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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烧饼 

——从“缙云烧饼”连锁看政府助推产业升级 

表皮松脆、肉质软糯、清香四溢……这是人们对“缙云烧饼”的

评价。在长三角地区，缙云烧饼被许多人所熟知。过去，人们对于缙

云烧饼的印象往往与“低端”、“便宜”、“路边摊”等词汇联系在

一起。然而，自 2014年以来，缙云专设“烧饼办”，把发展“缙云

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十大举措”之一，着力打造“东

方披萨”，从而使缙云烧饼走上“高大上”之路，一家家品牌店从本

地走向省内外，甚至走出了国门，深受人们热爱，被《人民日报》等

广大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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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烧饼简介 

缙云烧饼 

（一） 

    大约过三、五分钟，炉子里的饼香就往你的鼻孔里钻了。师傅操

起宽嘴烧饼钳揭开炉盖，准备往外夹饼。 

    这时你一定谗得直流口水了；可烧饼师傅装着没看见，顾自去整

理炉子——你可别怪他不把你放在眼里。其实刚出炉的烧饼火烫无

比，必须等它稍稍地冷却一下，师傅才用一张小纸片，半包着烧饼递

到你的手心。而你接上这样诱人的烧饼，还不能象猪八戒吞吃人参果，

那会烫坏你的嘴巴；必须先小心翼翼的在圆饼边上咬出一小口，再忍

一口气，对着张开小嘴的烧饼吹，把里头的热气吹出一些，才可以放

心的享用。 

    传说朱元璋当年征战到缙云，吃上缙云烧饼，念念不忘；后来做

了皇帝，还派人到缙云，找到当年的师傅接到宫中，专做烧饼给他吃。

有刘基的《烧饼歌》为证。 

    现代人崇尚绿色食品，如果你游过缙云仙都，却漏吃了缙云烧饼，

那是很遗憾的事。（来源：特产百科网 2012-12-18） 

（二） 

    色、香、味俱全，好吃又富有营养等内在特质，是缙云烧饼走出

山乡，闻名各地的重要原因。你看那刚刚出炉的烧饼，冒着热气，似

披着淡淡的霞雾；棕黄色的表面油光发亮，星罗棋布的芝麻淡淡清香，

经高温烧烤的饼体，融麦香、肉香、葱香、菜干香、芝麻香、糖油香

于一体，扑鼻而来。饼未入口，先觉秀色、香气可餐。品上一口，表

皮松脆，内质软糯，咸淡适中，油而不腻，鲜香满口，回味无穷，真

不愧为色、香、味俱佳的风味小吃。特别是缙云烧饼在烘烤时，一面

受热于炉膛壁，一面同时受热于炭火，而由于外受饼皮的阻隔，内有

随着热度升高使肉馅脂肪熬出，使内馅慢慢接受热量，直至熟透。这

不仅使缙云烧饼形成外脆内糯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很好地保存了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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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干、葱叶等内陷的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成份。经仪器测定，缙云

