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年手工挂面搬进室内制作
在金寨，提到手工挂面制作，李先辉是一个绕不开的

人物。
1986年出生的李先辉是土生土长的金寨人。2014年，

在外摸爬滚打多年的李先辉回到家乡——金寨县青山镇，
开始创业。一开始，李先辉在镇上从事物流配送行业。在
工作中，李先辉发现，当地的手工挂面历史悠久、口感鲜
美、营养丰富、价格实惠，非常受消费者欢迎。但是，物美
价廉的金寨手工挂面存在两大“硬伤”。一是销售半径比
较小，主要在附近的县市销售。二是生产方式落后，还停
留在传统的家庭作坊式生产，产量很小。

“当时，农村电商已经有所起色，一些特色农产品纷纷
出圈。我就想，手工挂面是金寨县的特色优质美食，为什
么不能通过互联网电商平台，让它卖得更远呢？”李先辉说
干就干，2015年他创办了金寨先徽农副产品开发有限公
司，注册了“先徽手工挂面”品牌，寓意“敢为人先，独具徽
韵”，从此开始了新的创业征程。

一直以来，金寨手工挂面都是家庭作坊式生产，在室
外制作、晾晒，容易受到天气、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产量
很小，而且卫生也难以达标。进入手工挂面这个全新行业
后，摆在李先辉眼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实现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要想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想办法把挂面生
产搬进室内。”李先辉聘请当地最有名的挂面师傅们一起
研发，尝试各种解决方法，终于在2016年底，带领团队，自
主研发出了一套室内制作手工挂面的方法，解决了室内烘
干、恒温等问题，并于当年拿到了生产许可，实现了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的华丽转身，日均可生产一万五千斤干面。

大山里的手工挂面“日销千单”
虽然制作工艺在不断改进、优化，但李先辉始终坚持

采用当地制作手工挂面的传统工艺精髓。首先，面粉要自
然恒温发酵，整个过程不添加酵母粉，使得面粉中的蛋白
质和淀粉都受到很好的保护。其次，面粉要经过五次发
酵，让面、水、盐充分融合、吸收，这样不仅可以让面条最大
程度舒展，也确保了产品的口感和营养。

和面、揉面、切面、盘条、绕条、上筷、上架、拉面、晾面
……李先辉介绍，他们生产的手工挂面前后有18道生产工
序，历经20多个小时精制而成，确保产品的口感和营养价
值。此外，李先辉还建立了生产安全监控机制,实时监测产
品生产流程的每一环节，搭建了挂面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实
现“一品一码”。通过一系列措施，让手工挂面生产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17年，李先辉尝试拓展线上市场，在新电商平台拼
多多开设店铺后，原味手工挂面销售火爆，成为“网红爆
款”产品。销售旺季时，甚至能实现“日销千单”。

随着先徽手工挂面的销量和品牌影响力越来越大，
2020年，金寨手工挂面制作技艺被列入“六安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2021 年，先徽手工挂面成功申报“安徽老字

号”。李先辉本人也凭借手工挂面，从曾经的小镇青年，成
为了金寨当地的创业明星，先后荣获“全国乡村振兴青年
先锋”“安徽省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等荣誉称号。

金寨手工挂面出圈卖向全国
在李先辉的不懈努力和电商平台的加持下，近年来，

李先辉的公司进入了发展快车道。目前，公司年产值已经
突破了一亿元。致富不忘邻里，李先辉还积极践行企业家
的社会责任与担当,通过就业帮扶、电商培训、电商+基地
(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带动乡亲们发展电商致富，助力
了当地的乡村振兴。

李先辉说，电商平台让手工挂面卖得更远，品牌影响
力也更大了，这给了他继续做大做强的信心。今年，公司
的手工挂面还成功入选了拼多多平台“寻鲜中国-多多好
农货”。接下来，他会进一步将重心向线上倾斜。除了手
工挂面，他还准备将金寨当地的茶叶、金寨腊味等土特产，
打造成区域特色品牌，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

作为知名的农产品上行平台，拼多多于2022年发起
“寻鲜中国-多多好农货”项目，通过专区推介、地标宣传、
尝鲜直播等方式，以“农地云拼”实现“产消直连”，向平台
数亿消费者介绍各地的“好农货”，助力优质农产品上行，
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与效益。

18道工序，确保了先徽手工挂面的品质

款式多样的金寨手工挂面

“多多好农货”寻鲜安徽金寨
千年手工挂面，触网日销千单

在金寨，制作手工挂面是一门老手艺，可以追溯到

唐宋年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许多金寨人都会制作

手工挂面。近年来，借力新电商平台，金寨手工挂面在传

承古法技艺的同时，不断推陈出新，走出了大山，成为新

电商平台的“网红爆款”。 记者 祝亮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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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旌德县白地镇高甲村召开了2022年股东分

