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7 月，隋雪超（右一）为面点小屋面点制作员开展了为期 3 天

的面点培训。

出口量从10吨增加到6000吨

陕西“阳光玫瑰”

缘何热销东南亚

近日， 陕西新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分拣

中心车水马龙。 工人忙着将冷库中一串串宛

如绿宝石的“阳光玫瑰”葡萄套袋、包装、搬

运、装车……

“我们在大荔县八鱼村和东羌白村流转

土地 500 多亩，建立了出口葡萄园，已为‘阳

光玫瑰’走出国门准备了 2 年。 ”看着满载果

箱的大货车疾驰而去， 公司董事长张全喜激

动地说，“我们的‘阳光玫瑰’甜到了东南亚。”

“阳光玫瑰”口感好、香味浓、甜度高，深

受消费者青睐。 然而， 随着近年来大面积种

植，产量剧增，价格受到影响。

“出口是开拓市场最有效的途径。 ”渭南

海关关长李亚荣说，以前，陕西很少出口“阳

光玫瑰”，去年仅出口 10 吨。 今年在海关、农

业农村、 商务等相关部门合力推动下，“阳光

玫瑰”迎来了出口大爆发。 前 11 月，陕西已出

口“阳光玫瑰”6000 多吨、货值 1 亿元。

据西安海关统计， 外销的“阳光玫瑰”

98%以上来自渭南，主要输往泰国、越南、印

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东南亚人喜爱

甜度高的水果。 这两年，国内‘阳光玫瑰’持续

降价，再加上运输成本较低，我省企业逐步打

开东南亚市场。 ”西安海关动植物检疫处处长

刘占元介绍。

鲜果出口，检疫要求十分严格。 为此，陕

西新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统一规划、统

一机耕、统一技术、统一种苗、统一销售的“五

统一”种植管理模式，严把葡萄生产质量关。

“公司出口东南亚的‘阳光玫瑰’甜度在

15 度以上，单颗重量在 8 克以上，通过了 15

项海关检测。 ”张全喜自信满满，“客商对我们

的果子很满意！ ”

良好的品质、科学的管理，吸引了大批国

内外客商与渭南果企签约。

11 月 6 日，陕西牛鲜生庄园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牛凯与上海佩鸿农产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边先生洽谈“阳光玫瑰”出口事宜。

“与这位客商的缘分，还要从七八年前说

起。 那时，他看中了渭南的冬枣和苹果，便与

我们合作，年年外销渭南水果。 ”牛凯说。

“这些年，每到收获季，边总都会来陕西

走走逛逛。 得知今年渭南出口的‘阳光玫瑰’

量大，就待了十多天考察品质。 ”牛凯说，“和

国内其他省份的种植基地比较，边总认为，渭

南的‘阳光玫瑰 ’生长周期长、口感好、耐储

存，品质上乘且价格便宜，销往东南亚一定有

市场！ ”

于是， 双方一拍即合， 今年秋季签订了

2600 吨的大单，将“阳光玫瑰”卖到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等地。“明年公司还要加大出口

量，至少增加 30%。 ”牛凯信心十足。

“我们在稳定国内市场的同时，通过外贸

公司牵线搭桥，今年首次将 6 吨‘阳光玫瑰’

销往新加坡。 ”西安漫花园艺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涛也瞄准了海外市场，“国外市场的开拓，

使‘阳光玫瑰’的价格更稳定，公司和果农实

现了双赢。 ”

企业加力，政府助力。 渭南市果业发展

中心三级调研员韦建平表示：“每年举办的

亚洲国际果蔬展览会 、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

易会 、中国—东盟博览会等活动上，我们都

会动员本地企业参加， 促进购销双方在种

植、食品加工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 我们

还组织全国各地的客商前来调研 ， 借助他

们的海外供应链 ，把我们的好水果卖出去，

卖上好价钱。 ”

为促成葡萄顺利出国、 帮助企业尽快获

取出口资质， 渭南海关协调兄弟单位开展集

约式现场考核， 进一步压缩水果企业注册登

记时长。 今年以来，渭南新增“阳光玫瑰”出口

加工厂 22 家、出口果园 31 个，同比分别增长

3 倍、5 倍。

“与传统海运相比，这种过境第三国的方

式，将货运时间压缩 50%以上，极大增强了我

们进军泰国市场的信心。 ”牛凯高兴地说。

在各级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品质优

良、味道香甜的陕西“阳光玫瑰”走俏东南亚，

走红国际市场。

“不仅是‘阳光玫瑰’，前三季度，陕西出

口水果 10.70 万吨，同比增长 57%。 ”刘占元

说，“我们积极对接地方特色水果产业需求，

开展出口注册果园有害生物监测， 从源头把

控水果质量安全， 大力推荐特色水果取得境

外注册资质。 陕西特色水果正香飘世界。 ”

