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3月2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革命老区福建省沙县夏茂镇俞邦村考察，同乡亲们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沙县小吃发展现状和前景，引起广泛关注。俞邦村背后有着怎样的乡村振兴故事？本报推出特别策

划，专访了俞邦村党支部书记俞和法，为读者讲述“沙县小吃第一村”的悠久文化史、艰苦创业史以及村庄振兴

史，看沙县小吃这个富民特色产业如何创造美好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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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蔡茂楷

“真是太幸运，太激动了！”3 月 23 日
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省沙县夏
茂镇俞邦村，作为村党支部书记，在一个
小时的时间里，俞和法全程陪同。3月24
日，记者到俞邦村采访，俞和法一脸兴
奋，黝黑的脸庞绽放着幸福的笑容：“小
吃改变了村庄命运，带给了我们全新的
生活，我们将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奋
斗，追求更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有着“沙县小吃第一村”美誉的俞邦
村，地处福银高速沿线附近，距离三明市
沙县城区约 40 公里。龙峰溪穿村而过，
溪水清澈见底。一幢幢漂亮别致的民房
掩映在绿树丛中，一条条平坦洁净的小
路环绕田野、穿越村庄；农家小院里花开
四季，庭前小桥流水，鱼鸭争游；漫步在
村后山森林公园的登山步道上，休憩在
亭子中，呼吸着大自然的负氧离子，移步
皆是美景。

俞邦村辖 4个自然村，共 309户 1112
人。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初，在各级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在村“两委”班子的发动带
领下，俞邦村村民就走出山村，进军全国
各城市经营小吃。如今，全村约60%的村
民在全国30多个城市做小吃。小吃这一
特色富民产业，改变了这个贫困村的命
运。2020年，全村村民人均收入23560元。

拨亮一盏灯，照红一大片。据资料
显示，目前沙县小吃全国门店 8.8 万家，
遍布62个国家和地区，年营业额超过500
亿元，辐射带动就业逾30万人，带动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7年的2805元
增长到2020年的21855元。

一身胆气闯天下

“总书记在村里给村民们讲话，说他
在福建工作时，经常到三明来吃一吃沙县
小吃，当时就觉得沙县小吃很有潜力，并
且有意推广。现在看来，前景不错。我们
听了是深有体会并倍感亲切。”总书记的
每一句话，当了三任村委会主任和一任村
党支部书记的俞和法记得真真切切。

“沙县小吃品种繁多、做工精细、清
淡养生，但是能得到美食家认同，被广大
消费者接受，也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
程。”谈起俞邦村小吃业发展历程，俞和
法充满自豪，“在起步阶段，主要得益于
以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俞广清
为代表的村民们，他们勤奋吃苦、敢闯善
拼，一身胆气闯天下。”

出生于 1957 年的俞广清，自 1991 年
来，先后担任了 6 年村委主任，21 年村党
支部书记。提及最初经营小吃的经历，
他如数家珍，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家对
先富起来的人很崇拜，整天想着致富，琢
磨着怎么能赚钱。第一次经营做小吃，
俞广清心里也嘀咕，土地荒了怎么办？
赚不到钱怎么办？

“只要有机会赚钱，就值得去闯一闯，
闯过了才知道，也只有闯过了才不后悔。”
当时，三代人经营小吃的夏茂街老张卖馄
饨，虽然是流动摊，设施简单，生意却异常
红火，俞广清见到后动起了心思——经营
小吃是个不错的营生，当然在夏茂街开肯
定是不行了，“竞争”不过老张，再说与老
张抢生意也不厚道，只能外出做小吃！

1991年3月，俞广清被村民选为村委
会主任，他一下子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重

了。“村民信任我，我就有义务找路子带领
他们过上好生活。”俞广清觉得要带领村
民致富，出去做小吃是一个好路子。只是
自己也没有做小吃的经验，“摸着石头过
河”的事必须身先士卒，心里有底气才能
说服大家，他决定自己先“下海”一试。

1992 年上半年，俞广清的小舅子张
福松在福州市区开了一家小吃店，主营
扁肉（馄饨）和拌面，“一元进店、两元吃
饱”，每日营业额 300 元，收入也还不错。
为积累经验，俞广清在小舅子的小吃店

“合资参股”，一“参”就是 4 年，营业额从
每日 300 元做到了每日 1200 元。赚到钱
后，俞广清组织了20多名党员干部，分组
去福州、厦门等地考察小吃，将他们听到
的、看到的情况整理汇总，鼓励更多的村
民外出经营“沙县小吃”。

