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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超越竞技的一场超越竞技的““村超村超””盛事盛事
——记上饶渣渣灰江西米粉队的榕江之行

4 月 13 日，在贵州省黔东南苗

族 侗 族 自 治 州 榕 江 县“ 村 超 ”足 球

场，一场“村超”友谊赛正在上演，对

决双方是上饶渣渣灰江西米粉队和

贵州大学国际学生足球队。经过激

烈角逐，最终，上饶渣渣灰江西米粉

队以 4∶2 赢得胜利。

比赛定在当日 18∶30 开始。“村

超”赛场座无虚席。开赛前 1 小时，

赛场外就成了观众追逐的热点。为

展示多元文化，贵州大学来自 37 个

国家和地区的 118 名留学生组成方

阵 ，在“ 村 超 ”赛 场 周 围 进 行 巡 游 。

留学生带来多国美食和各自的传统

歌舞表演，为现场观众带来视觉和

味觉的双重享受，“村超”国际范儿

引来阵阵掌声。

接着巡游的是上饶渣渣灰江西

米粉队近 400 人组成的方阵。只见

4 名武生腾空翻跳，矫健开道；手持

杜鹃花的少女、50 余名身穿“错采金

镂、雕缋满眼”戏曲服饰的弋阳腔、

赣剧演员紧随其后，演员们或扎靠

戴盔，峭拔有力；或腰肢袅娜，莲步

轻移。更惊艳的是身穿青花瓷图案

旗袍的模特方阵，她们手捧青花瓷，

吸引了赛场外所有人的目光，喝彩

声、欢呼声不绝于耳。

这个晚上的“村超”，贵州大学

国际学生足球队和上饶渣渣灰江西

米粉队，吸引了世界目光，而赛场内

外、赛前赛后、线上线下的故事同样

精彩。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中央媒

体跟踪报道，中国奥委会官方推特

账号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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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优秀传统文化上“村超”

“村超”赛场上的上饶球队

甜甜榕江欢迎江西老表

赛场内 ，解说员的声音充满了感染力 ：

“每个周末，我们都有足球友谊赛，邀请全国

的朋友一起，带着足球上‘村超’，带着美食上

‘村超’，带着非遗上‘村超’！”“虽然江西上饶

和贵州榕江相隔千里，但是我们对美食有同

样的追求和热爱，对足球有同样的追求和热

爱。甜甜榕江欢迎江西老表！”

赛场外，榕江人对这支来自上饶的足球

队，既熟悉又期望，既感激又钦佩。“江西是真

宠榕江啊！”去年“村超”火遍国内外，中旭未

来集团把自己的球队冠名为“南昌拌粉队”，

从上饶出发，来到榕江，和榕江的卷粉队进行

了一场“粉粉对决”。今年，中旭未来集团把

足球队冠名为“上饶渣渣灰江西米粉队”，出

发前，在上饶高铁站地标建筑和广州汇金中

心投放奔赴贵州“村超”的广告。难怪贵州的

朋友说，江西对“村超”真诚、友好，“江西老表

真给力”“江西老表真牛，为‘村超’添彩！”“贵

州和江西真的有一种亲切感”……甚至在网

上引发了一场 600 多年前江西人口大迁徙的

讨论。

“贵州很多人的祖籍都在江西，可以说你

们是老家来的客人，是老家来的球队。”类似

的话语，让队员们倍感温暖。

去年“村超”，中旭未来集团董事会主席

兼首席执行官、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南昌拌粉队队长吴旭波说，他们接到贵

州“村超”发的英雄帖，立即申请出战。“美食

惊艳味蕾，足球释放激情，绿茵场上从不缺

乏 跌 宕 起 伏 的 传 奇 故 事 ，我 们 要 在 不 断 奔

跑、跌倒、跳跃和碰撞中，留下属于我们的精

彩瞬间。”

今年“村超”，江西米粉队队长李辉军说：

“这次‘村超’主办方给他们匹配的是贵州大

学国际学生足球队，我们很激动，投入了满腔

热 情 。 作 为 一 名 球 员 ，实 现 了 我 的‘ 村 超

梦’。感谢榕江人民，感谢‘村超’！”

