄的泡豆腐便成了十里八乡餐桌上的年味盛宴。

然而在时代更迭中，13户分散经营的小作坊面临原料
把控松散、产能低下、销路单一的难题，年轻劳动力持续外
流，更让老手艺陷入“断代危机”。

“过去做豆腐全靠经验，一天卖不完第二天就发酸，忙
活一年赚不了几个钱。”61岁的石仓泡豆腐传人李根凤望
着祖传的石磨，曾满是愁容。

为重振传统产业、焕活乡村沉睡资源，松阳县以“政府
引导+集体参与+社会资本投资+村民入股+合作社成员参
建”的共富发展模式，特邀国际设计师徐甜甜操刀设计“蔡
宅豆腐共富园区”。

这座集手工制作、观光旅游、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工坊，
将分散的 13 户小作坊整合入园，通过统一标准、管控、售
卖，解决农民“量少难卖、品质不一、相互竞争”的难题。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派驻专员驻点指导，从原料筛选到油炸工
艺全程介入，引入智能控温炸锅、冷链仓储等现代化设备，
让传承数百年的手艺彻底告别“看天吃饭”的历史。

“一开始怕改设备花钱，没想到政府给了补贴，还带着
我们去外地豆腐工坊取经。”石仓泡豆腐技艺传承人李晓
英带头改造后，泡豆腐销售市场从松阳本地延伸至长三角
地区，经济效益大增。如今工坊整合 13 户作坊，创造 200
余个就业岗位，销售额达 140万元。

从“传统手作”到“标准铸金”的蜕变

走进如今的蔡宅豆腐工坊，透明玻璃墙后，泡豆腐制
作全程可视化：山泉水浸泡的原种大豆经石磨研磨、传统
点卤、山茶油恒温炸制，每一步都按 5S管理规范操作。当

地市场监管部门指导工坊划分“体验区+加工区”，增设洗
手消毒通道、臭氧杀菌设备，连油炸用油的更换频率都纳
入数字化监控。

为解决泡豆腐产品保质期短的问题，市场监管部门指
导工坊在成品库增设冷库，确保产品品质稳定，让这道美
味得以更长时间保存和更远距离运输。通过标准化生产
运营，泡豆腐附加值提升 35%，带动产业链增值 2000万元，
户均年增收 3万元，实现从“土作坊”到“洁净工厂”的蝶变。

在蔡宅豆腐工坊园区里，研学团队正围着石磨体验点卤
技艺，游客们在“豆腐宴”餐厅品尝用泡豆腐制作的客家美
食。干净整洁的生产加工车间，搭配工坊阶梯式的空间布局，
天窗实现室内透光、通风，一侧通廊和玻璃墙方便游客观看豆
腐制作全过程，使其成为泡豆腐技艺展示的绝佳之地。

在市场监管部门和文旅部门推动下，工坊开发“认领黄
豆田”“大豆科普课堂”“舌尖上的豆腐宴”等体验项目，年接
待游客超1万人次，其中不乏来自俄罗斯、日本的研学团队。

“现在客人来了，先看豆腐制作，再亲手磨豆浆、炸泡豆
腐，走的时候还要带几盒真空包装的伴手礼。”李根凤笑道。

更加可喜的是，当地一些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看到了商
机，选择返乡创业。他们种豆、开民宿、办农家乐，进一步
带旺了村里的人气。

从濒临沉寂的传统手艺，到蓬勃发展的共富产业，石
仓泡豆腐的华丽转身，是乡村振兴的真实写照。

小作坊食品不仅承载着人们对地方传统美食的独特
记忆，也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味道”。据悉，浙江食品小作
坊主体数量超万家，涉及粮食加工品、豆制品、酒类等 25个
类别，形成诸暨同山烧、义乌红糖、奉化千层饼等品牌，带
动数万人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未来，浙江市场监管部门将
以更有力的监管与服务，守护传统美食的独特风味，让更
多“舌尖乡愁”走出深山，香飘万里。

据中新网

锦溪镇食用菌共富工坊基地的库房上方铺设了太阳能光伏板，
集农业、新能源于一体，实现了新能源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大幅提升综合经济效益，预计年产值可达1300万元。

“声动百山 全民K歌”活动以“乐”聚人、以“歌”连心，激荡着
乡风文明的新气象。它巧妙地将文化娱乐活动升华为滋养精神文
明的沃土，潜移默化地培育着积极向上、移风易俗的社会氛围，成
为驱动乡风文明建设的强劲新引擎。

□ 记者 余庆 通讯员 洪凯

“板上发电、板下种菇，闲置资源进行了新
形式的开发利用。”日前，在龙泉市锦溪镇吴林
村的食用菌共富工坊项目基地，规划整齐的光
伏发电板正在储能蓄电，发电板下的食用菌标
准化库房内，工人们抢抓时间，进行平料作业，
为播撒菌种做准备。

去年以来，锦溪镇将43亩闲置用地盘活，结
合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项目，谋划建设了食用
菌共富工坊。项目由镇强村公司负责建设，成
功引进了种植销售双孢菇、草菇经验丰富的秀
洲区金秋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成立龙泉市金秋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和普通菌菇大棚
不同的是，基地的库房上方铺设了太阳能光伏
板，实现了新能源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

锦溪镇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基地棚顶
安装了约2兆瓦光伏发电系统，多余电力上网供
应，可大幅提升综合经济效益。同时，相较于传
统农作物，双孢菇、草菇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效
益高等特点。基地运用层架式种植方法，集成
了智能温控湿控系统和通风设备，支持全年连
续生产，年产量有望达到1080吨。

“牢固的建构不仅防风，而且环保安全，最
重要的是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可以说是能
源生产和农业生产‘双增收’。”基地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部分库房内的食用菌已进入养菌
的关键阶段。

