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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糖洋糕靠微信朋友圈火了
破解保鲜技术瓶颈 支撑传统小吃做大产业叫响全国

糖洋糕火了！原先
农历七月十五才有的
糖洋糕红遍了整个夏
天。在朋友圈上，到处
记录了“儿时的味道”，
遍地留言“糕还有吗？”
这股风还刮到了宾馆、
餐厅、水果店，甚至有
山 庄 还 推 出 了“糕 富
帅”—— 蓝 莓 味 糖 洋
糕。于是，有人问了，
红透朋友圈的永康糖
洋糕能走得更远些吗？

□记者 田妙联

胡芳最近心情很好。

56 岁的胡芳是古山镇前杭村

有名的糖洋糕师傅。她做的糖洋

糕又嫩又滑，吸引了 10 多个微商

帮她售卖，一篮 1 公斤多，定价 45

元，收入相当可观。

“今年生意特好，一天能卖500

公斤，销量同比增了一倍。”胡芳说，

要是早些年触网，兴许就“赚爽了”。

胡芳体型偏胖，被微商亲切称

为“老胖”，从小跟着母亲学做糖洋

糕，此前一直在华丰菜场摆摊。自

去年放到微信上卖后，她就不再设

摊了，还给自己的糖洋糕取了个易

识别的标志“老胖糖洋糕”。糖洋

糕一触网，订单便纷至沓来。今年

更甚，她只管做，微商会帮她代销，

每天老屋都炊烟袅袅，屋外取货的

车辆来了一拨又一拨，窗口上还经

常趴着几个偷师学艺的人。

“摆了六七年的摊，糖洋糕生

意从未这样红火。我只将糖洋糕

制作流程图片发到微信朋友圈，就

吸引了芝英、古山、东阳、金华等四

面八方的人前来抢购，有的甚至还

将糖洋糕带到了美国。”胡芳说。

见糖洋糕火爆朋友圈，开水果

店的章晓琳也加入行列，进货摆上

柜台，并尝到了“天天被秒杀”的甜

头。微商应莉虽是新手，但日销 50

公斤也不成问题。“大家都在贩卖

儿时的味道，这也是糖洋糕走俏市

场的原因之一。”应莉至今仍记得

小时候，村口一来卖糕的车子，外

婆就一手高举一碗大米，一手拉着

她，挤进人群，兑换糖洋糕。

如今，糖洋糕再次走街串巷，

水果店、茶庄、宾馆、餐厅都在出

售，飞月山庄甚至推出了蓝莓糖洋

糕。胡芳不免感叹：“六七年前，只

有三四家做糖洋糕的，现在遍地开

花，永康民间小吃怕是火了。”

火爆朋友圈 单店日销上千斤

糖洋糕不仅深受永康人喜欢，

也遭到了外地人追捧。“从微信朋

友圈中下单的，有不少是杭州等外

地人。”应莉发现，糖洋糕在饮食习

惯相近的浙江人群中很有市场。

但，糖洋糕很难保鲜，放上两

天就坏了，该如何包装来保质，并

成功运送到外地呢？为将销售圈

辐射得更广，应莉颇费了一番功

夫，她将晚上制作的糖洋糕装入

泡沫箱，加上冰块，并选择最晚到

杭州等目的地的班车，运送到各

地代理手中。“我暂时最远寄送到

宁波，目前，外地客户日均销量达

七八十盒，占总销量的 30%。”应

莉说。

事实上，如果能解决保鲜、运

输问题，糖洋糕市场可做得更大。

“我曾试过真空包装，但行不通，2

天后，糖洋糕就变质了。而且真空

后，一块块糖洋糕粘在一起，影响

美观。”胡芳去年就试图打开省外

市场，终因保鲜期过短而放弃。

那么，糖洋糕能否走出省外，

走向全国呢？浙江伟丰肉食品有

限公司或许能给出答案。去年以

来，该公司频频触网，先后在天猫、

19 楼论坛、农商行丰收馆等开出旗

舰店，将两头乌猪肉卖到全国各

地。“我们采用顺丰的生鲜物流，全

程冷鲜配送，保证24小时新鲜送到

家。”该公司总经理杨莉说，糖洋糕

或许也可尝试走这条路。

向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借助顺丰生鲜配送走出浙江

但是，高额的运输成本也是一

个难题。顺丰生鲜配送1公斤为18

元，较普通快递费贵了1倍。因此，

更多微商则在讨论，永康糖洋糕能

否与其他特色传统民间小吃统一包

装成永康名小吃，组团走出去。

事实上，我市有肉麦饼、小麦

饼、角干麦饼等小吃，但除了肉麦饼

已销往外地外，其他的小吃基本都

留在本地，有的甚至已被人遗忘。

“仅靠单家店销得好还不够，

糖洋糕销售不能只是谋生手段，而

是作为一项事业来做。”应莉认为，

传统民间小吃市场可以做得很大。

持相同看法的人还很多。前不

久，我市五位女摄影爱好者花了两

三年时间，拍摄千余张图片，找到了

108种永康小吃和食材，编了本《永

康味道》。作者楼美如说，糖洋糕是

永康人特有的“七月半”小吃，素有

“七月半，豆芥、糖洋、发糕、馃”之

说，这一习俗在民间已流传近千年。

“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小吃正

在渐行渐远。”楼美如说，她们出书

就是为了抛砖引玉，唤起更多人关

心、挖掘、传承、弘扬永康味道。

对于传统小吃的出路，记者也

随机向市民做了调查，不少人认为，

我市不少传统小吃还主要出自家庭

作坊，卫生环境还存在较大问题。

大家期待传统小吃能在卫生、服务

等环节上下功夫，增加文化内涵。

“传统小吃确实要向标准化发

展，如糖洋糕的米用哪的、红糖用啥

牌子、多少层等，都可以标准化，形

成品牌。当然，传统小吃在包装时，

还要注意保持传统的原汁原味。”市

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吕永谊说。

业内人士也认为，要让永康特

色小吃“走出去”，需要政府部门的

扶持。这点可借鉴缙云烧饼或沙

县小吃推广方法，通过统一店名，

改变“散兵游勇式”的面貌；通过产

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形成标

准和规模，做出品牌，不断壮大。

微商“左耳朵叫”甚至迸发了

更现代化的构想：“结合网店与实

体店，开启永康名小吃的 O2O 模

式，消费者通过下载一个 APP 客户

端，就可以用手机搜索到最近的永

康名小吃店地址，在网上买糕、下

单，再到实体店取货。”

小糖洋糕能否撬动大产业，令

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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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流程

1.红糖米浆倒入蒸屉。

2.丝瓜米浆倒入蒸屉。

3.蒸熟后散热。

4.凉透后切块。

5.糖洋糕成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