江西老表“村超”放大招

“上来就是王炸，江西老表上‘村超’，每

次都放大招！”去年“村超”，南昌米粉队带来

了《十送红军》和《斑鸠调》，引起轰动；今年，

这场“村超”友谊赛，中场休息时的节目表演，

更让观众赞叹不已。

音乐响起，全场屏息。只见 30 名景德镇

陶瓷形象大使款款走来，她们身着青花瓷图

案旗袍，头戴青花造型饰物，手撑油纸伞，从

赛场一边走向另一边。紧接着，50 余名弋阳

腔、赣剧演员登场表演，鄱阳县赣剧团新排的

赣剧《詹天佑》、弋阳腔革命现代戏《方志敏》，

高腔入云，响彻天空。

“‘飞流直下三千尺’是庐山俊秀，‘落霞

与孤鹜齐飞’是滕王阁的远眺，而千年书院、

锦绣文章，是文人骚客的低吟浅唱。今日之

江西正迈着时代步伐昂首前行，江西风景这

边独好，江西文化大放异彩，江西人民朴实好

客，欢迎全国朋友们来到江西做客！”解说员

饱含深情的解说，打动了万名观众的心。

这场视觉盛宴在网上疯传，网友纷纷点

赞：“美得泪目怎么回事？”“贵州欢迎上饶渣

渣灰代表江西带来丰富多彩的江西红色元素

和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元素，被他们穿得这

么美。”“行走的青花瓷，东方最美丽的颜色，

国风就是美。”“江西文艺演出太精彩了，看了

还想看。”“旗袍和青花瓷完美结合，实在是太

美了，好想拥有一件这样的旗袍！”“赣剧腔调

一出热泪盈眶了……从小听母亲唱戏长大的

孩子。”“我们弋阳腔是中国四大高腔之一，听

到这个好亲切！这个调调，我从小听到大。”

“平常村里唱赣剧，我看都不看一眼，今天听到

乡音走进‘村超’，湿目看完了。”“江西大美，非

遗最佳阵容！贵州‘村超’让我大开眼界，想不

到中国还有这么多非遗！”一名在塞拉利昂的

网友留言：“眼都不眨地看，没看够啊！”

…………

在“村超”献艺的弋阳腔剧团演员洪秧民

说：“华流才是顶流，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很高

兴来到‘村超’现场演出，很震撼。”

上饶球队组织方表示，他们接到“村超”

邀请前几个月，就开始做功课，期盼把江西接

地气的优秀传统文化带到千里之外的“村超”

赛场上，让更多人在“村超”这个平台上了解

江西、爱上江西。

亮相“村超”上大分

“因为热爱，可迎万难。”上饶球队一名队

员，出征“村超”前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热爱

的是足球，是“村超”，是借“村超”赛场推介江

西。万难，是奔赴“村超”路上的千辛万苦和

艰难险阻。

4 月 12 日 23 时许，“村超”赛场上退去了

人群，另一批人员悄悄来到赛场，他们是弋阳

腔和赣剧演员，以及啦啦队方阵的成员。

排练结束，已经到了 13 日凌晨，组织者给

大伙打气：“大家今晚好好表现，让全国人民

认识江西，让全世界了解江西，让今晚的‘村

超’成为江西之夜！”

大伙的努力没有白费，赛场内外，线上线

下好评如潮。“江西老表上大分了，这回瓷器

旗袍胜！”“这排面一下子就被‘赣’上来了。”

很多球迷、观众都说，这一夜，刷新了对上饶

的认知，让江西老表登上了“村超”热搜，“这

波宣传做得好，必须给江西上大分。”“这才是

我大江西该有的精气神！”“此刻，作为江西人

的我倍感骄傲。”“看到把江西文化带到‘村

超’，看到评论区那么多为江西点赞的网友，

让我老泪纵横，感谢贵州‘村超’！”

这场“村超”友谊赛赢得了众多网友对江

西的赞美。许多网友分享江西的特产、美景

以及文化。有的说，在他们县，村村都有戏

台；有的说，很想在“村超”赛场上再听听江西

的红歌；有的忙着普及赣剧和弋阳腔知识；一

名网友说：“《赤伶》的故事就发生在江西安

远，足见江西人的风骨。”有的说，如果江西还

要三战“村超”，应该带去傩舞、赣南采茶戏、

汤显祖的临川四梦、板龙灯等，应该带去弋阳

年糕、丰城冻米糖、上饶山鸡腿……

网友纷纷@江西：“相约一起去江西看风

景”“厉害，什么时候去江西玩一下。”江西网

友纷纷接话：“欢迎全国的朋友来江西打卡。”