“现在即使不干活，我一个月也有1.4
万元收入。”小吃给村民带来的好处，俞
和法有着切身体会。1995 年，29 岁的俞
和法听说外出做小吃每月能赚两三千
元，便前往泉州开了家沙县小吃店。5年
后，他花 11 万多元，盖起了当时村里“最
气派”的三层半楼房。2005年，他转战浙
江宁波，继续做小吃。2009年，他回村担
任村主任，把店交给了女儿。去年，他又
入股与弟弟在上海开了家沙县小吃店。
通过参股经营，女儿和弟弟每月会分别
支付他5000元、9000元。

1997 年 4 月，沙县县委、县政府在县
内、县外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小吃调研
活动。当年 12 月 8 日，沙县成功举办了
首届小吃文化节，开始引导沙县小吃向
品牌化和产业化方向发展。2020 年，俞
邦全村外出经营沙县小吃人数累计 670
人，占全村人口的 60%，占全村劳动人口
的 88%，小吃门店遍布全国 20多个省份，
甚至还走出了国门，在美国、马来西亚、
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均有分布。

寻根追味做文旅

“总书记说，沙县小吃现在有基础
了，还要探索完善，使它办得更好，更好
地改善民生，发展经济。”俞和法说，“下
一阶段，我们一定要按照总书记的指示，
立足现有的条件，延长小吃产业链，做足
做活小吃业大文章。”

“现在村民在家门口开店，用米、薯、
芋等为主要食材做成的小吃，味道好又便
宜，吸引了很多食客慕名前来。”在一个小
摊前，俞和法向记者介绍说。在俞邦村，

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寻根追味”小吃街，在
那里可以品尝到最为正宗的扁肉、拌面、
蒸饺、炖罐等代表性的沙县小吃。

沙县小吃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传于
当代。沙县小吃制作工艺通过血缘、业
缘，代代相传。2007年，沙县小吃制作工
艺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现在
已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完成
公示成了国宝。根据记载，沙县小吃有
200 多种，很多都失传了。然而，近些年
当地通过传承保护，已开发 110 种，其中
39种被评为中华名小吃。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保护沙县小吃文
化，俞邦村建设了颇具夏茂特色的小吃民
俗文化馆。在那里，可以看到当地特色的
寿宴场景——在沙县，家有老人，儿孙都
要给他们做寿，准备丰盛的菜肴，每道菜
都表达不同的祝愿，祝福老人们健康长
寿；可以看到婚俗文化——子女成家，家
人要准备很多东西，表达美好祝愿，希望
家庭幸福，子孙有出息；在那里可以看到
沙县小吃的发展历程——从20世纪90年
代“一元进店、两元吃饱、五元吃好”，到现
在的转型升级，形成标准化产业链。

“为了留住游客，让游客来到村里有
更多可看的内容，以小吃民俗文化为基
础，村里发掘出了历史文化和红色文
化。”俞和法说。在历史文化方面，俞邦
村俞氏是征闽大将军俞朝凤的后裔，于
北宋年间从汀州移居俞邦。宋代俞括中
榜进士，官居承议郎、虔州通判；其子俞
敷中榜进士，官居府尹；其孙俞肇中榜进
士，官居户部尚书。一门三进士传为佳
话，村口距今 1014 年的千年古樟树曾是
俞肇读书处。

作为革命老区村，俞邦村也有厚重
的红色文化，从 1928 年夏天中共沙县特
别支部成立开始，俞邦村就成为沙县特
别支部的重要活动地，也是松林乡苏维
埃革命委员会基点村以及游击队活动
地。革命战争年代，俞邦村村民为红军、
游击队送粮、水等基本生活物资，做好军
队后勤工作，部分村民还自觉参加作战，
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你们这个村叫‘沙县小吃第一村’，
我刚才考证了一下，还是名副其实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总书记的肯定更加坚
定了我们的信心。”俞和法说。擦亮“沙
县小吃第一村”金字招牌，赋予更多的文
化内涵，在村“两委”班子的积极努力下，
近几年，一些乡贤回到家乡，发展乡村旅

游。品尝正宗的沙县小吃，感怀悠久的
历史文化，参观厚重的红色文化，俞邦村
的人气越来越旺，即使是去年的疫情影
响，旅游公司的收入也达到了 500 多万
元。2020 年，俞邦村获评省级旅游金牌
村、省级森林村庄、“绿盈乡村”等称号。