烧饼中的脂肪、糖类、钙、磷、铁等成分都比较丰富，具有较强的补

中益气作用，是一种很好的养生食品。 

    缙云烧饼的主要原料是面粉、猪肉、菜干，辅料有葱、芝麻、糖

油等。 

    缙云烧饼之所谓独特而又科学的传统烤制技艺，其一是饼桶特制

专用。这种烧饼桶内壁用特制的陶质炉膛，外部箍以杉木，中间填充

隔热保温材料或泥土；炉膛下有炉箅子、漏灰膛和进风口；饼桶面用

杉木板拼成平台，中间留有一个直径盈尺，可以放置一把瓦壶的上炉

口；炉膛内壁用以贴饼，内膛底的炉箅中间用以放置炭火。 

其二是做工传统精细。烤烧饼的肉，以肥瘦间隔的五花肉为佳。

做馅时，先将五花肉切成肉丁，拌上菜干和葱花，视情加入适量调味

品，然后用筷子拌搅均匀。这时的馅子，猪肉红里间白，菜干褐中呈

黑，葱花嫩绿带翠，可谓色彩斑斓。做饼的面要用“面娘”发酵，并

反复推揉翻捏，力求和匀和透。饼坯做好后，在其正面涂一层糖油，

再撒上少量黑芝麻。炉膛必须先以白炭火，把内壁熏烘到适当热度，

如果过热或过凉都会使饼贴不上而掉入炉内。饼坯贴入炉膛前，要在

背面拍一下水。贴入时切忌怕烫，动作要轻快。贴入后必须掌控好火

候，防止火过旺而焦煳，或火太弱而“搁干”。起饼时则要特别注意

防止烧饼掉入炉底，粘上炉灰…… 

（来源：《缙云新闻网》2014-4-21） 

黄帝文化与缙云烧饼的不解之缘 

    “炉传三百世，饼香五千年。”相传远古轩辕黄帝在缙云仙都的

石笋上用仙鼎炼丹，腹饥时就以山泉和面，揉成团贴在炼丹炉内壁，

烤出的饼色泽金黄，酥糯可口，香飘四野。当地百姓闻香而动，有心

人仿效轩辕仙鼎以竹木为外桶，窑土为内壁制成土鼎，又名烧桶，专

用于烤制烧饼之用。该工艺世代承传，成就了风味独特的缙云烧饼。 

千百年来，缙云村民摆着摊铺或挑着特制烤桶远赴他乡，以烤饼

为生。 

（来源：《浙江日报》201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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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烧饼”连锁发展概况 

缙云烧饼书写农民创富传奇 

在全国各地开出授权门店 219家，今年营业额可望达 7亿多元。 

在今年浙江农博会开幕前举办的金奖产品推介鉴赏会上，副省长

黄旭明夸赞缙云烧饼这个品牌做得很不错。 

    小烧饼撬动大产业 

  缙云东山村出产的陶炉膛属缙云烧饼的“私人定制”版饼桶内胆，

随着缙云烧饼不断走红，陶炉膛也越来越抢手，现在，有的村民一年

能热卖六七千个炉膛。 

  缙云菜干是制作烧饼的原料之一，为保证缙云烧饼的独特口感，

去年以来，“缙云烧饼”品牌建设领导小组着力打造以缙云菜干为重

点的原材料供应中心，建立了缙云菜干生产和加工基地，通过引导、

帮扶，推动缙云菜干专业合作社转型升级。 

  缙云县源发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苏周源说，去年合作社销售缙

云菜干 15万公斤，其中 1.5万公斤左右用于烤制烧饼，今年截至 9

月，已售出 20多万公斤。据统计，今年用于烤制烧饼的菜干比去年

同期增长 33%。为适应烧饼产业的发展，目前，合作社已成立了缙云

县全优食品有限公司，投资购买了新设备，扩大了加工规模，并通过

了 QS认证。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卖缙云烧饼的网店有 30多家，其中的一

家网店一个月的烧饼销量超过 2000个，仅今年“双十一”这天就卖

出 800多个。（来源：《农村信息报》2015-12-02） 

农民增收之道：缙云人卖烧饼收入“秒杀”白领 

在缙云，烤烧饼是农民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该县每年在县内外

从事烧烤饼达 2000多人，年营业收入约 2.5亿元。 

“现在夫妻档开一个烧饼店，一年的收入平均都有十来万。”朱

民告诉记者，经营比较好的店铺，如杭州的“胖子烧饼”店和北京的

“天意烧饼”铺，夫妻档经营的小店也能到达年入 20万元。按照网

上公布的 2014中国新白领 7万的年薪标准，这绝对算得上是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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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4-10-26） 

卢银亮：扎根丽水多开几家缙云烧饼连锁店 

 

 

 

 

 

 

 

 

 

        

    “老板，给我一个瘦肉的缙云烧饼，再加一碗馄饨。”一位女孩

在收银台前付了 6.5元钱，找了一个座位坐了下来。“我要 2个肥肉

的烧饼，带走。”“现在买个缙云烧饼吃吃都要等上半天，生意也太

好了……”位于丽水囿山路附近的卢银亮缙云烧饼店，这个能容纳

20多人就餐的小小店铺里人头攒动。 

卢银亮是壶镇镇明新村石明堂自然村人。2013年 12月，卢银亮

特意花了 6万元钱将店面装修了一番，还将原先的招牌换成了（缙云

烧饼卢银亮店）。 

“政府这么重视缙云的烧饼产业，我们在外从事这一行的人都觉

得今后更有奔头了。”卢银亮坦言。   

                      （来源：《缙云新闻网》 2014-03-24） 

缙云烧饼在加拿大开连锁店 

    开业当天，一口气卖出烧饼 500多只。十天过去，订单依然密集

涌来，许多顾客只能按号排队，隔天取饼。近日，缙云籍华侨洪志和

的“三和缙云烧饼”在加拿大多伦多市正式营业，一时之间，香飘海

外，顾客盈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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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洪志和个人创业一小步，却是缙云烧饼‘走出去’的一大

步！”缙云县侨办主任沈坚说：“不仅如此，在美国、澳大利亚、意

大利等国家的一些缙云籍华侨纷纷打算开设烧饼连锁店，有的已经回

家乡参加培训了。” 

