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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汁原味寄乡愁

毛伟明是沙县本地人，从小跟着开沙县
小吃店的父母打下手，耳濡目染下对于一些
做小吃的技巧早已烂熟于心。

20 岁那年，他一个人前往日本留学。期
间，他在学校附近的餐饮店兼职，了解到许多
留学生很喜欢吃中国菜，并注意到日本东京
并没有沙县小吃店。“高田马场附近有很多语
言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市场不言而喻。”毛伟
明说。

2018年6月，他在日本东京新宿区高田
马场开了第一家沙县小吃店。“当时聚焦的顾
客就是中国留学生，以正宗的沙县小吃来缓
解大家的思乡之情。”毛伟明回忆说。

“要想真正抓住中国留学生的胃，那就要
保持地道口味。”毛伟明坦言，开店初期，他不
仅专程回沙县在沙县小吃培训中心进行系统
的学习，还非常注重菜品原材料的质量。“我
自己采购大花生在厨房里炸，再用破壁机制
作花生酱，味道很浓郁，口感也很细腻。”

此外，毛伟明还对菜单下了一番功夫。他
把套餐饭进行了重组，拼出非常多的口味。

“增加了炒米粉、炸香肠、鸡柳等菜品，顾客的
选择性更多了，天天吃都不会腻。”毛伟明说。

在他的精心准备下，沙县小吃店一开业，
就迅速俘获了一大批中国留学生的味蕾。“第
一天只营业了5个小时，店里的菜品就都卖

空了，营业额也突破了20万日元。”毛伟明回
忆道。

随着生意的火爆，毛伟明开始朝周边扩
张。2021年2月，他在日本埼玉县西川口开了
自己的第二家沙县小吃店；2023年9月，在日
本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开了第三家店。

后来综合考虑店铺大小、租金、工人时薪
等因素，在第一家高田马场沙县小吃店租期
到了的时候，毛伟明选择把店先关了。今年9
月，重新选址后他在高田马场又开了这家店。

“相比较 2018 年那家店，现在的面积更
大，容纳同时就餐的人数增加到48人了，日
均客流量平均在300人。”毛伟明说，目前自
己正在对第四家店进行选址，这家店将尝试
做一些中日融合，吸引更多的日本食客，沙县
小吃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求新求变引客源

和毛伟明一样，55岁的沙县人吴绍华从
小就看着父母经常在家做蒸饺、扁食、拌面。
他在泉州石狮和三明沙县都开过餐饮店，不
知不觉中对沙县小吃有了特殊的情感。

2004 年，吴绍华到葡萄牙波尔图定居，
从事餐饮行业。几年下来，他注意到当地几乎
看不到中国的小吃店，于是萌生出了自己开
沙县小吃店的想法。

经过仔细的筹备，2010年10月，吴绍华
的沙县小吃店在加亚新城商场正式开业。“商

场人流量大，但租金太贵。”开了一段时间
后，吴绍华经朋友介绍，发现在郊区开店不
仅租金便宜，而且可选择的餐厅面积更大，更
舒适。

2022年12月，他在波尔图市的帕雷迪什
小镇上租了一整层的别墅，开始了在郊区别
墅里做沙县小吃。

在视频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吴绍华的店
铺结合了葡萄牙当地的风土人情，把店面布
置得非常温馨雅致。天花板上悬挂着许多带
有“福”字的贴画，16张餐桌错落有致地摆放
着，蓝白格子桌布铺在桌面。“店面有120平
方米左右，可同时容纳60个人就餐。”吴绍华
说，平时的顾客主要是葡萄牙本地人，也有居
住在葡萄牙的华人来光顾，大多是回头客。

消费者的认可，离不开吴绍华对菜品的
创新研发。

“这上面一共有150多种菜品，套餐饭和
盖浇饭里面的主菜和配菜都是可以根据顾客
需求实时调整的。”吴绍华转换镜头，拿着那
本20多页的菜单依次向记者介绍，店里推行

“点单式”的自助餐，午餐价每人12.99欧元，
晚餐15.99欧元，不限量吃到饱。

平时忙碌完手头的事，吴绍华最喜欢和
顾客聊天。“在交谈中最能清楚地了解顾客所
需所爱。”乐观开朗的他，总能与顾客打成一
片。“当地人喜欢吃鸡腿、鸭腿套餐饭，根据他
们的饮食习惯，我会提前把骨头剔除，方便顾
客品尝。”吴绍华说。