集聚合力兴乡村

“总书记说，沙县小吃在竞争中发展
起来，城市化、乡村振兴给小吃业提供了
机遇，同时也要继续努力，使沙县小吃为
城市化、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俞和法认
为，总书记的指示，肯定了俞邦村的成
绩，也为下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外的俞
邦村民，就业大都与沙县小吃这一特色产
业息息相关。”俞和法感慨道。俞邦村耕
地面积813亩，在一些地里种着香葱、胡萝
卜、红芽芋、黄花菜等小吃原料。随着大
部分劳动力外出，村里把土地流转过来，
让合作社进行规模经营。合作社又雇村
民到田里打工，在家的人也可以赚工资。

村民们做小吃赚到了钱，就想建房
子。俞邦村早在1995年，就做了新村规划，
按照“统规自建”方式，分期推进新村建设，
现在已经建了8期151栋新房，家家户户都
住上了新房。以前建房，没有规划，到处七
零八落、“脏乱差”，环境不好。新房旧房盖
在一起，邻里间也时常有矛盾。现在，外出
经营小吃的村民们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
再加上村里有了新规划，房子建得整齐宽
敞，大家住在一起，互相帮衬，邻里和谐。
原来主村基本姓俞，后来自然村的人搬到
主村盖房子，俞家的人也不会排斥，俞、张、
宋三个族姓和睦相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村子的生
态越来越好，鸟语花香，一派田园风光，
不少游客说俞邦是世外桃源。这种生
态，来自村民对樟树的保护。村里有 27
棵百年树龄的大樟村，最老的一棵有千
年树龄。这些树当年差点被砍去卖。那
时，村里想打水泥路，缺资金，有企业想
高价收购，炼樟脑油。村民代表坚决反
对。为防止有人偷伐卖掉，村里把保护
古树写入村规民约，希望世世代代把这
些樟树保留下去。

石根行步转，耳畔水声移。这是俞
邦村的先贤留下的一个对子。描绘了高
山流水的情景，是对俞邦村生态的真实
写照。近几年，俞邦村重视对水的保
护。对穿村而过的龙峰溪，推行河长制，
聘请河道管理员进行常态化管护，保证
水质干净。门前水渠建好后，根据村民
意愿，又建了这个洗菜亭，这里的水清
澈，流动性很好，在那里洗菜很方便，村
民们倍加爱惜那条水渠。

通过小吃富起来的村民，对振兴乡
村，建设富美乡村有了更强的意愿。通
过共建共享、筹资筹劳等方式，俞邦村实
施了龙凤桥、龙鳞坝、吊索桥、沿河步道、
森林休闲步道等基础设施项目，被列为
全省首批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试点村、
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沙县小吃被称为‘国民小吃’。现
在，县里正根据总书记的指示，凝心聚
力，推动小吃产业的转型升级，引导小吃
产业向标准化、产业化、连锁化、国际化、
数字化发展。我们坚信，在小吃产业的
带动下，俞邦村将会迎来一个更加灿烂
的明天。”俞和法说。

拨亮一盏灯 照红一大片
——访福建“沙县小吃第一村”俞邦村党支部书记俞和法

□□ 汴民

在河南省开封市，有一位从事农村户
厕改造工作的女干部，她成天穿梭于农户
之间，不怕脏，不嫌累，进门先查看厕所，问
询群众对户厕改造的满意度。她工作踏实
认真，既讲究方法、又接地气，被农村广大
干部群众所熟知，大家亲切地称她为“改厕
局长”，她就是开封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
员谷贵勤。她常说：“厕所虽小，展现乡村
振兴的民生与文明；如厕事微，关乎农民生
活的体面与尊严。”

厕所是“天大的小事”，可要把这“小事”
办实办好，又是“天大的难事”。2019年，谷
贵勤接管了农村厕所革命工作。面对无现

成经验可循的“厕所革命”这一新任务，她顶
烈日、冒严寒，走村入户察实情，为改厕工作
寻找路经，带领基层干部探索适合本地的改
厕模式，给广大农民提供科学指导。

她每周至少三天在乡下，一边宣讲上
级政策，一边教育引导群众改变落后的卫
生习惯，动员群众进行户厕改造。

白天下基层，晚上总结研讨，对她来说
假期成了一种“奢侈品”。在不到两年的时
间里，谷贵勤走遍了全市所有乡镇，到访村
庄2000多次，走访群众近万户，探索总结出
了适合全市农村户厕改造的7种模式，参与
起草制定了《开封市农村厕所革命指导方
案》，为全市农村户厕改造工作提供了参考
和指南。