    在多伦多新鲜出炉，每个缙云烧饼的售价为 2.5加币，折合人民

币约为 12元。尽管“售价不菲”，连日来，每天都有不少加拿大本

地居民瞪大眼睛，盯着金黄鲜亮的缙云烧饼连连惊叹：“这是中式披

萨吗？”“味道好极了！”（来源：《丽水日报》2015-09-15） 

“小烧饼”成为中法青年职业交流国际项目 

    在 11月 4日举行的“中法旅游烹饪职业青年国际交流项目”洽

谈中，“小烧饼”将成为两国青年职业交流国际项目，成为中法交流

的“使者”。 

  在听取有关缙云烧饼项目的介绍后，法方代表非常感兴趣，双方

达成了初步意向：一是先启动中法两方青年的对等培训工作，同时法

方还会提供配套服务，帮助学成的法国青年开出缙云烧饼店，实现创

业；二是建议法国的雅培市与缙云县结成友好城市，开展官方互访活

动，推动项目更好合作；三是双方按照 2016年下半年启动培训的时

间段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来源：《缙云新闻网》2015-11-05） 

政府对“烧饼”产业的引导与扶持 

关于推进缙云烧饼品牌建设的若干意见（摘要） 

一、工作目标 

大力推进缙云烧饼品牌建设，鼓励引导缙云烧饼师傅自主创业，

培育缙云烧饼产业，促进农民增收，打造缙云烧饼区域品牌。到 2017

年，全县有缙云烧饼师傅 3500 名，从业人数达 10000 多人，营业收

入达 12亿元以上，力争缙云烧饼示范店在本省县级城镇覆盖率达 80%

以上；到 2020年，从业人数达 20000多人，营业收入达 20亿元以上，

力争缙云烧饼示范店在全国各省市全面铺开。 

二、扶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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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财政每年安排缙云烧饼品牌建设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开展“六

统一”和“两集中”工作（统一培训内容、统一注册商标、统一制作

工艺、统一经营标准、统一门店标准、统一原料标准、集中宣传营销、

集中挖掘文化）。 

（略）（来源：《缙云新闻网》2015-11-15） 

浙江缙云：书记的烧饼情结 带富一方民众 

丽水市委常委、缙云县委书记朱继坤履新不久，就把目光聚焦

到了一只小小的烧饼上，并破天荒地设立了“烧饼办”——“缙云烧

饼”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了一位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接

抓，提出将缙云烧饼做成一门大产业，推向全国甚至海外…… 

    “抓烧饼，就是抓民生。为官一任，最要紧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

日子。”农历羊年的大年初七，新年上班第一天朱继坤就来到烧饼办，

给大家打气。 

烧饼办的负责人透露，烧饼师傅手艺到位的话，一天卖出 400只

是轻松平常的事儿，一年能挣 10 多万元。缙云农民张为敏在云南丽

江束河古镇开出的烧饼店，特意标明“Chinese pizza”（东方披萨）

字样，受到外国游客的频频点赞，年收入 20多万元。 

                          （来源：《新浪网》2015-5-26） 

每年投 500 万元“缙云烧饼”要做下一个“沙县小吃” 

    省委书记：“缙云烧饼很好，可以做起来！” 

今年 2月份，缙云在县农办下面专门增设缙云烧饼品牌建设办公

室，简称“烧饼办”，把发展“缙云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

富的“十大举措”之一，追赶全国闻名的“沙县小吃”。 

今年 5月 4日，在浙江省纪念五四运动 95周年座谈会上，省委

书记夏宝龙了解到缙云县扶持“缙云烧饼”产业的一系列举措后，给

予了充分肯定并作出重要指示：“缙云烧饼，这个很好，可以做起来！” 

每年安排 500 万专项资金努力打造下一个“沙县小吃” 

针对这一现状，缙云县政府每年安排 500万元专项资金，打造“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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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烧饼”品牌。“‘缙云烧饼’店不仅仅是卖烧饼的，还包括缙云土

面、馄饨、豆腐丸，敲肉羹等 10多种缙云传统民间小吃，顾客进店

后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朱民告诉记者。 

（来源：《现代金报》2014-09-03） 

从“烧饼办”说起 小小缙云烧饼酝酿着一篇经济大文章 

今天，一则《杭州烧饼哥卖烧饼 23 年去年买 220 万房子和 2 辆

奥迪》的新闻，在吃货的微信朋友圈里刷了屏。烧饼店主人公老应来

自丽水缙云，主营的是家乡的烧饼。而该文中，出现了“烧饼办”这

个神秘的部门。“烧饼办”是干什么的？卖烧饼能赚到百万年薪？小

小的缙云烧饼背后，藏着多大的商机？未来缙云烧饼是要走沙县小吃

的道路？浙江在线记者连线了缙云县“烧饼办”负责人，寻求答案。 

                       （来源：《浙江在线》2015-01-21） 

挖掘创业“新渠道”打造增收“新引擎” 

