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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贤飞
县委报道组 温君凯

天蒙蒙亮，34 岁的邹锋就被
手机叮叮当当的微信吵醒了。又
是梅干菜炒肉的事！还是美国朋
友发来的消息。

“这位美国华人朋友是武义
人。我们开展第一波试吃时，她
就将我们的梅干菜炒肉一路西行
带到美国波士顿，收获称赞后，她
便想与我们合作，开发美国市
场。”邹锋说。

梅干菜炒肉，浙江再普遍不
过的一道家常菜肴，一碗梅干菜
炒肉饱含了多少人的回忆。

短短 50 天，经武义三个老男
孩的手，土得掉渣的梅干菜，却在
互联网上卖火了，全国已有 62 位
经销商，日销量破5000份。

老男孩创出“邹味味”
邹锋和姚晓波是同班同学，

两人自小就是调皮的孩子。2001
年，武义电脑市场兴起，邹锋便从
浙江中医学院辍学，学起电脑，开
始游荡商海；姚晓波毕业后，先是
从事物流行业，又尝试销售农产
品，最后又回到老本行，现已在上
海物流业占有一席之地。

两人与40岁的邹国义认识多
年。邹国义原是武义大田乡白衣
坑村的普通农民，离家后在外闯
荡多年。10年前，办起了农家乐。

“三四十岁的年纪，事业都已
稳定。但我们还想做点事。”邹锋
说，我们觉得农产品销售渠道还
可以有更多可能。

10月15日，三人在邹国义的
农家乐吃饭。谈话间，有朋友找到
邹国义，让他帮忙炒一大盆梅干菜
肉，让在外留学的儿子带着吃。

“听完这话，三个老男孩会心
地笑了，就卖梅干菜炒肉！妈妈
的柴火灶，少年寒窗苦读，这碗梅
干菜炒肉饱含了多少人的回忆。”

邹锋说，当即三人就将他们的梅
干菜炒肉取名“邹味味”。

说干就干。借助邹国义十年
的餐饮经验，几天之后，“邹味味”
梅干菜炒肉就研制成功。

试吃员引爆朋友圈
产品开发了，如何推广，怎么

卖？卖给谁？
有着微商经验的邹锋，立刻

想到了微信朋友圈，“我有 600 个
好友，姚晓波也差不多有这个数，
邹大哥也有百来个。”

10 月 24 日，他们在微信朋友
圈里发布了梅干菜炒肉试吃招募
令。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湖中，波
浪一浪接着一浪传递出去，从武
义出发，传播到国内各地，甚至传
到了美国、澳大利亚。挂在淘宝
网上用于试吃活动的 100 份梅干
菜炒肉，当天就被抢空。

武义许多人的“朋友圈”都被
刷屏。武义网友“大冒险”说，一
天有十多个朋友转发这条试吃

令。“妈妈柴火灶记忆”、“童年的
味道”，这样的表述太诱惑人了。

100 份梅干菜炒肉，得到 100
份反馈。11 月 1 日，三人决定采
纳试吃员的体会，照顾不同地区
消费者的不同口味，将梅干菜炒
肉做成了原味、甜味、辣味三种口
味，并开展第二次试吃。300 份
产品，又在几个小时内被抢完了。

众吃货吆喝卖干菜
11 月 24 日，“邹味味”出品的

梅干菜炒肉正式发售。当天，销
量就达到2400包。

“两场试吃，我们是在试产
品，也是在招人。”邹锋说，产品要
以客户为导向，真正让客户参与
到产品的生产、设计、销售中来。

截至目前，他们的梅干菜炒
肉已有62个经销商，其中20多位
是当时的试吃员。邹锋说，浙江
农林大学一位叫“芊芊”的学生让
他印象深刻。

“她在微信里问我，‘我可以

在学校里帮你卖梅干菜吗？’”后
来，这个腼腆而又一心想创业的
姑娘便成了经销商，邹锋和姚晓
波每天都会给她指导。如今，“芊
芊”的销售已达百来份。

每周日晚上，五湖四海的经销
商就在微信圈里召开沟通会。当
周的工作总结，下周的计划，每个
人都参与，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相同的情怀，在互联网中得
到聚合，并迅速引爆。11 月 24
日，2400 份；12 月 2 日，破 3000
份；12月3日，破4000份。

姚晓波人在上海，邹国义忙
着未来梅干菜的原料九头芥基地
的各项事务及每日生产的事，主
要是邹锋接受我们的采访。而我
们的谈话，几乎每隔十分钟就要
被打给邹锋的电话打断一次。