除了丰富的菜品，调整烹饪方式也是吴
绍华的一种创新表现。“先把虾处理好，再
烙春卷皮，用春卷皮把虾包裹住，最后放入
油锅中炸。”吴绍华拿着手机走进厨房，给
记者看他正在制作的炸大虾，“店里很多菜品
都是以‘炒、煎、炸’为主，深受葡萄牙本地人
的喜爱。”

不仅店里有回头客，外卖平台上的回头
客也很多。“有家乡的味道，非常亲切。”“经常
和朋友们一起来吃，菜品也很丰富。”“就餐环
境很好，老板非常热情。”……吴绍华自豪地
把顾客在外卖平台上的留言读给记者听，“好
多顾客在外卖平台上点单的次数超过了 50
次，现在晚上外卖单子都100多单了，比线下
还多。”

强化服务保质量

“培训中干货满满，非常实用。”今年五
月，吴绍华的妻子从葡萄牙赶回来参加了由
沙县区小吃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举办的免费
综合素质培训，学到了不少经典小吃品种制
作技艺，还有门店转型升级及运营管理等知
识，她说，“一定将学习到的新东西应用到
开店经营中。”

“持续优化人才培训服务是提升海外沙
县小吃品牌合作质量的一个法宝。”沙县小吃
产业服务中心主任苏炜说，目前，已经举办了
沙县小吃海外培训班15期，培训世界各地华

侨150多人次，为法国、日本、印度尼西亚、加
拿大、美国等合作公司培训技术骨干36名。

据统计，目前除了中国大陆外，沙县小吃
目前已在全球74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了225家
门店。如何更好地助力沙县小吃产业在海内
外壮大、升级？

在毛伟明看来，加快打造“中央厨房”是
海外沙县小吃实现标准化转型升级的关键一
招。面对海外租金高、员工时薪高、原料不充
足等问题，他在三家店铺的中间位置，建立了
一个小型的“中央厨房”，通过集中生产、统一
供应，可以有效提高出餐速度和降低分店成
本。

“目前正不断完善‘中央厨房’，加快购买
机器设备和打造冷冻库的步伐，为实现接下
来五年内在日本开 20 家分店的目标而努
力。”毛伟明信心满满地说。

“要强化两地之间的文化交流，而美食正
是一个很好的桥梁。”吴绍华说。他既保留中
国美食特色，又融入当地口味，让沙县小吃成
为中葡饮食文化交流的载体。

“沙县小吃入选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我们应该在海外也加强
宣传，让更多外国人对沙县小吃产生兴趣。”
吴绍华表示，他经常教顾客如何使用筷子，并
向顾客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

沙县小吃在海外被追捧，是一个很好的
开始。“我们要继续强化服务意识，鼓励海外
业主主动适应市场需求，继续探索创新，力争
让沙县小吃在漂洋出海的征程上香飘万里。”
苏炜表示。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又是一年观赏银杏林的美好季节，在大田
县广平镇万宅村的银杏公园，每天都有来自各
地游客前来打卡，500多株银杏树催热了“赏叶
经济”。

万宅村是中国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名村，
银杏主题公园占地200亩，其中树龄百年以上
的银杏树有 30 多株，最大的一株树龄近 900
年，树高41米，直径7.2米，冠幅平均13米，被
评为三明“银杏树王”。

走进银杏公园，满树金黄色的银杏叶从空
中飘落下来，地上铺满了金色的地毯。游客们在
树林里穿梭，孩子们捡拾着一片片“黄金叶”在
手中挥舞，美丽的公园里处处充满欢声笑语。

“银杏公园真的很漂亮，不只孩子们玩得
开心，我都忍不住拍了好多照片发朋友圈。”12
月1日，特地从大田县城赶来看银杏林美景的
游客杨女士介绍，趁着周末带孩子一起来感受
自然美。

随着乡村游的火热，当地把银杏林这一独
特的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加大对银
杏林的开发打造，带动乡村旅游业发展，铺就
村民增收新路径。