在兰考县东二里寨村，谷贵勤和乡村
干部坐在一起想办法，并制定了“支书当木
工、主任当瓦工”的改厕工作推进方案和标
准，由村“两委”成员带头，每人先改建一所
厕所，让村民观看，村民们都说厕所改得
好，纷纷报名。村干部义务服务，村民互相
帮忙，这个有 185户农民的村庄 2个月完成
了全部改厕任务。

谷贵勤指导各县区在乡村振兴示范带上
的村率先高质量推进户厕改造，之后又带领
村党支部书记、党员代表参观示范点，让村民
自己体验后口口相传，激发改厕热情，村民从
原来的“要我改”变成了现在的“我要改”。

为解决持续管护问题，让农民群众满
意，谷贵勤组织基层干部到外地考察取经，

积极学习他人经验，指导各县区因地制宜，
探索后期管护机制。在兰考县许河乡、兰
阳办、桐乡办、红庙镇等 8 个乡镇搭建了智
能化管护平台，农户用手机扫二维码报抽、
报修，实现了农户改厕、维修、管护到资源
化利用“一条龙”服务。尉氏县庄头镇成立
了户厕运维服务有限公司，组建了 20 人的
抽粪、维修队伍。杞县王庄村农民刘生对
于如何使用新厕所，指着墙上的标识牌讲
起来头头是道，她说这都是“改厕局长”为
方便农民统一制作的户牌。

在谷贵勤的带领下，全市完成农村改
厕任务 33 万户，顺利通过国家农村人居环
境改善三年考核验收，得到了省、市领导的
充分认可。

谷贵勤：把“小厕所，大民生”落在实处

王树峰是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闫寺街道王香坊村的一名葫芦雕刻民间艺人，近
年来，他在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同时，致力于吸纳附近贫困人口务工，带动
当地葫芦产业发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据统计，近年来他已先后
培养6名民间雕刻艺人，带动十几户农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吴纪磊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兵兵 摄

小葫芦上雕刻乡村振兴梦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黄慧 李慧斌

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三陇社区，有这样一位创业女能
人，她致富思源，关爱乡邻，带领大家一起奔小康，她就是青蓝蔬菜种植
家庭农场主杨巧云。杨巧云家庭先后被评为南京市最美家庭，江苏省
最美家庭，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

在荒地耕耘希望

杨巧云原先是供销系统职工，随着单位改制她下岗了。卖农资、做
餐饮……生性要强的杨巧云不等不靠，在尝试了多个行业后，2012年，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形势感召下，她决定与丈夫袁爱军回到家乡
创业。一开始，杨巧云与袁爱军夫妇俩在三陇社区傅家村创办了生猪
合作社，做起了蔬菜配送的生意，每次去合作社要经过一片名叫“前头
山”的荒地。

“最开始都是在农户家里和市场上拿菜，但是时间长了，心里总有
些担心。这些菜符合对口单位的要求吗？品质怎样保证？”带着这些疑
虑，杨巧云相中了村里的这片荒地，想承包这片土地搭建大棚。

“最初的想法特别简单，承包土地，搭建大棚种蔬菜，生猪合作社里
的粪污处理后可以用来浇灌菜地，周边的农户又都是‘老师’，技术上的
难题也解决了，自家地里种的菜配送出去，自己也放心！”说干就干，杨
巧云在村里承包了4亩田地，干起了蔬菜种植+配送的生意。

但“前头山”杂草横生、树木林立，仅有一条狭窄的泥巴小路，杨巧
云的这个想法一说出口，身边就有人笑话她的“妄想”，而丈夫袁爱军
却愿意全力支持她。没有帮手，夫妻俩就自己除草、搬砖，从清晨忙到
夜幕降临，硬是从半人高的杂草丛里开垦出一块块平地，再盖上大棚，
种上蔬菜。每当累得精疲力竭时候，夫妻俩看到地里撒下去的种子变
成了绿油油的蔬菜，再送到一户户客户手上，身上又觉得有了使不完
的力气。

2014年，杨巧云注册创办南京青蓝蔬菜种植家庭农场，想扩大经营
规模，但是各种困难也接踵而来。家庭积蓄极其有限，经营一时间难以
盈利，经济负担巨大。

就在这时，杨巧云的亲朋好友伸出了援助之手，家里的亲戚这儿出
个 5 万元，那儿凑个 10 万元。杨巧云的姑姑、姑父当时在高淳县城工
作，每个月发了工资仅留下生活费，其余的就交给了杨巧云。丈夫袁爱
军的三哥主动用新房作担保，帮助农场从银行申请贷款，杨巧云的姨夫
则承包了这家孩子的上学费用。

