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9月25日，乐相森收邓世奇、原冬英
为徒。这背后是一个让乐相森尴尬的事实。

乐相森研究小吃四十余年，编写了130多万
字的沙县小吃技术书籍。他在沙县培训上万
人，学生遍布全国，但他称没一个真正的徒弟，
因为他有百种小吃技艺却无人愿学。

“大家学起来没有动力。”邓世奇经历了从
街边摊到连锁店，他发现小吃业的状况是，经营
品种越单一，工作效率越高，生意越好。

此外，小吃讲究新鲜，一般就地取材。邓世
奇说，很多品种的小吃，外出经营的沙县人就算
会做，也做不出来。他曾经做过长途运输食材

的试验，“运输超过 6个小时，材料就不新鲜了，
做不起来”。

这也形成了“名小吃”走不出去的尴尬。目
前沙县小吃发展到240多个品种，其中63个被认
定为“福建名小吃”，39个品种被认定为“中华名
小吃”。但出了沙县，一般也只能吃到拌面、扁肉、
炖罐、蒸饺“老四样”，与20年前没有多大区别。

乐相森认为，也因为这几样小吃最简单，其
他小吃的制作工艺都要难得多。他认为，小吃
走不出当地，是制约沙县小吃发展的瓶颈。分
散各地的沙县小吃，需要出名厨、出精品，将来
才能立足。

沙县小吃已发展到240多个品种，但出了沙县，一
般也就是经营“老四样”

“出走”5年后，邓世奇在 1997年被请回了
沙县，进驻县政府投资建的“沙县小吃一条街”。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做小吃挣来的钱汇入
沙县，标会风波平息。1997年在夏茂镇，时任沙
县县委书记的刘道崎听到满街叮叮当当的敲打
声，得知是铁匠日夜加工鸳鸯锅，农民背着外出
开店。

这与当时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增收
的中央精神契合。刘道崎回县里开会，决定推
广扶持。“沙县小吃一条街”便是政府推动的产
物。动员农民外出经营小吃，成了沙县自上而
下的任务。沙县要求每个乡镇必须有一名副科
级干部留薪留职，外出带头开小吃店，开得好，
同样提拔重用。

1998年，沙县还成立了小吃办。被誉为小
吃大师、沙县小吃第一人的乐相森，任第一任小
吃办主任。乐相森介绍，当时全县 13个乡镇共
有 200多名干部外出经营小吃。夏茂镇原党委
副书记罗维奎“下海”后，两年多时间办起 18家

“罗氏小吃店”。
那个时期，每年都有大批沙县人奔向城

市。这个时期的沙县小吃，还集中在福建和广
东沿海。零星走向其他地方的，大都因“水土不
服”经营惨淡。

为推广小吃，沙县政府先后组织到上海、杭
州等各地开推介会，并鼓励沙县人“攻城略
地”。2004年沙县小吃打入上海市场时，业主开
一家店，县政府补贴 1000元。2007年，沙县小
吃打入北京市场，前 100家店，沙县政府每家补
贴3000元。

沙县小吃快速向全国扩张。2010年 5月 4
日，沙县小吃登陆台湾。今年 7月 7日，沙县小
吃进入澳门。“在国内，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沙县
小吃。这么说，绝不夸张。”沙县小吃同业公会
会长黄福松说。

沙县小吃业主借助沙县政府的推动，进入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中城市，有的还在日本、新
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秘鲁等国落户。

干部带头外出开店

小吃谋求上市
沙县成立了小吃集团公司，准备

整合小吃业主入股。发展目标是搞连
锁经营并上市

目前多数沙县小吃业主本钱有限，租
的店面小，环境卫生也不会太注意，难以摆
脱“家庭作坊”、“低档次”的标签。

乐相森认为，沙县小吃业要朝产业化
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必须发展连锁快餐的
经营模式。一些小吃业主已开始连锁经营
的尝试。沙县夏茂镇人罗光灿 2007年进
入北京经营沙县小吃，以其他行业带来的
资金，克隆洋快餐的管理模式。

目前罗光灿在北京劲松的店面，装修
和管理可与一些洋快餐媲美。他店里同类
产品价格比其他沙县小吃稍贵，不过顾客
还是很多。沙县小吃业主余根华的大悦城
店，也在借鉴罗光灿的模式整修。

罗光灿说，装修、品牌、文化、经营模式、
服务水准等，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他的对
手很多，价位差不多的有廖排骨、成都小吃、
马兰拉面，等等。他说，让顾客吃饱肚子已
是快餐业最低标准，沙县小吃的低价、快捷
优势也越来越小。罗光灿打算找合作伙伴
一起经营“罗师傅”品牌，直到开百家直营店
后寻求上市。

邓世奇很早就走上加盟连锁的道路。
他说，2000年的时候他参加一个展销会得
到启发，认为沙县小吃将来一定会做成加
盟连锁的形式。2002年他在泉州尝试加
盟店，因材料配送和管理等原因失败了。
2007年，他成立了公司，吸纳了很多社会
股份，真正开始了加盟连锁经营。邓世奇
的第一家加盟店在上海开张。

沙县政府也在为沙县小吃寻找未来。
新上任不久的沙县县长袁超洪 10月在全
国重点地区密集调研小吃业主。沙县小吃
办现任主任郑兴景说，沙县成立了小吃集
团公司，准备整合小吃业主入股，走连锁经
营的路子。县委提出了沙县小吃发展目
标：“保牌、提质、连锁、上市。”