“镇村合力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打造银
杏公园，投入资金，建造银杏亭、修筑木座椅、
铺设鹅卵石漫步道、改造观光假山鱼池等，完
善配套设施。”大田县广平镇万宅村党支部书
记范润金介绍，镇里还通过举办银杏节等活动
扩大宣传力度。银杏公园迅速走红，来自各地
的游客、旅行团、摄影爱好者等纷纷来打卡，特

别是每年10月起，银杏叶黄时，客流量日益增
多，高峰期日均游客量达数百人。

客流量催生经济。银杏公园的火爆为在林
间经营小卖铺的余文超带来源源不断的顾客。

“我这小卖铺开了好多年，自从银杏公园建成
后，客人增加了很多，特别是每年10月到12月
银杏叶黄时，每天营业额500元到1000元。”

在厦门一家设计公司从事设计的村民余
明义，从络绎不绝的客流量中看到了商机，回
村建设银杏山庄民宿。

“银杏山庄有11间客房，还设计了公共厨
房、餐厅以及泡茶室等休闲场馆。”余明义介
绍，民宿供不应求，北京、上海等地的游客还组
团来民宿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

银杏公园也为村里的老人带来了收入，有
些老人把捡拾的银杏果售卖给游客，还销售自
家纯天然蔬菜、笋干等农特产品，增加收入。

移步换景，古村落处处是景点。在距离银
杏公园1公里远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和文物保护单位绍恢堡也是旅游打卡的好去

处。绍恢堡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是一座兼有
府第式、“五凤楼”、围拢屋防御性民居建筑，其
建筑装饰有木雕、彩绘、灰塑、石雕等，以文房
四宝、花鸟虫鱼、戏曲故事、神话传说等寓意喜
庆吉祥、祈寿迎福的花式图案等内容为主，工
艺精湛，技法娴熟，极具观赏性。

古村古韵浓厚，除了古银杏树和绍恢堡，
游客们还可以在万宅村探秘各具特色的古寨、
古洞和古树，聆听独特的古民俗“吹唢呐”，欣
赏戏剧瑰宝的荆楚古音“大腔戏”舞布狮等。

“为进一步美化人居环境，提高游客旅游
的舒适性，今年我们完成了村道白改黑工程。”
范润金介绍，从2016年起，村里加大对古建筑
和古民居的保护与修缮，设计传统古村落保护
发展规划文本，修缮承振堂、绍恢堡及其米碓
等附属设施，对古银杏群、古樟树进行保护，建
设樟树园、水尾湖和水尾廊桥等，使田埂步道
变休闲绿道。此外，村里还成立了美丽乡村建
设理事会，发动村民积极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绿化美化人居环境，为乡村游添砖加瓦。

百年银杏催热“赏叶经济”
●大田记者站 罗珍华 通讯员 林 元 文/图

沙县小吃目前已在全球74个国家和地区发展门店225家，
小吃店主在保持地道口味的基础上积极创新

沙县小吃飘香海外
●沙县记者站 吴 伟 许 琰

厨房里厨师们正紧张有序地切菜、备菜，热油锅里肉丸噼啪作响；餐厅内座无虚席，三三两两畅吃畅谈，美味
在唇齿间绽放；餐厅外还有许多顾客一边排着队，一边挑选喜欢的菜品……就餐高峰期，在位于日本东京新宿区
高田马场沙县小吃店，处处可见一幅繁忙热闹的场景。

今年9月1日，毛伟明再次选择在东京高田马场开沙县小吃店。记者通过视频采访看到，这个占地面积100平
方米的两层店面装修风格简单清爽，16张桌子整齐摆放着。“开业以来，每天中午都是爆满。”毛伟明笑盈盈地说。

这是沙县小吃店成功“出海”的一个缩影。从“小作坊、夫妻店”发展到“大别墅、连锁店”，沙县小吃究竟有何魔
力，能够在海外圈粉无数？

近日，记者视频采访几位在海外开沙县小吃店的店主，通过了解他们的创业故事，寻求沙县小吃在海外的流
量“密码”。

◀位于法国的沙县小吃连锁门店倍受当地食客欢迎。
▼平昌冬奥会上，外国食客点赞沙县小吃。

吴绍华（右一）与来店就餐
的葡萄牙食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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