——缙云做大做强缙云烧饼产业文章 

  日前，又一批“缙云烧饼师傅”在电大缙云分校结束一周的培训

课程顺利结业。这是县农办在深化农村改革和促进农民增收行动中，

大力挖掘农民创业“新渠道”，努力打造农民增收“新引擎”，做大

做强缙云烧饼产业的一个缩影。 

推进缙云烧饼的区域品牌建设，打造缙云烧饼知名品牌，把缙云

烧饼努力打造成促进缙云农民增收的“新引擎”。县财政每年安排缙

云烧饼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缙云烧饼产业“六统一”和“两集中”。

即统一注册商标、统一门店标准、统一制作工艺、统一原料标准、统

一经营标准、统一培训内容和集中宣传营销、集中挖掘文化。 

                      （来源：《浙江网闻联播》201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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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府助推产业升级的思考 

“小烧饼”启示发展大思路 

    群众“小打小闹”的经济活动，经过党委、政府因势利导，点燃

创业创新的热情和激情，就可以成为脱帽“欠发达”、实现“绿富美”

的良策。 

   “炉传三百世，饼香五千年”。去年以来，“缙云烧饼”持续走

红，在各地开出授权门店 136家，全年营业收入达 4亿元。可以说，

“小烧饼”登上了“大舞台”、打造了“大产业”、促进了“大民生”。 

    “缙云烧饼”现象的背后，是资源贫乏的地区，推动农村富余劳

动力从事第三产业，走特色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路子的一种模

式。由此可见，群众“小打小闹”的经济活动，经过党委、政府因势

利导，点燃创业创新的热情和激情，就可以显现出星火燎原之势，成

为脱帽“欠发达”、实现“绿富美”的良策。 

    新常态下，如何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党委、政府要做“服务

员”，更好地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人认为应当“抓大放小”，

言外之意是小烧饼不值得抓。缙云县委、县政府先后成立“烧饼办”、

开办“烧饼班”、举办“烧饼节”，制定管理规定，落实资金补助，

把行政推动和市场运作有机结合起来，强化“缙云烧饼”产业的品牌

建设。 

    一个地方如何处理富民和强县的关系？过去人们重视大块头的

强县产业，轻视产值贡献低的富民产业。“缙云烧饼”现象说明，这

种标准至少是不完善的。缙云县既重视“顶天立地”的骨干，更重视

“铺天盖地”的草根；既以龙头企业为带动，也努力营造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氛围。 

    富民产业的培育让我们找到了农民增收的“新引擎”，还叫响了

“一个烧饼三个家家”的口号，即：发展家家乐（农家乐）、家家店

（电子商务）、家家做（来料加工）及“缙云烧饼”产业。去年，农

家乐营业收入突破 2亿元，发放来料加工费 2.8亿元，农村电子商务

实现收入 8亿元。这样的富民增收举措，发挥了本地优势，推动了产

业结构调整，成效更好，也更加持久（来源：《人民日报》2015-10-16）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5-10/16/nw.D110000renmrb_20151016_2-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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缙云烧饼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思考 

    一、制约缙云烧饼产业发展的因素 

    （一）品质有待标准化 

    由于缙云烧饼产业投资小，进入门槛低，档次差异大，模仿容易，

因此市场上产品众多，品质差异明显，竞争压力大。加上缙云烧饼经

营主要以家庭为单位，各个经营单位联系松散，各个店经营的品种不

一，口味也有很大差别，不利于打造缙云烧饼产业的良好口碑和形象。 

    （二）品牌意识有待提升 

    首先，品牌资产不归某一企业所有，品牌资产的建立又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使得一部分企业和个人产生搭便车的想法，不愿在区域品