“20年了，沙县小吃必须要改变了。”
乐相森说，在这么多快餐的夹缝里生存，只
大不强，就意味着被别人挤垮。

据《新京报》

邓世奇的第一家小吃店开得不顺利，还赔
上了押金。房东把房子转租的那天，他和妻子
原冬英蹲在店门口，抱头痛哭。

“我们都想去跳海了，但想想还有孩子。”邓
世奇说，那之后两人在马路边架起锅灶，从天黑
干到天亮。

这样干了两个多月，邓世奇在厦门湖里区
挑了间 12平方米的店，挂上了“沙县原家小吃”
的招牌。

地方选对了。“头一天卖了158块钱，第二天
188块。当时一个月能赚上千元。”邓世奇说，当
时工人月工资几十元。

沙县小吃业主们说，在市场摸爬滚打后，他
们发现，开店最重要的是位置选择。沙县小吃
一般选择在学校、厂矿和写字楼附近。

“一元进店，二元吃饱，五元吃好。”乐相森
认为，便宜、口味好、快捷，是沙县小吃被众多食

客接受的原因。
早期，邓世奇店里扁肉卖一块钱一碗，拌面

五毛。但工作量大，每天能卖五六百碗。
而上世纪 90年代初，正赶上下海潮、打工

潮，吃饭难、住宿难、出门难渐成问题，沙县小吃
填补着“吃”的市场。

邓世奇回忆，当时也不办理证照，开小吃店
的门槛极低，“工商局抓到只罚款500元，并不妨
碍经营”。

他的小吃店，日营业额很快突破千元。
那个时期，沙县人的小吃生意红火。做小

吃赚钱快的信息，一传十，十传百，更多的沙县
人背起鸳鸯锅拎着木槌，奔向城市。

小吃店越开越多。来自沙县小吃办的数
据，到 1994年，厦门有 900多家沙县小吃，福州
2000多家。到 1997年时，在外经营小吃的沙县
人上万。

“二元吃饱五元吃好”
做小吃赚钱快的信息快速传播，更多的沙县人背

起鸳鸯锅拎着木槌，奔向城市
跑路者的救命稻草

走出去，总要讨生活，而做小吃成为
最好的选择

邓世奇旗下，如今有遍布全国近 200家沙
县小吃店。他是福建沙县小吃的领军人物之
一。他的创业，其实是被动的逃债，做小吃活
命。他的故事，在早期沙县小吃创业者中颇具
代表性。

那是约20年前，1992年2月，邓世奇逃离沙
县，隐身厦门，支起小摊，在小黑板上写下“沙县
小吃”。那时候，他的店只卖三样东西：扁肉（馄
饨）、拌面、茶叶蛋。扁肉一块钱一碗，拌面五毛。

20年后，沙县小吃发展到200多个品种，不
过沙县人店里最常做的，还是“老四样”，扁肉、
拌面、炖罐、蒸饺。

“老四样”，是20年前“跑路”的沙县人用来
讨生活的。有了制作工具木槌（做扁肉）、鸳鸯
锅（做面），撑个棚子，就能开店了。

那时期，数千沙县人从家乡“跑路”，他们几
乎经历同样的故事。沙县小吃，就是从这样的
故事开始。

邓世奇出逃，是因为沙县的“标会”倒了。
标会，是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较为普遍的

民间融资形式。一个标会往往由几十甚至上百
人组成，发起者称会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
代初，沙县几乎人人入标会。邓世奇参加了三
十几个标会。

但标会盛行的同时，赌博也成风。1992
年，沙县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金融灾难爆发，标会
纷纷倒闭，“八大会头”集体外逃。

当年，沙县的城关、夏茂镇是标会倒闭“重
灾区”。在追债的压力下，破产的“会员”大多选
择跑路。据统计，仅夏茂镇，就有 1000多人出
逃。夏茂人也成为后来做小吃的主力军。

沙县小吃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简称
小吃办）第一任主任乐相森介绍，福州、厦门成
为大部分外逃沙县人的首选地。那里离沙县不
远不近，城市够大也容易藏身。

“走出去，总要讨生活，而做小吃成为最好的
选择。”乐相森说，沙县家家都有做小吃的传统，
再者，开小吃店本钱不需要太多，“四根竹竿撑块
塑料布，两个煤炉伴只扁肉锅，就可以叫卖了。”

小吃成为沙县跑路者的救命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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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2010年5月，“沙县小吃台湾行”活动。

木槌、鸳鸯锅，沙县小吃靠两样“武器”攻城略地，店
铺遍布全国，并走向世界。

“有城市的地方，就有沙县小吃”，沙县小吃爆炸式增
长。

业主自发开创的沙县小吃，“一家一店”，易复制，草
根式快速成长。在历经低成本扩张阶段后，行业标准和
管理的问题逐渐显现，沙县小吃如何规模化产业化，成为
重要课题。在越来越多“冒牌店”和众多快餐品牌的夹缝
下，沙县小吃会以何种方式继续生存和发展？

沙县小吃爆炸式增长
当年外出“讨生活”，做小吃渐成气候
乡镇干部曾被要求带头开店

当地政府欲整合上市
一些小吃业主已开始连锁经营的尝试
克隆洋快餐的管理模式

多数沙县小吃依然是“小店”小本经营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