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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外地地小小吃吃遍遍地地开开花花
济济南南的的咋咋就就走走不不出出去去
制作工艺和经营模式不易复制，品牌缺少打造推介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实习生 张涵

本地市场被挤占
走出去的更少了

7日下午四点半，提前下班
的董女士给朋友发了条微信：

“我先去排着队，你下班赶紧
来”。董女士和朋友打算去的是
恒隆广场内一家新开的南京小
吃店，她形容这一次吃饭是去

“拔草”，拔掉心中一直想吃的
那种痒痒的感觉。

“去过的朋友都说还不
错，每天也有很多人排队，所
以一直特别想去。”董女士下
午5点多到达这家店门口的时
候，门外已经有十几个人在排
队了。“之前周末来过一次，排
队的人太多没吃上，所以这次
特意在工作日提前下班，早来
占个位置。”

不仅是南京小吃火，济南
近两年新开了几家西安小吃
店，生意也是相当不错。“我去
过几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西
安小吃，看上哪样拿个牌，最后
一起结账。”市民唐先生说，因
为小吃的种类太多了，看着什
么都想吃，不知不觉就吃多了。

这几年，济南的外地小吃
来得尤其多，突然满大街就开
起了重庆小面，加上以前的沙
县小吃、兰州拉面、上海生
煎……可以说不出济南也能吃
遍全国。在这个全国各地的特
色小吃很多都已经过了遍地开
店的阶段，转为店面、经营模式
转型提升的阶段了，济南小吃
却仍然十分沉得住气，不仅在
济南本地被外地小吃挤占市
场，也没有想外走、到外地打天
下的“野心”。

“济南可以说是引进外地
小吃品牌最成功的城市了。”山
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赛时
表示，在济南的街头，可以看到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吃，但是反
过来看，在外地却几乎见不到
济南的小吃。

在长沙上大学的小张说：
“在那里特别想吃咱济南的把
子肉，但是没有，家乡味道难寻
呀。”小张说，在长沙能够见到
的就是黄焖鸡，“因为有点辣，
一开始还以为是四川那边的
菜，后来才知道黄焖鸡居然是
济南的名菜。”

守着一家门店过日子
经营者挺“恋旧”

“济南小吃难以走出去，和
济南人的思维模式有很大的关
系。”王赛时认为，济南人大都
比较传统，安土重迁，不喜欢创

业，也不愿意到外地去经营。而
一些小吃做得特别好的地方，
人们想创业的意图十分明显，
人走出去了，也就自然带动着
当地的小吃、文化走出去。

的确，济南很多名小吃在
发展了多年之后，仍然还是家
庭经营的模式，甚至一直守着
一家店，连分店都没有开过。

“我们就想守着这个老手艺，并
没有太远的计划，”一位小吃店
业主王先生说，每天看着店门
口排队的老主顾，对他来说就
是最大的满足。“孩子也不愿意
干这个了，等我们两口老了，这
个店也就不干了。”在王先生看
来，开个分店是需要很大勇气
的事情，弄不好半辈子的积蓄
就得搭进去，更别说是到别的
地方去开店了。

只靠小吃经营者自身，想
要在其他城市立足的确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政府的支持和
号召对小吃走出去而言格外重
要。在这一点上，福建沙县可以
说是典型中的典型。这一点，从
沙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能看
出来。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沙县县政府都会着重提到沙县
小吃的发展，根据现实情况制
定出最新的发展思路。

“沙县能拿得出的品牌并
不多，基本集中体现在小吃上，
但就是遍地开花的沙县小吃，
让全国的人几乎都知道了沙县
这个地方。”所以，在王赛时看

来，济南小吃之所以不能走出
去，和济南没有下大力气推广
小吃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由于推广的欠缺，济南的
小吃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名气，
目前也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和
品牌。“在没有品牌做保证的基
础上，单个小店出去单打独斗
风险很大，而且也不容易做
大。”济南老字号协会秘书长吴
强说。

工艺和模式可复制
才能大规模走出去

就小吃自身而言，济南的
很多小吃制作工艺也存在着
走出去的局限。“其中一个问
题就是很难实现简单的可复
制模式，因此无法大规模走出
去。”济南杨铭宇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马连国说，
简单可复制，是杨铭宇黄焖鸡
能够在六年内开6000家店的
秘诀之一。

“黄焖鸡原来是济南的一
道传统鲁菜，我们从2011年开
始创立了黄焖鸡米饭的这种
快餐模式，一开始是在济南发
展，半年开了三五十家店，然
后各地的加盟商就找来了。”
这种以品牌作为支撑，各地加
盟的模式，让黄焖鸡迅速遍及
全国各地。