（肖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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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室外寒风凛冽 ，但山

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大信街道向

阳新村的面点小屋却一派热火

朝天，顾客络绎不绝。

这个开业半年的面点小屋，

如今月均销售额达到 6万元，不

仅方便了村民购买面食，还解决

了村里 5名宝妈的就业问题 ，让

她们从家庭妇女变成赚钱小能

手。 这里的面点操作员，个个都

是专业“面点大师”的徒弟。 之所

以能够得到专家指点，得益于青

岛市技师学院和即墨区委宣传

部在向阳新村共建的文化技能

小院。

12月9日上午， 记者来到向

阳新村探访这家面点小屋，了解

背后的故事。

村里开起面点小屋

月销售额达6万元

面点小屋位于向阳新村新

搬迁至的福海乐居小区一号商

品房 ，虽然叫“小屋 ”，但却十分

宽敞明亮，有600多平方米，里面

摆放着制作馒头、烘焙面包的各

种设备。

冬日上午， 室外寒风凛冽，

里面却一片热气蒸腾，有不少村

民前来购买面食。 5名面点制作

员正在忙碌着，准备原料、和面、

发酵 、制作面点 、蒸（烤）……店

面的产品也很丰富，从中式的馒

头、开花馒头、福饼、鱼花、桃酥，

到西式的老面包、蛋糕、蛋挞，足

足有10多种。

“周末生意更好。 周末孩子

们在家， 要吃的点心类食品更

多。 主食每天的销售量都差不

多。 ”负责面点制作的向阳新村

村民黄彩霞说，“我们的明星产

品是面包和开花馒头， 都是4元

一个 ，和集市上一个价，村民们

都说是‘大集价’。 ”如今，面点小

屋每天要用掉面粉 200多斤 ，平

均每天销售额2000元。

“我们这个小区是个新小

区 ，距离公路远 ，地址位置相对

偏僻。 面点小屋是明档，制作过

程都可以看到， 卫生都可以放

心。 ”运营至今，黄彩霞觉得，面

点小屋的运营情况比预想的效

果要好。

除了做各种面点销售给村

民，面点小屋还时不时会接到各

种订单 ，有线上的订单 ，也有附

近村民、企业的订单。“我们有微

信群，附近村民可以在社群里订

货，我们也可以送货。 ”黄彩霞

说，之前她们去过附近企业做过

产品推广 ， 不时会有企业来订

货，尤其是过节的时候。

当天，她们就在忙着做周边

一家企业的订单。 这家企业年底

做活动， 需要给员工发放伴手

礼， 就到面点小屋订了176份面

点礼包，有面包、巧饼、蛋糕卷。

面点小屋是今年7月底开始

营业的。“在村里生活的老人多，

出门行动不方便，做面点小屋能

方便村民，减少老人外出。 村民

吃得也放心，心里也舒畅。 ”向阳

新村党委书记王丕友说，

自打村民搬进新小区，一直

缺一家面点店。 面点小屋投入运

营，解决了村民就近购买新鲜面

食的需求。

这家面点店的名字叫信大

嫂食品坊，但村民们都亲切地叫

它“面点小屋”。

在王丕友看来，眼下面点小

屋仍处于试验阶段，虽然月均销

售额6万元，但去除原料、员工工

资等成本，每天的利润只有百八

十块钱，还只是刚刚起步。

带动宝妈就业

家庭妇女变成赚钱小能手

说起当初开这个面点小屋，

王丕友说， 搬迁到新小区后，向

阳新村自建的商品房，也是村里

的集体资产需要盘活。 村委也在

考虑发展集体经济，增加村集体

收入。

他在网上看到有的村庄推

出面点制作项目 ， 他觉得很不

错， 在农村搞农副产品加工，较

为切合实际。“原料就是当地的

农产品 ，通过咱的技术 ，深加工

一下。 不过要做，就不能满足于

祖祖辈辈的馒头，要做各式各样

的面点 ，投放市场，让顾客吃个

新鲜。 ”

