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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来华时，跟着川
菜大厨学做“宫保鸡丁”；美国财长耶伦
在北京“打卡”老川办餐厅……

6月21日晚，“2024北京国际美食荟”
活动拉开帷幕。四川省人民政府驻北
京办事处作为全国唯一一家驻京办代
表，在开幕式上发言。在推介川菜美食
文化时，四川省政府驻京办副主任许可
讲到了多位国际政要与川菜的趣事。

川菜历史
李白爱吃焖蒸鸭子
张大千自创干烧鱼

“天下胜景蕴天府，四方至味在四
川”。川菜作为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取
材广泛，调味多变，菜式多样，深受广大
消费者欢迎。

发言中，许可还讲述了多位历史名
人与川菜的佳话——诗仙李白在四川生
活的20年时间里，最爱吃的是当地名菜
焖蒸鸭子。诗圣杜甫长期居住在成都草
堂，在他的《观打鱼歌》中，唱出了“鲂鱼
肥美知第一”的由衷赞美。苏轼不但撰
写了脍炙人口的《老饕赋》，还创制了东
坡肉、东坡羹等佳肴，为川菜作出历史贡
献。国画大师张大千精通川菜烹调，自
创了大千干烧鱼、大千牛肉面等美食。

许可说，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川菜
被赋予了一种文化隐喻，诠释着巴蜀儿

女对“安逸”“巴适”的美好生活向往，浓
缩着中国人知足常乐的精神追求。

川菜北京
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川菜名店闪亮北京

“走在首都的大街小巷，我们会看
到悬挂‘米其林’标牌的老川办、宜宾招
待所，声名远扬的海底捞、眉州东坡，独
具特色的雍雅河鲜、徐记盐帮菜，环境优
美的天府蜀风龙爪川菜、天府食舫……”
许可说，这些川菜名店犹如闪亮星辰扮
靓首都消费市场，呈现着“一菜一格、百
菜百味”的川菜禀性，传递着“热情好

客、豁达乐观”的巴蜀风貌。
“食在中国，味在四川”。许可表

示，无论是国宴上惊艳绽放的开水白
菜，鲜香四溢的宫保鸡丁，还是百姓喜闻
乐见的鱼香肉丝、麻婆豆腐、夫妻肺片、
水煮牛肉，以及大河帮、上河帮、小河帮
的经典传承、风味独见，“借鉴与创新并
举，传统与时尚并重，为川菜走遍全国、
走向世界提供了不竭动力源泉。”

川菜世界
默克尔采购郫县豆瓣
耶伦“打卡”老川办餐厅

“川菜一端连接着四川的泥巴、一

端连接着世界的嘴巴”。许可介绍，上
世纪80年代末，数千名川菜厨师前往五
大洲40多个国家，掀起了“手拿一张勺，
腰别一把刀，瓢舀三江五湖水，刀切九
州四方菜”的热潮。

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川派餐饮业发展，坚持多元共促、文
旅融合，不断延伸产业链、做强供应链、
提升价值链，大力推动川菜出川、川菜
进京、川菜出海。

“如今，川派餐饮企业已成为国际
范、中国味、巴蜀韵、烟火气的一张名
片，越来越多的消费群体被川菜所征
服，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被四川魅力所
吸引。”许可说。

据介绍，英国前首相卡梅伦访问成
都时，特意品尝了川式火锅，被网友形
容为“吃着火锅唱着歌”。德国前总理
默克尔来华时不逛景点和商场，却到菜
市场采购郫县豆瓣、八角香料，还跟着
川菜大厨学做“宫保鸡丁”。就在两个
月前，美国财长耶伦刚刚“打卡”老川办
餐厅，品尝了心心念念的川菜，分享了
她对川菜的喜爱之情……

“四川省政府驻京办将联动川派餐
饮企业，借助此次美食荟活动舞台，让巴
适安逸的品质生活助力北京建设国际美
食之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许可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代睿 戴云

省政府驻京办力推“四川味道”

默克尔、耶伦青睐的川菜亮相“北京国际美食荟”

【人物名片】

郑月佳，女，1990年8月出生，阆中市
阆味香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荣获四川
省三八红旗手、四川省返乡入乡创业明星，
创办的泡菜厂为四川省高科技企业。

“这些泡菜要马上晾晒。”6月20日，南
充阆中市梭咀山下，一排排整齐排列的
泡菜坛子在阳光下格外耀眼，郑月佳正
在招呼工人，老公常聪在一边操作机器。

8年前，这对90后大学生夫妻放弃
了成都的安逸生活，回到家乡阆中创办
泡菜厂，腌制“家乡味道”，带领40多个
村种蔬菜，帮助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腌制“家乡味道”
大学生夫妻回乡创业做泡菜

郑月佳老家在嘉陵江畔，当地土地
肥沃，家家户户都有种菜的传统。2013
年郑月佳大学毕业后留在成都，认识了
同为90后的阆中人常聪，两人很快坠入
爱河，“那时候租住在三环路，周末骑辆
二手自行车逛春熙路，看电影，简单快
乐。”婚后，两人开了一家文化传媒公
司，给企业拍宣传短片，一年能挣上十
来万元，开销不大，小两口很知足。