“江西欢迎天下客，江西人热情好客，吃不完

的美食，赏不尽的美景，值得一来。”……

“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来‘村超’就会有奇

迹。”上饶渣渣灰江西米粉队的榕江之行，精

彩继续，创造奇迹！

绿茵场上激烈角逐

“江西小炒”火了

4 月 14 日，抖音平台显示，“江西小炒”话

题的视频播放量达 3.7 亿次。点开话题一看，

满屏的辣椒映入眼帘，藜蒿炒腊肉、辣椒炒肉、

临川牛杂等地道赣菜，看得人垂涎三尺。

“江西小炒”作为赣菜代表火热“出圈”，看

似毫无征兆，实则并非偶然。美团平台交易数

据显示，2023 年，在浙江经营的赣菜商户增长

15%，交易额增长 19%；关键词“赣菜”在平台的

搜索量增长 105%，与赣菜相关的用户评论量

增长 240%。2018 年至 2022 年，在浙江经营赣

菜商户的交易额五年平均增速达 21%，增速超

过闽菜、鲁菜等菜系。

“江西小炒”在江浙沪地区遍地开花，交易

额连年攀升，侧面反映了江西人在外奋力拼搏

的创业故事。

2001 年，老家在分宜县高岚乡的钟云发

来到上海谋生，在妻子的鼓励下，开办了一家

小餐馆，这一开就是 23 年。“那时候家庭条件

不好，最初租店铺的钱，都是向亲戚借的。小

店开业后，生意还不错，经常忙到凌晨，顾客

们 对‘ 江 西 小 炒 ’的 口 味 也 很 认 可 。”钟 云

发说。

钟云发负责炒菜，他妻子则在店里招待顾

客，属于典型的“江西小炒”夫妻店。店内的冰

柜里，储存着各类新鲜食材，以及各种从江西

运来的土特产。食客看菜点菜，厨师现点现

炒，热辣滚烫的烟火气，成为城市中的一道亮

丽风景线。

有江西人的地方就有“江西小炒”，老乡之

间的“传帮带”，进一步推动赣菜产业迅猛发

展。钟云发的小炒生意逐渐做大后，面对想跟

他学习厨艺的老乡，他都毫无保留地将烹饪技

艺传授给他们，累计带动 20 多名老乡从事餐

饮行业。

据了解，分宜人和乐平人是在省外开办

“江西小炒”餐馆的主力军。分宜县在省外的

餐饮从业者超 3 万人，餐饮店铺 1 万余家。乐

平市在省外的餐饮从业者 1 万余人，餐饮店

铺超 5000 家。有着乡土情怀的消费群体，让

“江西小炒”拥有旺盛的生命力；鲜辣香醇、价

格实惠的“江西小炒”，则牢牢抓住了消费者

的胃。

“江西小炒”何以香飘四方

“江西小炒”，菜如其名，炒的是江西家常

菜、特色菜。数据显示，美团平台在浙江范围内

收录赣菜餐饮商家超 4000 家，店名含有“江西

小炒”四个字的店铺有近 600 家。相差无几的

店名，一目了然的菜单，“江西小炒”到底凭借何

种特色和优势，征服了食客们的味蕾？

在消博会现场烹制菜肴的吴贤明，从烹饪

技艺的角度作出分析。他表示，“江西小炒”的

烹饪手法是旺火快速爆炒，展现了赣菜烹饪技

艺的精华。“江西小炒”首先要选取新鲜食材，

在烹制过程中迅速爆炒入味，得以让菜肴的味

型变化层次丰富，加之口味咸鲜厚重，成了下

饭“神器”。此外，“江西小炒”还带着乡愁，是

在外勤奋拼搏的江西人记忆中的味道，特别是

江西厨师可以根据食客的需求，把控辣味的程

度，也增加了“江西小炒”的覆盖面。

“如果你能吃辣，就来挑战一下”“这辣循

序渐进，让人欲罢不能”“又辣又香，这菜口味绝

了”“三菜一汤就一百多元，好吃不贵”……通过

对美团平台赣菜活跃商铺的用户评价进行分

析，消费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口味、价格、食

材等方面。“江西小炒”味道鲜辣香醇、食材新

鲜、现点现炒等特点，成为征服食客的关键。

在江浙沪等地，“江西小炒”和遍布全国的

兰州拉面、沙县小吃一样，成为诸多工薪阶层

用餐时的消费首选。

江西省餐饮烹饪饭店行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涂立波表示，江浙沪地区的消费者，在饮食

上偏甜口。少不了辣味的“江西小炒”能发展

壮大，充分说明赣菜的适应能力很强。许多

“江西小炒”餐馆根据市场需求，推出了盖浇

饭、煲仔饭等快餐，满足了各类消费群体的饮

食需求。可以说，“江西小炒”在结合当地口味

的同时，也保留了自身特色，让很多人记住了

赣菜的鲜辣香醇。

“江西小炒”如何推动赣菜“出圈”