今年4月， 向阳新村党委开

始筹建面点小屋。 当时，向阳新

村党委副书记王晓娟找到了村

里几个赋闲在家的家庭妇女，谈

及想在村里做个加工面点的工

厂，看大家有没有意向。 几个妇

女一商量，大家觉得本身在家就

做面食，做面点加工上手也快。

说干就干，王晓娟带着村里

她们四处考察 ，学习 、研讨面点

制作 ，既看市场，也看运营得好

的面点企业。“我们去看了王哥

庄大馒头、莱阳喜饼、平度花馍，

觉得面点的市场大，做得健康的

食品很受欢迎。 ”黄彩霞说，“吃

到肚子里的东西， 不仅要健康，

口味、感官还要好。 ”

5月，向阳新村股份经济合作联

合社100%控股的青岛金谷臻禾农业

有限公司成立，这是一家共富公司。

共富公司的成立盘活了村庄集体资

产，面点小屋用的600余平方米场地

就是村里的集体用房。

眼下， 面点小屋主要有馒头等

面食类和烘焙类，有小米 、地瓜 、玉

米等农副产品，还有肉食类深加工，

以及村里种的小麦加工成的面条 。

在不同的节庆里， 面点小屋还会推

出不同的时令产品，比如，在中秋节

时推出了手工月饼， 在即将到来的

春节也会推出花馍等。

面点小屋的面点制作员岗位 ，

还解决了黄彩霞等 5名村里宝妈的

就业。

面点小屋的“能人”黄彩霞，就

是位二孩妈妈。 因为要二胎晚，今年

48岁的她，老二才上四年级，孩子上

下学都由她接送并负责早晚的餐

食。 虽然黄彩霞很能干，又有着有中

专学历，此前还在服装厂 、假发厂 、

冷冻食品厂等多家企业干过。 但这

些企业上下班时间固定， 很难给到

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老人的时间。

所以自从生了二孩， 她就一直在家

待着，没有再出去工作。 而在面点小

屋上班， 面点制作员的工作时间灵

活，有事可以请假。 在这里，黄彩霞

做到了工作、带娃两不误。

小小村面点

一级面点师亲自登门授技

刚开业的那段时间， 由于缺乏

花样面食的制作技能， 面点小屋只

出品了馒头、 火烧等工序并不复杂

的面食。

恰巧在那时， 主校区位于即墨

区的青岛市技师学院与即墨区委宣

传部共建文化技能小院， 正是有了

这个契机， 向阳新村聘请青岛市技

师学院面点教研室主任、 一级中式

面点师、二级西式面点师隋雪超等3

位教师为面点小屋店员做系统培

训，并为店里的馒头、花馍等品种做

了更新。

“当时，3天的时间，培训了近20

个品种。 培训内容较为紧凑，这样的

培训量对学员来说难度挺大的，但

她们都学下来了。 ”隋雪超说，“与技

工院校的学生比起来， 面点小屋的

学员虽然没有基本功， 但她们年纪

较长，在家里都做过面点，上手也较

快。 而且她们在这里，每天都可以练

习。 ”集中培训之后，隋雪超他们还

与面点小屋的员工建了微信群 ，根

据学员反馈的照片和问题， 随时进

行线上指导。

记者采访当日， 隋雪超又一次

来到面点小屋， 为店员做面点技能

培训。 看着面点小屋生产的各种产

品， 隋雪超很开心，“我觉得教学成

果比较好，她们做的产品较为成熟。

而且她们不仅学会了我们教的，还

进行了产品创新，像喜饼 、桃酥 ，我

们并没有给她们培训， 只是给她们

提供了商用的配方。 达到了培训的

效果。 ”

“现在， 村民对面点小屋很认

可，员工也有了经验。 下一步，要提

高员工制作技艺，拿出品牌产品，在

目前十余种产品的基础上， 尽可能

多出花样， 让村民从内心对共富公

司有深刻认识，叫大家伙都满意。 ”

王丕友说。

面点小屋正计划针对市民对养

生类食品的需求，在无糖蛋糕、无糖

点心等产品的基础上， 探索出更多

养生类产品， 真正让面点小屋成为

村里的“致富小屋”。

（张昌威 史雅如 文 /图）

月均销售 6 万元

面点小屋成“带富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