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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沙县小吃“产-教-区”

融合共同体的构建与实践

成果总结报告

一、成果简介

1.研究背景

1999 年 3 月 4 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在沙县考察时

指出：“沙县小吃业的成功之处在于定位准确，填补了低消费的空白，

薄利多销，闯出一条路子，现在应当认真进行总结，加强研究和培训，

深入挖掘小吃业的拓展空间。”

2000 年 8 月 8 日，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再次到沙县考察时

强调，要找准今后经济发展的支撑点，特别是加强以沙县小吃为支柱

的第三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2.政府牵头，构建沙县小吃“产-教-区”融合共同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沙县人走南闯北，把沙县小吃打造成了富

民特色产业。”

富民要强志富智。沙县人民牢记嘱托，由沙县人民政府牵头，

于 1999 年 6 月成立沙县小吃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三明市农业学校、

沙县区小吃产业发展管理委员会、沙县区沙县小吃同业公会（下称

“学校”“小吃管委会”“小吃同业公会”）等单位，经过九年探索，

形成完善的“政府顶层设计、行业规范管理、学校研究产品和抓实培

训”的沙县小吃“产-教-区”融合共同体。

沙县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坚持把发展小吃产业当作富民强县的重

要工作来抓，坚持把沙县小吃培训纳入沙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

规划，加强对培训工作的指导。专门设立了政府办事机构——沙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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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管委会、组建小吃同业公会，主要负责沙县小吃产业发展的顶层设

计、组织协调、管理服务、技术培训、维权保障和信息网络等工作。

小吃管委会主要负责沙县小吃产业的规划、开发建设等管理工作，

围绕会员店、品牌加盟店、品牌合作门店及三明市在外经营沙县小吃

业主，做好政策扶持、门店标识、店内文宣、品牌维权等对接服务，

促进沙县小吃产业向“五化”（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

数智化）发展，切实推动沙县小吃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自 1998 年起,

逐步在沙县小吃发展相对集中的大中城市建立“联络员”制度，2005

年建立“一乡一城一组织”的行业自律管理机制,目前在全国 34个城

市建立了沙县小吃驻外联络处，负责收集前端市场变化和产业发展信

息，对信息进行整理、归纳，将分析结果反馈给学校，形成信息收集

—信息处理—信息提升—信息应用的良性循环，提高人才培养的精准

度，使教育链与产业链无缝衔接。

小吃同业公会负责注册管理“沙县小吃”商标，建立行规行约，

规范行业管理；与学校一起做好沙县小吃技艺的培训与传承、沙县小

吃文化宣传推广以及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发布《沙县小吃信息》，

传播行业政策，交流各地沙县小吃行业新闻、商铺转让、成功经验等

信息。

学校主要负责科学制定培训方案，抓实培训，加强产品研究制作，

培训内容迭代更新。以沙县小吃产业需求为引领，开展沙县小吃制作

技能、菜品升级和综合素质提升等培训以及融合沙县小吃经营需求的

中式烹调、中式面点初、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班；对接小吃业主转

型升级、轻松开店需求，开设单品或套餐菜品快速升级、沙县小吃传

统店+创新产品、沙县小吃创新店+四大金刚等项目；对接沙县小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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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五化”发展方向，开展连锁化经管管理和整店输出经营等培训，

使教育链与产业链紧密衔接，为沙县小吃产业培养、输送和储备“守

信念+懂文化+擅经营”的技术技能人才。

图 1 沙县小吃“产-教-区”融合共同体运行机制

3.定位准确，构建“全方位、多层次”课程体系

共同体坚持“抓谋划，建机制，搭平台，强服务”，瞄准沙县小

吃产业发展需求，以“人才储备、全程跟踪、个性培养、终身教育”

为培训定位，在前端市场信息收集反馈、培训平台搭建、培训内容及

标准制定、培训效果跟踪指导、沙县小吃文化传承等方面聚合发力，

构建集“信念教育、文化厚植、技能传承”为一体的课程体系，为沙

县小吃产业培养、输送和储备“守信念+懂文化+有技术”精准人才。

共同体用行动深入践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职业教育前途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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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可为”。