据了解，双孢菇和草菇的生产原料，主要使
用稻草、秸秆、牛粪和玉米芯等农业废弃物，可
以充分利用周边现有资源，整个生产周期从发
酵到出菇大约需要50天。龙泉市农业农村局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龙泉食用菌以往以黑木耳、香
菇、灵芝等为主，引入双孢菇和草菇种植，不仅

壮大了农业循环经济，也丰富了龙泉食用菌品
类。在这里，龙泉首次实现了双孢菇和草菇的
规模化种植，首批菇将于 7月中旬上市，在省内
和上海等地销售。

共富工坊不仅解决了土地闲置问题，还为
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真正实现了“土里生
金”。锦溪镇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个集农业、新
能源于一体的双赢新赛道，预计年产值可达
1300万元，为锦溪镇强村公司带来约 160万元
的年收益。

项目建在家门口，也带动了村里人。基地
现已提供就业岗位 30余个，其中就包括附近的
低收入农户。同时，还辐射带动了50户菌农，预
计可增收150万元以上。通过盘活闲置用地，融
合绿色能源，锦溪镇食用菌共富工坊项目高效
利用资源，实现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实践。

龙泉锦溪：

光伏菌菇同谱“增收曲”

□ 通讯员 周楚

繁星为灯，山风为伴，荧光棒汇成流动的星
河。7月 18日晚，百山祖镇的山谷间，回荡着七旬
老农响亮的歌声，“咱种香菇的手也能拿麦克风！”
这质朴而自豪的宣言，点燃了百山祖镇“声动百山
全民K歌”活动的序幕。

活动尚未开场，临时搭建的舞台前已围满了翘
首以盼的人们。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严苛的评
审，只有漫天的星斗、摇曳的荧光棒，以及台下新老
村民交织的喝彩与山林间的虫鸣——一场充满烟
火气的草根音乐盛宴，正以其独特的魅力，激荡着
乡风文明的新气象。

“庆元出了个吴三公，他是龙岩人的祖宗，发明
剁花惊蕈术，名扬全球立大功……”72岁的吴水茂
头包白巾，身穿一袭深蓝褂子，腿缠绑带、脚穿布
鞋，以一口地道的蕈山话，闯入观众的视野。吴水
茂来自百山祖镇龙岩村，是地地道道的老村民，他
表示：“听说这里有舞台我就来了，输赢无所谓，就
是要把我们本地的歌曲唱给更多人听。”

“感谢在百山祖和大家一起K歌的快乐时光！
这里山好水好，空气清新。希望每个来百山祖的朋
友都能玩得开心，留下美好回忆！”来自浙江温州的
胡大哥，以萨克斯演奏点燃全场。他直言：“能够在
这个舞台与来自天南海北的朋友和村民们一起嗨，
体验感非常不错。”

新村民的现代旋律与老村民的古朴吟唱，在同
一个舞台上交相辉映，歌声成为连接彼此的桥梁，
共同构筑起一个新老村民共享的精神家园。据了
解，此次“村 K”活动将持续至 8 月底，每半月举办
一场，首场比赛共有 36名新老村民报名，14名选手
参与比赛，参赛选手年纪最小的 8岁，最大的 72岁。

此次“村K”活动最动人的内核不是歌声，而是舞
台。这个舞台不限年龄、地域、曲目，不设专业评委，
胜负由现场观众手中的荧光棒决定——投给心中的

“歌王”，也是投给自己参与的热情。这种极致的参与
感与互动性，正是“平等共享”理念最生动的实践。

此次“村K”绝非一场单纯的娱乐狂欢。它巧妙
地将文化娱乐活动升华为滋养精神文明的沃土。百
山祖镇党委书记柳昌海说：“这并非单纯娱乐秀，而
是瞄准百姓‘精神文化需求’的民生工程。”

“村K”以“乐”聚人、以“歌”连心，满足了村民
的“唱歌瘾”，更通过“草根上台”的民主形式，潜移
默化地培育着积极向上、移风易俗的社会氛围，成
为驱动乡风文明建设的强劲新引擎。活动中还巧
妙融入庆元历史文化快问快答环节，引导参与者从

“歌曲竞赛”转向“文化竞答”，深化了新老村民对
这片土地的认同。

百山祖村党支部书记吴小荣欣喜地观察到变
化：“过去晚上村民大多打牌聊天，现在都自发组织
排练‘村K’节目了，精气神儿大不一样！”

这场“村K”更是推动乡村全面发展的重要引
擎之一。领奖台上领走的是高山蔬菜、合湖田螺、
藜麦等特色产业礼包，观众互动拿的是百山祖文
创，“村K”+产业，就是通过特色“村礼”和“村味”的
融入，提升本地农副产品曝光度。此外，“村K”活
动还是百山祖镇极具潜力的文旅新 IP，能有效拉动
景区人流，吸引远道而来的游客驻足、参与、消费。
当游客沉浸在“村K”的热烈氛围中，自然延长了停
留时间，带动周边民宿、餐饮、土特产等消费，有力
激发市场活力，培育消费热点。

勤劳淳朴的老菇农、兢兢业业的护林员、青春
洋溢的学生、爱好音乐的全职妈妈、结伴游玩的“驴
友”……不同背景的人们因音乐汇聚于此，尽情闪
光。这场以音符包裹梦想的“小而美”盛宴，正以其
蓬勃的生命力宣告：最动人的音乐不在遥不可及的
殿堂，而在于百姓的心尖。它点燃了文化自信，凝
聚了发展共识，正在谱写一曲乡风文明与共同富裕
交织辉映的壮丽新篇章。

庆元百山祖：

“村K”唱出乡村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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