红会议，派发了分红资金178700元。据了解，该村已连

续6年为村民分红，累计分红达152万余元。

自2015年高甲村被县委列为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

改革试点村以来，高甲村党总支抓住机遇，将集体资产

折股量化到人，充分发挥林业资源优势，以全域旅游为

抓手，出租闲置场地、投资入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

方式，利用固有资源不断盘活存量、稳定增量，村集体

经济每年上涨。村民高小友笑着说道：“我家有6口人，

这次分到600元，我太开心了，高甲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壮

大，给我们老百姓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红利，现在是‘集体

有收益、村民有分红’，生活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

高甲村党总支书记张永伟表示，下一步高甲村将

继续发挥基层党建引领作用，在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的同时帮助村民实现致富增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钟亚琦 曹开发

星报讯（记者 叶佳超） 5月8日，记者获悉，为进

一步引导企业强化质量主体责任，增强质量品牌意识，

更加科学合理地运用质量工具和先进质量管理方法，

不断提升质量发展水平和质量效益，安徽省市场监管

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面向广大企事业单位

员工开展首届安徽省质量品牌知识竞赛活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知识竞赛活动自5月8日启动，

到7月23日结束，为期77天。命题范围主要包括质

量方针政策、品牌基础知识、质量管理体系、质量工具

与方法、设计过程质量管理、质量检验、质量改进、质

量经济性分析、质量信息管理等，共设置单选、多选、

判断等题目3000余道。

参赛人员微信搜索并关注“安徽市场监管”，点击

“服务”板块；在“政务互动”中点击进入“质量品牌知

识竞赛”；按照系统页面提示完整填写个人注册信息，

提交后进行线上学习及竞赛答题。据悉，此次质量品

牌知识竞赛是我省强化质量社会共治，以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促进质量变革的创新之举。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5月8日，记者获悉，根据

全国和省“八五”普法规划“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要求，省司法厅、省法宣办日前印发《关于在我省部分

地区开展全省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试点工作的通

知》，开展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试点工作。

本次试点时间一年，选取合肥市肥西县、亳州市、

滁州市琅琊区、马鞍山市雨山区安民街道、黄山市歙县

深渡镇和杞梓里镇作为全省试点区域，重点围绕国家

工作人员、青少年、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

员、社区居民、村民法治素养提升开展先试先行。试点

地区重点选取1～2个突出问题或者优势项目，结合选

择的重点普法对象，加强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

部法治教育，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分层分类对村民、

居民、企事业单位经营管理人员等实施法治宣传教

育。建立健全对守法行为的正向激励制度，探索取得

制度性成果，推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制度化、常态化。

安徽部署开展公民法治素养提升行动试点工作

首届安徽省质量品牌知识竞赛启动

星报讯（记者马冰璐）日前，结合第23个世界知识

产权日，长三角仲裁一体化发展联盟在南京、无锡双会场

举办“推进知识产权运用转化共话知识产权仲裁保护”知

识产权主题宣传活动，发布长三角知识产权仲裁保护概

况白皮书和十大典型案例。这是长三角仲裁联盟成立以

来首次对外发布的仲裁白皮书，旨在促进长三角在知识

产权领域的深度融合，提升知识产权仲裁保护的规范化

水平，打造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标杆区示范高地。

我省蚌埠仲裁委提供的“世界驰名商标的仲裁

保护”，池州仲裁委提供的“职务发明奖励条款理解

与违约的认定”2篇案例，入选本次白皮书十大典型

案例。近年来，我省着力加强知识产权仲裁保护工

作，积极完善知识产权仲裁保护体系，会同省市场监

管部门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仲裁工作的意见》，

大力加强知识产权仲裁工作机构建设，建立健全知

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工作机制，开展知识产权仲裁

主题服务日等活动，全面提升我省知识产权仲裁工

作的服务能力和保障水平。

我省两案例入选长三角知识产权仲裁保护典型

旌德高甲村
6年累计分红152万余元

星报讯（记者 江锐） 2023年全国自由式小轮车锦

标赛暨2023年全国青年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近日在湖

北省潜江市青少年体育学校自由式小轮车馆举行。比

赛中，我省运动员沙小龙在赛道上完成了各高难度的

花样动作，最终获得了成年男子精英组冠军。

沙小龙在比赛中两次完成后空翻2周动作，是国内

正式比赛中第一个完成该动作的运动员，也是省体操

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年度首枚定位赛金牌。

安徽选手沙小龙
全国自由式小轮车锦标赛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