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忽如一夜春
风来，千树万树梨
花开。”自去年上
半年以来，因孟非
而火的重庆小面
开始登陆达州，从
最初的一两家很
快壮大至10余家，

由此引得达州本土食客们一片惊喜。
“狼”来了？就在达州本土商家

诧异时，重庆小面尽情虚晃一枪后，
转身从后入为主的强势变得谨小慎
微起来。及至今日，因水土不服的10
余家重庆小面，过半面庄已夭折。

□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

水土不服已夭折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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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小面来势凶猛

小面？其实在孟非提出重庆小面之前，
处于巴山深处的达州人并没有感到特别。

“总之就是干面或湿面而已，重庆小面有
啥特别的吗？”常爱关注江苏卫视一档生
活服务类节目的李女士，对这一概念总觉
得“含混不清”。然而在2015年年中时，
一家家来自重庆的小面馆开始登陆达州，
这让她大开了眼界：颇具格调的装修，安
静整洁的环境，从未见过的细面，辣而麻
的面条……这一切为重庆小面添加了新的

“注脚”。
就在李女士不知其解的时候，早间本

不爱在家用餐的她，不管是经过工作所在
地还是歇下脚来，都被这外来“域名”所引
诱。不管是“让小面飞”还是“嘿！小面”，这
一个个醒目的名字都在提示着她，让她去
追寻一种不同于达州本土的味道。在这种
追寻中，她发现从最初南外的两家，到后来
的老城区、西外及北外，都发现有类似面
庄。“细数下来，有10余家。”

意外，还是意外。李女士的感觉，正如
重庆小面挑战达州本土小面市场一样，让
做惯了宽、窄面的达州商家“吃醋”了。

剑走偏锋
达州人难适其味

“重庆小面里头全是辣椒，而且味道不
大适合达州人。”重庆小面进驻达州之初，
达城部分好吃客们便被其干净整洁的装修
风格和安静舒服的环境所吸引，有意无意
间都会慕名尝试。不过在多个地方吃过之
后，网民“韬光养晦”就开始在达州本土网
站上“不客气”起来了：“平时我也吃辣椒，
并不是怕辣的人，但是这家店太坑人了，价
钱定得忒贵。一碗杂酱面10块，还是小份
的。”

“韬光养晦”的发言，引起了众多网民
的迎合。“中碗就一两哈，我吃的牛肉面都
没吃饱，搞的是饥饿营销。”网民“昱霖”抱
怨，她“不得去吃二回了”。她认为，老百姓
就是要吃物美价廉的食物，而她消费的却
是“13元”，高于达城面食平均水平。

为印证网民的说法，连日来记者进行
了一番体验。在现场记者注意到，其装修风
格、卫生环境及服务方面，比起达州本土的
面店（庄）确要更胜一筹，但除去麻、辣等要
素外，还是少了些达州人追求的本土味
觉，可谓众口难调。价格，自然比普通面店
略高。

奋起直追
改良达州面食成必然

重庆小面抢滩，而达城的一些面食店，
大多数商家还是重复着“价廉”的经营策
略，靠着位置优势赚取利润。至于品质，则
很少有新的突破。

不过，就新开的商家而言，他们或许更
善于反省。在达城何家巷内，一位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面店老板在谈及“重庆小面”时表
示，他自去年年底开业时就力打本土性与
舒服性，因此在装修、卫生条件上，他都非
常看重。“做餐饮，不但要讲究好食材，还要
注重味道，更重要的是‘接地气’。”为更好
迎合达州人的消费需求，该店在推出各类
面条的基础上，还融合达州的消费口味，将
宣汉“羊肉格格”等本土味道也整合了进
来。在他看来，消费者“认可”是他追求的最
大目标。