当时许多村民并不看好这一项目，不愿意将土地承包出去，杨巧云
拿着凑来的钱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顺利承包了200多亩田地。杨巧云
更加用心经营，下田地、干农活，边干边学。她往往凌晨三四点便起床
来到地里，一直忙到夜里十一二点才回家。

为提升种植技能、节约生产成本，杨巧云请来高淳区和固城街道的专业技术人员，在
技术专家的指导下，农场扩大了规模，建了高温大棚。在肥料上，利用生猪养殖合作社的
有机肥，实现了绿色、无残留、零污染的蔬菜种植模式，大大降低了化肥农药的投入。

“从下岗女工到农场主，这身份转变都是汗水换来的！”而今，青蓝蔬菜种植家庭农
场已经拥有蔬菜种植基地 200 多亩，稻田 100 多亩，生产厂房 800 多平方米，员工近 80
人，有自产的有机大米、前头山瓜蒌子等品牌，有专业的生产工作间，还有先进的蔬菜测
试仪器和技术过硬的专业团队。

致富不忘乡邻

随着事业的发展，杨巧云农场首先考虑的是本村村民的就业问题。2020年疫情防
控期间，为保障居民的蔬菜供应，杨巧云推出“送菜到家门”服务，将农产品从田间直接
配送到小区，保障市民足不出户买到价格合理、质量合格的蔬菜，与此同时扩大用工，为
村民提供在家就业的机会。目前，村里26名不方便外出打工的家庭妇女被招进公司就
业，年支出劳务费80多万元，3户低收入家庭顺利脱贫。

作为蔬菜种植营销大户，杨巧云夫妇还处处想着如何带领乡亲们共同创业。近两
年，他们主动扶持村民种蔬菜，在技术上悉心指导，蔬菜由公司包销。目前，村里有10多
人在他们的支持下种蔬菜，每年帮助销售蔬菜额10多万元。

村民傅行德今年 66岁，3年前，他加入了杨巧云的家庭农场，就一直没离开过。“一
开始在外面打工比较艰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还能照顾老母亲，各方面都挺好，真是太
好了。”有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老傅满心欢喜。

村民史志超、朱建国、田小海在蔬菜种植农场打工有4年多了，年收入均在7万元以
上，其中史志超、田小海原是村里的低收入农户，现在他们通过杨巧云家庭农场的帮助
已顺利脱贫。

如今，青蓝蔬菜种植家庭农场年收益已达2000万元。8年创业路上，带动的不仅仅
是自家农场和三陇村，杨巧云还将目光放在了特殊群体上。

“2012年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第一家配送单位就是南京福利院高淳分院。福利院
里的残疾儿童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现在我自己富裕了，就应该为他们尽一份力。”杨巧云
说道。2020年 4月，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杨巧云申报了“残疾人之家”项目，经过
两个多月的精心施工，投资近30万元、占地面积达300多平方米的三陇村“残疾人之家”
正式投入使用。“残疾人之家”内设图书阅览室、康复室、日间照料室、娱乐室、手工制作
室。小院里长廊浅道、无障碍设施绿色通道、凉亭小木屋等一应俱全。

“这里已吸纳本村及邻村的 30多名残疾人，他们在这可以进行康复、娱乐，并有专
职人员给予日间照料。中午有需求的话，还可以在这里免费用餐，村里不方便外出的
残疾人，这里还提供免费的送餐服务。”杨巧云介绍说，日常帮扶还只是基础，后续她
还将依托蔬菜种植基地和生猪养殖合作社帮助残疾群众通过拣菜、蔬菜分装、基地除
草、栽种、生猪喂养等辅助性就业，让有能力的残障人士以工取酬，增加收入，实现人
生自我价值。她计划把周边村有劳动愿望的残疾群众吸纳入“残疾人之家”，通过培训
合理安排岗位，使更多残疾人掌握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

杨巧云还利用“残疾人之家”的场地，定期组织南京福利院高淳分院的残障儿童进
行公益活动。“孩子们很可爱，虽然身体有残缺，但是一点不影响他们的才艺，制作的手
工也相当精美。我购买了不少他们的手工制品，以后有条件的话，希望能组织更多的公
益活动，让大家都能来欣赏孩子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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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邦村里的寻根追味小吃街。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