牌营销推广上做过多投入。其次，作为区域公共品牌，日常维护费用

的筹集、使用与监督，品牌战略的制订，企业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罚

等等都存在相当难度，区域品牌管理难度与协商成本也大为增加。 

    （三）文化内涵有待挖掘 

    但目前，缙云烧饼产业融入文化元素还不够，创新文化理念还不

强，还没有很好地把缙云烧饼的文化底蕴提炼出来，只是将其起源与

黄帝文化作了一个简单联系，远没有形成全面而系统的缙云烧饼特色

小吃文化。 

    二、加快缙云烧饼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 

    （一）提升品质管理 

    1.实行标准化生产。标准化生产是质量管理的重要前提。制订缙

云烧饼等小吃的制作规程，形成标准化生产，建立健全各种烹饪技术

标准和管理标准，结合当地的饮食习惯进行改进及完善。 

    2.统一配套材料供应。配套材料跟进是实现缙云烧饼质量及风味

标准化的重要方面。对于制作小吃所需用的特殊辅料配料，以及容易

造成各个小吃店生产的小吃口感不同的原料，在建立原材料生产基地

的基础上，成立一个缙云烧饼配套材料供应中心，专门提供所需的原

料、辅料及配料。 

3.严格质量标准监管。流程化作业可以保证大部分小吃质量，在

食品质量监管方面一定要做到高标准、严监管。充分发挥缙云烧饼协

会的作用，制订出全方位的质量标准，督促各店实施，并加强对从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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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统一管理，真正发挥监督与引导的作用。充分利用民间力量维护

小吃品牌，依托当地烹饪协会和缙云商会逐步组建在外行业管理组

织，建立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同时，不断创造条件推动小吃品

牌保护进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 

（二）提升整体形象     （来源：缙云县政府网调研文集） 

对“缙云烧饼师傅”现象的思考 

    为什么“缙云烧饼师傅”能迅速“走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

“五个体现”去理解。 

    一、体现了“精准理念” 

  组织工作要做到“精准发力”，始终要立足主业，服务大局。缙

云县把发展缙云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十大举措”之一，

这个就是大局。要做大做强缙云烧饼产业促增收，人才是关键。 

  二、体现了“品牌引领” 

    以前缙云烧饼行业一直是零散经营，由烧饼师傅带着一个桶和一

张桌走南闯北，未能形成一种规模化产业，也没有打造出一个叫得响

的区域性品牌。鉴于缙云烧饼行业的现状及其蕴藏的深厚潜力和商

机，缙云县委、县政府审时度势，高起点定位缙云烧饼品牌，全面统

筹谋划，积极组织实施，以追赶沙县小吃为目标，着力把缙云烧饼打

造成“东方披萨”。 

    三、体现了“问题导向” 

丽水地广山多人少，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各县（市、区）普遍存

在着农村实用人才短缺、群众增收难两大难题。“缙云烧饼师傅”的

培育，正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破题之举。 

                        （来源：《丽水日报》2015-01-16） 

“缙云烧饼现象”的启示 

    启示之一，酝酿产业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

工作路线，产业的酝酿和选择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选的好

百姓得益，选不好百姓遭损，因此我们在酝酿和选择产业时一定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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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把群众当主人，切实了解老百姓的想法，认真听听老百姓的意见，

把老百姓的支持作为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启示之二，谋划产业要依托本地比较优势。区域比较优势只是一

种潜在的优势，要使这种潜在的优势真正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关

键是培育、创造并维持区域的竞争优势。 

    启示之三，运作产业要充分运用系统思维。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

都不可能是孤立的现象，都必须依靠其他要素的支撑，形成系统合力，

才能事半功倍。 

    启示之四，壮大产业要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品牌在产业发展中具

有强大的引领作用，没有品牌，再好的产业也如同缺少动力的火车，

走不动、行不远。 

    启示之五，放飞产业要发挥文化支撑作用。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

壮大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一个没有文化支撑的产业，尤其是饮食产

业，是无法做大做强的，就算一时兴起，也如同昙花一现，得不到长

远发展。（来源：《缙云新闻网》2015-05-28） 

缙云烧饼：从民生走向学术 

——一位国际级学者用 6 万字诠释一道乡土小吃 

    3个月的调研，130页、6万字的研究报告，它们的主题是一只

烧饼。 

    从缙云走向世界的学者赵月枝，在得知家乡小吃轰轰烈烈发展之

时，带着她的研究团队，试图解读它的现状、发展和未来。 

    “作为一个缙云人，烧饼是无法忘却的记忆，同时，烧饼也是属

于家乡的、倍感亲切的名片。儿时记忆里，烧饼是集市上、戏台边的

垂涎；外出求学后，烧饼更是属于家乡的温暖亲切……” 

    “这不是我的乡愁泛滥。”初次见面，赵月枝半开玩笑地说。的

确，3个月的调研、130页的论述，她要表达的，不只是自己对乡土

小吃的热爱。（来源：《浙江日报》2015-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