“江西小炒”热度持续升温，如何将网络流

量转化为发展变量，带动赣菜故事知晓于天下？

目光回到此次在海口举办的消博会，将

“江西小炒”展区精心呈现在各大采购商和专

业观众眼前，正是让赣菜“走出去”的一项举

措。作为该展区的筹备者，中国赣菜品牌推广

中心负责人熊欢欢告诉记者，消博会是中国培

育和打造的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在这

个窗口展示精湛的赣菜烹饪技艺，能够充分利

用会展经济汇聚的人气，更好地推介赣菜文

化，促进相关合作落地见效。

江西省赣菜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汪建军

认为，“江西小炒”是打造赣菜品牌过程中的一

枝独秀。“江西小炒”出菜快，带有烟火气，特别

是对火候的把控和翻炒技术，在余干辣椒炒

肉、藜蒿炒腊肉等赣菜“十大名菜”中，都有所

体现。“江西小炒”的火爆，为赣菜品牌价值的

整体输出贡献了力量。

如何借助“出了圈”的“江西小炒”，将网民

关注度引流到赣菜品牌，从而为赣菜香天下冲

出一条路子？

汪建军建议，“江西小炒”的从业者们需要

保持热情、坚守品质，要利用好江西的生态食

材，在菜系菜品呈现过程中秉持守正创新的理

念，把乡情、亲情融入消费体验场景，强化赣菜

产业已经形成的供应、研发、服务体系，借助数

字时代的东风把品牌策略、营销推广做好做新。

享有“赣菜先锋领军人物”美誉的吴贤明则

表示，扩大赣菜的知名度，首先要有文化自信。

作为江西菜肴的烹饪者，厨师本身就有推介赣

菜文化、风味、技艺的使命，一个好的厨师应当

具备较为全面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敢于在厨艺

技能大赛中亮出绝技，将赣菜品牌打响，把赣菜

故事讲好，让赣菜文化走得更远。他同时建议，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统筹规划引导下，组织编制

“江西小炒”相关标准，对在其他省份的赣菜餐

馆进行专业指导，帮助在外的赣菜门店因地制

宜打造驰名“江西小炒”，并配置相关其他赣菜，

以推动赣菜融汇一体，香飘天下。

中国赣菜品牌推广中心是我省首个集赣

菜文化宣传、产品展示、数据分析和品牌推广

于一体的综合平台，其负责人熊欢欢表示，将

通过“江西小炒”的热度，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持

续输出赣菜故事和赣菜文化，加大赣菜品牌宣

传力度，做大做优赣菜推广主阵地。通过“政

府+企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为行业

协会和赣菜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加大赣菜创

新发展力度，推出系列赣菜相关活动，不断提

升赣菜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烹一道烹一道““鲜辣香醇鲜辣香醇””
————““江西小炒江西小炒””助推赣菜助推赣菜““出圈出圈””观察观察

本报全媒体记者 黎 军 董文涛 朱兆恺

4月 13日，第四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

会）在海南省海口市拉开帷幕，

“江西小炒”在江西综合馆闪亮登

场。国家级烹饪技能大师工作室

领办人吴贤明在展区现场秀出赣

菜烹饪技艺，娴熟地翻炒着余干

辣椒和五花肉片。阵阵升腾的香

气弥漫开来，吸引参展观众排着

长队，就为品尝一口带着“锅气”

的正宗赣菜。

就在消博会开幕的前两天，

一场“江西小炒”推介暨服务保障

工作座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召

开，浙赣两省商务部门相关负责

人、江浙沪等地江西商会代表、餐

饮协会负责人和 17 名“江西小

炒”门店代表齐聚一堂，深入探讨

如何扩大赣菜产业的竞争力和影

响力，为“江西小炒”的持续发展

出谋划策。

从去年年底开始，“江西小

炒”备受网友关注，热度持续至

今。在江浙沪地区，“江西小炒”

的身影随处可见，成为江西的一

张新名片。“江西小炒”为何走

红？食客们为何青睐“江西小

炒”？“江西小炒”能否把握流量密

码，促进赣菜走向全国？近日，记

者多方采访，探究“江西小炒”成

为赣菜“出圈”急先锋的个中缘由

和未来之路。

▲4月 13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

博览会江西综合馆，国家级烹饪技能大师工

作室领办人吴贤明在现场烹制“江西小炒”。

本报全媒体记者 朱兆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