2015年，郑月佳回阆中待产，家乡
的状况让她大吃一惊，当地正值脱贫攻
坚，帮扶工作队进村入户，寂静的乡村
热闹起来。

“姥爷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豆瓣

厂的工人，妈妈也学了做豆瓣手艺。”父母
靠着祖传的豆瓣厂维持生计，送郑月佳
读完大学。郑月佳挺着大肚子，在豆瓣厂
里忙活，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样办厂，父母
挣不到钱，种菜的乡村们也挣不到钱。

能不能用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
对传统豆瓣厂进行改造？一股创业的
冲动在心里陡然升起。经过周密的市
场调查，郑月佳决定从泡菜入手。

没想到老公强烈反对，“父母辛苦
一辈子，就是要我脱离农村，终于在成
都有一席之地，怎么又想把我拉回阆中
乡下！”两人都是独生子女，都是父母的
心头肉，郑月佳理解老公的想法。

生完孩子后，郑月佳还是常回老
家，说是帮父母，其实在做改造泡菜厂
的前期工作。

2016年春天，常聪将自己的文化传
媒公司转让，回到老家，“实在不忍心看
着老婆两头跑。”

保底价回收
“订单农业”让村民有底气

父辈的豆瓣厂，其实就是100多平
方米的小作坊，为提高环保水平，几次
搬迁几乎耗尽家里所有积蓄。规模太
小，设备老化，技术落后，缺乏现代化营
销意识……两人为豆瓣厂“号脉”，提出
一揽子改进计划，没想到遭到父母反
对，“靠祖传手艺吃饭，还有啥问题！”

两人决定单干，从银行贷款200万
元，一半还了父母的欠账，一半用来建
厂房，新厂就紧挨着老厂。创业之初非
常艰辛，大热天，两口子开着大货车走
村串户去收菜，两岁多的儿子经常在菜
地里或者村口的大树下睡着了。

阆中和广元市苍溪县交界处有个
瓦口隘村，山路崎岖，之前是省定的贫
困村。看到郑月佳的泡菜生意在阆中
越来越好，驻村工作队希望他们承包村
里的脱贫奔康产业园。“我们正需要打
造原材料基地，看到那么多老人还在村
里种菜，就答应下来。”

郑月佳在沙溪街道瓦口隘村流转
土地200亩，采取“公司+基地+农户+贫
困户”模式，通过资金入园、土地入园、
务工入园方式建立贫困户利益联结机
制，帮助38户贫困户成功脱贫。

民宿修起来，研学基地建起来，昔日
贫困的瓦口隘村成了村美民富的网红村。

瓦口隘村只是开端。高峰时期，同
郑月佳合作的蔬菜村达40多个，遍及阆
中十多个乡镇，全部采用“订单农业”的
模式，大力种植青菜、海椒 、豇豆、萝卜
等蔬菜，一年收购蔬菜4000吨。“我们出
种子，教技术，保底价回收，村民有底

气，敢大规模种菜。”

降成本提效率
小小泡菜厂拥有20多项专利

郑月佳的泡菜厂位于金鼓村梭咀
山下，紧邻212国道。一棵青菜从育苗、
播种、收割、转运，再到泡菜厂的腌制、
清洗、翻晒，环节太多，基本都靠人工，
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池
子、整个坛子的泡菜质量不过关。

曾经有一段时间，常聪怀疑自己是
否走错赛道了，“原以为泡菜厂很简单，
没技术含量，但要搞规模化生产，和一
家一户的小作坊完全是两回事。”

能不能最大程度机械化？以前泡
菜包装袋上总有一些小水珠，要靠人工
一袋一袋擦拭，后来加装了一种有吹风
功能的除水装置，泡菜包装袋下生产线
前经过一道“风口”，可将袋子上的水珠
吹干。“这些发明都是逼出来的，贷款压
力大，只有降低成本。”郑月佳说。

郑月佳在厂里还建起了实验室，要
么是提升效率的小装置，要么是泡菜新
技艺，至今已获得20多项专利发明。
2023年底，郑月佳的泡菜厂被认定为四
川省高科技企业。

一个泡菜厂还有这么多专利？父辈
不可思议的不止这些，小两口花10多万
元请人搞包装设计，20多个泡菜品种都
有不同风格的包装。两个可爱的儿子是
夫妻俩创业源源不断的动力，他们将儿
子的卡通形象印在包装袋上，同可口的
泡菜一起走进千家万户。

常聪自嘲是困在梭咀山下的歌手，
他已逐渐适应乡村生活。目前虽然负
债经营，但看到帮扶的村子一天天富起
来，两人都有一种成就感。“我们的事业
就在大地上，和一个个村庄紧紧相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苏定伟

90后“菜姑娘”回乡做泡菜
带领40多个村子种蔬菜，年收购蔬菜4000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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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月佳和丈夫在田间收购蔬菜。苏定伟摄

北京国际美食荟活动现场“川名堂”摊位。代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