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镇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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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态百江的旷野上，在忙碌的田间地头，在村民的农产

品收获现场，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熟悉的身影，头戴草帽，身披

围裙的80后，热心地为当地农民传授种植技术，推销农产品，

因为性格开朗，做事认真，村民们都乐于称呼她为“小玩童”。

她就是桐庐小玩童生态农场的场主——乔丽。

“百江侬好”之小玩童创业故事

“平常到餐馆吃饭，吃剩了会不会打包？”

不少市民表示，“当然会啦，好好的东西，干嘛

要扔掉？”曾几何时，饭菜打包一度被看成是

小气抠门的表现，而如今不知不觉中人们看待

这一事情的角度逐渐发现了变化。光盘、打包

的餐桌文明行为越来越多，还存在的一些餐桌

浪费现象主要是在一些宴席、聚会餐中。

“老板，打包”成常用语

前几天市民小舟生日，请几位比较要好

的朋友一起吃饭庆祝。五六个人，点了 9 个

菜。大家边吃边聊，最后上的一道油炸小馒

头吃不下了，还剩了一些鸡肉也没吃完。“小

馒头可以打包回家，第二天当早饭，鸡肉热一

热，中餐、晚餐都可以吃。”小舟招呼来服务

员，把剩下的菜都打包带回了家。

与小舟相同，姜小姐在外用餐，如果看见

有剩可以打包的食物，她也喜欢打包回家。

“中午我和同事在外面吃的披萨和意面。吃

饱后披萨还剩了两块，我就带回来当点心

了。”姜小姐笑笑说她这个习惯，是来源于从

小起她妈妈的做法。“她外出吃饭有剩下的，

总会打包回家，不浪费粮食。我之前参加不

少饭局，见到每次吃不完的肉类，大家都会打

包回家，不仅打包肉菜，连面条、炒饭等都会

装在食用塑料袋里带走。”

据悉，在桐庐，食客光盘、打包行动非常

普遍。而且，一些饭店的服务员都会善意地

提醒顾客合理点菜。“四个人吃，这些菜差不

多了。如果吃完不够，反正可以再加。”之前，

刘女士一家四口在迎春南路一家餐厅吃饭，

在服务员提醒下点了适量的菜品。

婚宴是“光盘”盲区

相比于日常生活，在一些婚宴类的宴席

上和一些大型聚会上，浪费现象还存在。

“上周，我就参加了一场婚宴。大部分的

菜品都只吃了一点点，像是鸡汤煲，就只有我

动了几筷子，就没人碰过了。”市民沈小姐说，

等到最后的水果盘上桌，人基本都走光了。

但是，席上谁也没提出来打包。

“菜是提前订好的，就算宾客走了，我们

也得上。”上菜的服务员说。当婚宴完全结

束，新郎结账时，并没有将这些没人动过的炒

饭、点心打包带走的意思。因为婚宴有着特

殊的寓意，婚宴的菜一定要品种多，量足，不

能不够吃，这也造成婚宴浪费形象比较严重。

一些参加宴席的宾客则表示，参加别人

的宴席，主人家花钱，自己却打包剩菜，显得

很没有面子。而且餐桌上的人很多不认识，

也不想在陌生人面前“掉价”，有这种想法的

宾客，大多是新人的朋友或同事。

拒绝浪费，“光盘行动”

如今市民外出就餐的次数可比从前多了

很多。据统计，中国人每次外出就餐平均浪

费 20%，价值高达上千亿元，相当于全国小

学生1年的午餐费用。由此可见我们的浪费

现象多么严重。

因此，提高节约粮食的意识非常重要，饭

店可在店里打上一些节约、“光盘”的标语。

市民有了节约的意识，再上升到行动，我们的

浪费现象就会减少。节约无小事，人人皆可

为。你的挥霍，也许正伴随着别人的饥饿。

所以让我们“光盘行动”起来。 陈琪

小餐桌大文明

在外就餐吃不完？打包！

方向东

2004 年从未干过农活的她怀揣创业梦

想，创办了属于自己的农场。对农业一无所

知的她，开始学习农业技术，看书，上网查资

料，拜访当地老农，向农业专家取经。几经努

力，农场小有名气，培育的果树苗木销往周边

几个省市，受到客户的一致的好评，成为江浙

沪地区500多个果园的技术指导。

2008 年又包下了当地 200 余亩荒地，陆

续种植了杨梅、樱桃、板栗、红心猕猴桃、无花

果、果桑、覆盆子等，开辟了特色水果基地。

几年耕耘，曾遭遇难得一遇的雪灾，倒春寒，

樱桃果蝇危机，没有气馁，抱着坚持到底的决

心，默念“信心胜过黄金”的座右铭，经过五年

的不断探索，克服重重困难，2016 年各类水

果喜获丰收。现实版的开心农场展现在大家

面前：杨梅、樱桃、猕猴桃、无花果，果桑树上

硕果累累。

采摘的客人趋之若鹜，远道而来的吃货

们更是赞不绝口，销售情况异常火爆。此时

却发现周边许多农民的农产品尽管品质很

好，却很难找到理想的销售渠道，出现了滞销

或被收购商低价收购的情况，农民的利益得

不到保障。年轻的她看到这一现象感到困惑

和心塞，找到当地政府，希望能够携手农户，

帮助销售产品。

正在此时，当地政府携手侬好科技创立

的“百江侬好”微电商平台给小玩童一试身手

的好机会，通过侬好团队的宣传推广，2016

年7月本地特色农产品“迷你小香薯”销售业

绩斐然，销售量达到 20000 多公斤，销售价

格每公斤15元以上，且都是通过快递发往全

国各地。农场周边田间道路上更是停满了各

式各样的车辆，微商代理们都到田间地头拿

货，当地小香薯种植农户喜笑颜开。夏季一

场销售大战之后小玩童农场相比去年同期的

业绩，从80万元一跃达到200余万元。不仅

自己农场的产品销售一空，周边农民的农产

品销售难问题迎刃而解且实现了农民利益的

最大化。

目前，她积极升级改造原本功能单一的

农场，力争打造一个具备休闲观光、教学探索

功能的综合性农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

跃，相信不久的明天我们能看到这位小玩童

放飞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