记者注意到，该店作为新开的面食店，
除装修借鉴了达州“重庆小面”的风格外，
价格、味道与达州人也更加接近。至今，该
店每天上午销面均在300碗左右。

“而今做生意，做品牌基础的东西还是
要的！饮食文化的基础是好吃，然后才是服
务、环境！”网民“火锅专家”说。

重庆地道小面PK
达州传统小面 冷水鱼养殖场、苗木基地、生

态农庄依山而建，水上游乐园、垂
钓休闲中心、花卉观光园雏形初
现。在万源市石塘乡大田坡村，一
座占地150亩，总投资3000万元，
集生态农业、休闲观光于一体的

“百花园”正快速生长。
这是创业者李隆国精心打造

的又一转型力作。凭着睿智思维和
独到眼光，李隆国将家乡荒芜的弃
渣场变废为宝，满园种植奇花异
草，开启了崭新的创业历程和幸福
美丽的生活。

1971年，李隆国出生于万源
市石塘乡大田坡村一家普通农户。
初中毕业后，他成了村里为数不多
的“高材生”，被推选为洞子沟组的
村民小组长。“一定要让乡亲摆脱
贫困。”3年的组长经历，让李隆国
明白，创业才是最好的致富门路。

没有资金来源，创业谈何容
易？1995年，李隆国决定弃“政”从

“商”。他先是边打工边学习，考取
驾照后，又东拼西凑借钱买来一辆
小型旧货车，开始从事煤炭运输。

有了稳定职业，李隆国十分珍
惜，起早贪黑在这条淘金路上一干就
是8年，终于有了一笔小小的积蓄。

“创业红利要让更多乡亲分
享。”李隆国撒出辛辛苦苦挣得的
血汗钱，开始了将“私人企业”向

“大众企业”跃升。
经过市场考察和半年厨艺学

习，李隆国决定涉足小餐饮行业。
2003年，首家“特色羊肉米粉”正
式登陆万源。一番苦心经营和科学
管理，李隆国的羊肉米粉店很快在
万源城里发展成4家连锁店。由于

“特色羊肉米粉”生意十分火爆，大
田坡村60多位村民成了店里的

“月薪族”，这次转型也成就了李隆
国的“黄金”时代。但既当厨师又搞
管理，小本经营的苦与累，让一向
硬朗的李隆国逐渐吃不消。

2015年，李隆国决定放手正
如火如荼的餐饮事业，打算让心灵
静静休养一段时间。闲暇之余，他
开始关注新闻热点。正是受农村土
地流转政策启发，一张崭新的创业
蓝图很快在李隆国心中勾勒。这
次，他将目光聚焦在观光农业和洞
子沟的贫困户脱贫。

“这里离万源城区只有20分

钟车程，是城万快速、包茂高速的
交汇处和八台山、龙潭河、城口九
重花岭等旅游景区的必经之道。”
一番考察论证后，李隆国决定将基
地建在洞子沟。

今年年初，李隆国迅速开启了
新一轮创业模式，投入2000万元
打造洞子沟“百花园”一期工程。预
计今年10月完成基地投资和建
设，明年5月正式对游客开放。

“百花园的入驻，让废旧的弃
渣场重新焕发了生机。”大田坡村
党支部书记彭志福表示，李隆国的
创业投资让当地群众得到实实在
在的好处。

“我又没得啥子技术，受李老
板照顾，我每天去百花园打工，还
能按时回家照顾家属。”妻子残疾
需常年照顾、儿子大龄未婚，年近
六旬的洞子沟村民韩光荣一家经
济十分困难，可他做梦也没想到，
现在居然成了“工薪”一族。靠着在
百花园工地打零工，韩光荣前两个
月就攒下了4500多元，生活逐渐
有了起色。

今春以来，靠着在百花园里找
门路，大田坡村村民又多了一项稳
定的经济来源。“只要本地村民愿
意来干活，一天至少给工钱120
元。”李隆国表示，每天来工地干活
的有近百人，大多是贫困家庭、留
守老人和妇女，百花园可以帮助他
们通过就近务工，实现脱贫致富。
开工建设以来，百花园已向村民支
付劳务工资达300多万元。

目前，百花园建设项目已被纳
入万源市招商引资项目。当地政府
积极给予政策支持，开始帮助进行
景区规划，实施道路、水电等基础设
施建设和花卉苗木、农药肥料、蔬菜
基地建材等物资补助。

2017年，公司将再投资1000
万元，进行二期工程建设。谈及公
司下一步发展，李隆国信心满满：

“将把洞子沟百花园建成万源人民
的后花园，贫困群众的致富园。”

创业创新
在达州

百花园里创富梦
□特约记者 陈本强

环境整洁的重庆小面馆

财经连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