既然是连锁加盟的模式，
各家店的口味就必须差不多。

但是来加盟的人并不能做到个
个都是大厨，怎么办呢？马连国
表示，这就要求必须有一个中
央厨房，将各种原料制成半成
品配送到各个加盟店去。

马连国打了个比方，杨铭
宇黄焖鸡的制作就像是煮方
便面，面就是黄焖鸡用的鸡腿
肉，而酱料已经按照比例配好
了，加盟店在制作时，只需要
根据制作标准放上一勺或者
两勺即可。

“我也曾经观察过济南的
这些小吃，比如常见的把子肉、
油璇，制作是需要一定的手艺
的，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了，也
难以形成这种半成品配送的模
式，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在全
国铺开。”马连国说。

这也正是阻碍超意兴向全
国发展的原因之一。近年来，除
了在济南本土开了2 0 0多家
店，超意兴也围绕济南周边的
淄博、泰安等地开了多家连锁
直营店，但始终没有走到更远
的地方。“超意兴全部是直营
的模式，店里面把子肉、四喜
丸子等菜品都是由中央厨房
制作好，再往各个直营店配送
的。”济南老字号协会秘书长
吴强表示，如果再往更远的地
方开店，是要考虑配送成本的。
据吴强介绍，现在超意兴在外
面开的店基本上都是在一条配
送线路上的。

打造推介品牌
比给补贴更管用

要解决济南小吃走出去面
临的这些问题，其实也有办法。

“还需要政府的大力推动。”吴
强说。

这一方面，沙县已经给济
南做了一个示范。记者了解到，
沙县现在已经成立了沙县小吃
培训中心，对加盟商进行统一
的培训。“这样不用担心中央配
送的问题，掌握了手艺之后，在
哪里都能做出正宗的小吃。”吴
强说。此前，沙县政府已经注册
了“沙县小吃”的商标，今年沙
县还将投资2亿元建设中央厨

房和小吃食品研发实验室，助
推小吃产业转型升级。

济南从现在开始做还来得
及。“首先要选出济南小吃的拳
头产品，并且形成产品体系。”
吴强认为，济南小吃到外地开
店，政府应该给予充分扶持。

而在马连国看来，打造一
个济南的小吃品牌，并且对其
进行保护，要比补贴更加重
要。“一方面是济南要有自己
的小吃品牌，另一方面，济南
一些已经形成了品牌的小吃，
政府也要对其进行监督和保
护，这样可以防止一些仿冒的
品牌以次充好，影响济南小吃
的整体形象。”

在此基础上，对外推介济
南的小吃也十分重要。吴强认
为，对济南小吃的推介，可以建
立在食品文化的基础上。“济南
历史悠久，大部分小吃的背后
都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可以
加大这一方面的宣传，让小吃
的推广、传播变得有抓手，也更
厚重。”

“宣传不一定非得走出济
南。”马连国表示，杨铭宇黄焖
鸡最初的加盟商基本都是曾经
的客人，“尝过、感受过这种模
式之后，有很多人就愿意加入
了。”在他看来，济南作为泉城、
省会，也是一个旅游城市，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非常多，现在
还缺少一个集中展示宣传济南
小吃的场所，最好是有一条特
色街巷，里面全部都是正宗的
济南小吃，那样的话，既是一个
宣传济南的好方式，也是一个
推广济南小吃的好途径。“没准
有哪位客人觉得哪种济南小吃
特别好，经营模式又好操作，就
会把它带回自己的城市去了。”

同时，要想更好地走出济
南，小吃也要有自己的改良。

“济南人特别重视小吃的正宗，
但实际上，很多外地的小吃到
济南来，也是根据济南的口味
进行了改良。”王赛时表示，济
南小吃在走出济南之前，也要
对别的城市市民口味进行研
究，并且进行适当的调整，这样
才会更受欢迎。

■名小吃沉浮录·思考

恒隆广场内一家店门口

排着长队，很多市民想尝尝里

面的南京小吃。

本报记者 刘雅菲 摄

正宗济南小吃油璇需要一定的手艺。

在全国的大多数城市，
人们都能很轻松地找到几家
沙县小吃、兰州拉面、西安肉
夹馍……但想找到一家济南
小吃那可真是太难了。济南
的饮食文化有着千年历史，
在全国如此寂寂无名实属不
该。要想帮助济南小吃走出
去，政府、经营者都有很多

“功课”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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