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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识字，多亏长孙帮忙设置
支付二维码。如今是诚信社会，我
放心。”金海蓝擦拭着案板说道。这
个小摊没有监控与收银员，只有标
明“10 个/袋”“20 个/袋”的烧饼
卷和两张支付二维码，付款全凭顾
客自觉。

这 种 信 任 收 获 了 无 数 暖 心 回
应。曾有顾客误将40 个烧饼卷付成
20 元，发现后专程折返补款；也有
熟客会多付钱贴补老人。随着短视
频平台的传播，专程前来的人络绎

不绝。采访当日，两位从泰安高新
区 骑 行 20 多 公 里 而 来 的 顾 客 坦
言：“刷到视频后心心念念，这柴火
烤制的焦香确实胜过电烤。”

面对激增的需求，金海蓝始终
保持着原始工艺，一小时最多产出
40 个，日产量严格控制在 200 个
以 内 。“ 不 想 为 赶 工 降 低 品
质 。” 她 说 。 不 管 寒 冬 酷 暑 还
是刮风下雨，摊位从不缺席。她的
次孙每日发布的营业视频，已成为
与顾客默契的“暗号”。

无人看管的烧饼卷摊
本报记者 刘小东 文 隋翔 图

夏日凌晨5时，泰山区省庄
镇芝田村仍笼罩在闷热中。金
海蓝老人的操作间早已炉火通
明，木柴噼啪作响，烤炉里的
10个烧饼卷正散发出浓郁的麦
香与芝麻香。案板前，这位70
岁的老人头戴布帽，身着简朴
衣衫，双手沾满面粉揉捏着面
团。在缭绕的烟雾中，她随手
拭去悄然滑落的汗水。从芝田
村牌坊往里走，路边那个无人
看守、仅摆放着支付二维码
的“杨家烧饼卷”小摊，正见
证着一段关于坚守与诚信的温
暖故事。

老有所为：从工地到灶台的创业之路

金海蓝 60 多岁时仍在建筑工地
上奔波，当年龄成为难以逾越的门
槛，她回到家中跟随亲家学习制作
已有 200 年历史的烧饼卷。“这看
似寻常的烧饼卷，我用了整整两年
才掌握精髓。”金海蓝边说边调整特
制烤炉的火候。炉内的锯末暗火与
柴火明火交织，必须精准掌控，“火
大则焦煳，火小欠酥脆。”

为确保烧饼卷的独特口感，金
海蓝每日凌晨便起身生火，仅点火
就需要两个小时。案板上，老面与

面粉经过严格配比发酵，每块面团
都需过秤称重，撒上用传统工艺炒
制的芝麻。这种对细节的苛求，使
得 成 品 兼 具 酥 脆 与 柔 韧 的 双 重
特质。

炉火映照下，金海蓝讲述着往
事，手上的活计却片刻不停。某个
清晨，烤饼的焦香甚至唤醒了隔壁
90 岁 高 龄 的 老 邻 居 ， 一 句 “ 想
吃”让儿媳踏着晨露前来购买。这
份跨越年龄的认可，成为金海蓝坚
持的动力。

诚信为本：无人小摊的温度

“ 我 今 年 70 岁 了 ， 还 能 接 着
干。”金海蓝将刚出炉的烧饼卷装
袋时说道。炉膛里的火光在她布满
皱纹的脸上跳动，映照出眼中那份
执着。当被问及未来，老人指向正
在 揉 面 的 女 儿 ：“ 等 我 做 不 动
了，她会接替我。”

这不仅是手艺的传承，更是一种
生活哲学的延续。金海蓝常挂在嘴边
的那句“哭是一天，笑是一天，何不
乐观面对”，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第三代。长孙协助运营短视频账
号，次孙负责物料运输，全家都围绕
着这方小小灶台运转。

暮色中，最后一批烧饼卷被装
入袋中。金海蓝仔细擦拭着使用了
10 年的烤炉，如同对待老友。炉壁
上的斑驳痕迹记录着无数个凌晨的
坚守，而明天，当第一缕晨光尚未
出 现 时 ， 这 里 的 炉 火 将 再 度 燃
起，继续温暖着每一个为传统滋味
驻足的人。

生生不息：炉火中的承诺

“有机核桃、泰山女儿茶、散
养 土 鸡 蛋 都 是 地 道 的 ‘ 泰 山 好
品’，我们的煎饼现在下单明天就
能发货。”在泰山区徐家楼街道大
官庄村，“宝妈”杨阳正在辅助直
播卖货。镜头前，她和搭档时红展
示 着 泰 山 煎 饼 、 女 儿 茶 、 黄 精
茶、咸鸭蛋等优质农特产。

这支直播团队，正是大官庄村
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构建村级
生 育 支 持 服 务 体 系 ， 帮 助 “ 宝
妈”群体实现“家门口”就业的创
新实践。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她
们系统学习了产品知识、直播技巧
和线上营销策略。“刚开始直播时
特别紧张，现在越来越得心应手
了。”杨阳笑着说，“既能照顾家
庭，又能为村里好物代言，感觉特
别充实有意义。”

直播间外，另一场就业帮扶行
动也在同步展开。“老师，这样做
出来的‘平扣’对吗？”“教教我这
一步怎么做吧。”在徐家楼街道微
就 业 创 训 中 心 ， 询 问 声 此 起 彼
伏，泰山心印手工坊代理人张桂贞
正 耐 心 指 导 学 员 手 工 编 织 技
巧。“手工编织品有基础编织技
法，打好‘地基’，后续手工活才
能做得又快又好。”张桂贞说。

以手链等饰品的编织、加工为
主，泰山心印手工坊承接义乌订
单，带动时间灵活的“宝妈”做起
了 手 工 活 。 订 单 数 量 、 时 限 要
求、产品技术、原材料都不用她们
操心，有专业老师现场教学，她们
掌握制作技术后便可以灵活地选择
时间和地点进行加工制作，最后计
件算薪。当前，大官庄村有 20 余
位 “ 宝 妈 ” 参 与 其 中 。 钩 织 娃
娃、手机包、小挂件、小扇子，精
美的手工制品摆满了学习室的桌
子，这些手工制品还会纳入直播售
卖之中。编织巧手时红要将这项本
领 教 给 更 多 村 里 的 姊 妹 ， 她 表
示，要带着大家利用空闲时间多挣
点钱。

从直播间到手工坊，从电商平
台到农产品加工车间，大官庄村探
索出了一条兼顾家庭照料与就业增
收的新路子。通过整合资源，大官
庄村还开发了货品分拣员、煎饼包
装员、电商客服等适合妇女群体的
岗位，打造出多元就业平台。

“除了提供就业岗位，让‘宝
妈’群体守着家、看着娃，也能赚
钱花，我们村还通过年底分红、物
业费减免等措施，着力减轻家庭生
育负担。”大官庄村党支部书记黄
平新说。他表示，大官庄村将拓展
更多就业岗位，推出更多帮扶政
策，全力推进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
建设。

“宝妈”巧手织富路
多元就业新平台
本报记者 杨玉洁

杨阳（左）和时红在直播间推
介产品。 记者 杨玉洁 摄

金海蓝用特制的烤炉做烧饼卷。

顾客在无人值守的烧饼卷
摊前自助扫码购买。

金海蓝将烧饼卷放入烤炉内烤制。

金海蓝熟练地把面团均匀分成小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