12 月 6 日，一条“招募令”又
在邹锋的微信朋友圈发出，这回
招募的是接单客服。武义三位老
男孩起步于“朋友圈”，借助于互
联网营销的事业，正在步步前进。

“邹味味”的梅干菜肉“邹味味”的梅干菜肉
达人秀

本报记者 叶晖 实习生 王亚君

一枚小小的蛋壳，一把自制的刻
刀，一双灵巧的手，只见杨德贵指尖
舞动，刻刀划过，气势磅礴的山川、形
态各异的花鸟就呈现在厚度不到0.3
毫米的蛋壳上。这便是“蛋雕”，源于
6世纪的复活节彩蛋，是近年来逐渐
兴盛起来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

指尖耍刀艺
走进杨德贵的家，书桌上摆放

着蛋雕：青白色的鹅蛋壳，半边镂空
雕成一棵金树；土黄色的鸡蛋壳中
央，刻着一幅石湖清胜图。

45岁的杨德贵是浙江浙能台州
第二发电有限公司的一位电焊工，他
说自己迷上蛋雕，是一次偶然。

8 年前，他在嘉兴电厂检修期
间，无意间看到中央电视台戏曲频
道正在播放蛋雕节目，便“一往情
深”。当晚，他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一
个鸡蛋，在鸡蛋壳上简单画了个图
案。第二天，他用锯条临时磨了一
把简易刻刀，直接在完整的鸡蛋上
刻起来。这是他的第一个蛋雕，至
今仍完好地保存着。

从那以后，杨德贵便迷上了蛋
雕。他磨了一把专用刻刀，稍有空
闲，就刻蛋雕。有时灵感一来，一坐
就是一天，从简单的图案到慢慢尝
试复杂的图案。

说着，杨德贵从床底下拿出 5
个木制箱，一一打开，百余件精美
的蛋雕作品躺在小格中，篆体的百
福图、沉思的罗汉佛像、绽放的荷
花⋯⋯每个蛋雕都惟妙惟肖，令人
爱不释手。

“每创作一个蛋雕，都要经过选
蛋、清空蛋体、清洁风干、绘图、雕刻
等多道工序。”杨德贵说，他喜欢挑
选外形均匀、颜色较深的鸡蛋，这样
刻出来的颜色会有渐变过程，立体
感更强。选好蛋后，他在蛋的底部
钻个小孔，用针筒打进空气，通过增
加压力把里面的蛋液慢慢挤出。清
洗干净的蛋壳放置风干 15 天以上，
等蛋壳变硬就可以进行雕刻。

由于鸡蛋壳较薄，在雕刻、整修

过程中，就像用指尖耍刀艺，稍不注
意，就会前功尽弃。有一次，杨德贵
花了一两个月刻好了一幅古画，却
在最后精修的时候，弄破了蛋壳，让
他痛惜不已。对杨德贵来说，每个
刻出来的蛋雕都弥足珍贵。

“雕刻时，要始终保持心静、手
稳、下刀准。”经过无数次的刻刀实
践，杨德贵从最初两三成的破蛋率，
到现在几乎全部完好，越来越娴
熟。同时，他还自学了多种雕刻手
法，如阴雕、镂空等。

雅好在其中
杨德贵每次出差，总会带上刻

刀、铅笔、橡皮、美术书等。回来时，
也总会带回两三个满意的蛋雕作品。

“他经常买四五个鸡蛋放在冰
箱里，即使家里来了客人，他也会叮
嘱不要用它们，因为这是精心挑选
用来做蛋雕的。”杨德贵的妻子任彩
凤表示，对于丈夫痴迷蛋雕，她非常
支持。“蛋雕是他的兴趣，也是一种
雅好，能让他的业余生活充实，挺
好。”任彩凤说。

尽管倾心蛋雕多年，但直到今
年单位里的一次展览，才让他成了
同事眼中的“名人”。

今年国庆节，浙江浙能台州第
二发电有限公司为了丰富员工们的
文化生活，特意举办了一场个人才
艺展示展览。于是，杨德贵就带了
自己雕刻的35个蛋雕去参加。

“同事们都惊呆了，觉得很不可思
议。许多人还说要跟我拜师学艺呢！”
杨德贵告诉记者，如今，他的蛋雕作品
图片都挂到了集团公司的网站上。

杨德贵说，因为酷爱蛋雕，就连
他的女儿也成了“明星”。2008 年，
当时年仅 10 岁的女儿杨柠嘉参加
学校艺术节，拿出由她自己画图、雕
刻，爸爸帮忙加工的福娃蛋雕参展，
荣获全校一等奖。

“看到这么多自己雕刻的蛋雕
作品受到肯定和赞美，还是挺有成
就感的。”杨德贵说，刻蛋雕是一种
比较宁静的生活方式，虽然不热闹
也不繁华，但同样能带给家人和朋
友一点小幸福，自己也乐在其中。

蛋雕达人杨德贵：

指尖上的舞蹈

邹国义的妈妈和阿姨正在制作梅干菜肉。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