共同体历经 25 年建设与实践，持之以恒壮大沙县小吃富民特色

产业，取得显著成效：开展 660期海内外沙县小吃培训，输送 2.7万

余名技术技能人才，70%以上学员自主创业，带动全国门店超 8.8 万

家，连锁标准店达 5065 家，实现年营业额超 550 亿元；培训工作为

学校带来专项建设资金投入超 5270 万元，其中中央预算经费支持

3350 万元，获批全国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优质校、国家高技能人才培

训基地、全国食品科普教育基地等荣誉 10 项，入选省级“终身学习

品牌项目”2 个；师资获省部级荣誉 12 项；共同制定沙县小吃制作

技艺标准、沙县小吃门店经营规范、核心产品团体标准等 18 项，开

发数字课程 22门、特色教材 14部，其中 2部入选省职业教育“十四

五”规划教材、省优秀乡土教材；开展进机关指导等社会服务 12 场；

举办“中国·沙县小吃文化节”27 届，参加中国国际餐饮产业博览

会等餐饮类展会 29 场，进驻韩国冬奥会、上海世博会等，门店遍及

全球 66 个国家和地区；培训成效受到学习强国、福建日报、德育报、

农民日报、法国《回声报》等国内外媒体报道 40 余次，吸引中央省

市主流媒体 180余名记者入沙集中采访。“沙县小吃在现有取得成绩

的基础上，……我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引领风骚”，2021 年 3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沙县考察时的强调，充满了对沙县小吃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可和再创辉煌的浓浓期待。

共同体携手共进，实现沙县小吃从省内出发，到覆盖全国，再到

走向世界的嬗变，促进沙县小吃市场不断拓展、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和“舌尖上的中国文化”“出海”，为富民特色产

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沙县经验和中国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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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产业链人才持续供给乏力。传统沙县小吃店多数是夫妻店

或家庭作坊式经营，分散独立，从业者多为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村

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且参差不齐，无法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2）培训课程与产业全过程衔接不紧。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

重要形式，承担着为产业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的重担，是产业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传统的职业培训存在教学模式不新、培训方式不优、

项目定位不准、未划分学员层次等问题，导致培训效果不佳、培训内

容与市场需求错位，无法与产业全过程紧密衔接。

（3）教育赋能品牌打造系统性不够。有些培训机构在培训项目

选择上过多注重经济效益，培训周期短，不注重学员的全程跟踪和终

身教育，系统性不够，学员无法成为品牌传播的使者。

2.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本成果针对以上三个教学问题，致力于做大做强做优沙县小吃产

业，着力构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与产业紧密衔接的机制与培训课

程体系，具体举措如下：

（1）搭建“产-教-区”融合共同体。共同体高度重视沙县小吃

人才的持续供给，组建具有高度执行力的沙县小吃“产-教-区”融合

共同体。政府坚持把沙县小吃培训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小吃管委

会收集前端市场变化和产业发展信息，对信息进行整理，归纳，反馈

给学校；学校、小吃管委会和翰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加快产品研究、

搭建培训平台、共享优质师资、制定标准、开发特色教材和数字课程、

实施培训课程等方面高度融合；小吃同业公会注册管理“沙县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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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规范行业管理。共同体有效协同融合，制定沙县小吃培训远期

规划和短期计划，培养、输送和储备适应小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

促进教育链与产业链无缝衔接，解决小吃产业链人才持续供给乏力的

问题。

（2）构建“全方位、多层次”课程体系。以“人才储备、全程

跟踪、个性培养、终身教育”为培训定位，根据前端市场信息反馈，

共同体对沙县小吃进行收集、挖掘和工艺整理，加强产品研究制作，

培训内容迭代更新。依托“烹饪实训（培训）基地”“沙县小吃产业

学院”“沙县小吃培训中心”和“沙县小吃中餐繁荣基地”，联合开

展海内外培训 660期，培养、输送和储备技术技能人才 2.7万余人。

富民要强志富智。学校积极开办中餐烹饪（沙县小吃方向）专业，

抓实培训，构建集“信念教育、文化厚植、技能传承”为一体的课程

体系，以《沙县小吃里的大国奋斗史》等为案例，坚定学员听党话、

跟党走的政治信念，教育学员发扬“实说实干，敢拼敢上”的沙县精

神，秉承“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和“虚心好学，精益求

精”的务实精神，有效提升为沙县小吃产业发展贡献力量的信心。设

置《沙县小吃故事》等课程，厚植沙县小吃千年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为沙县小吃文化传播奠定良好根基。科学制定培训方案，设置沙县小

吃制作专项、沙县小吃转型升级、沙县小吃综合素质提升等培训，制

定 18 项标准，开发 14 部特色教材和 22 门数字课程，培训模式复制

到上海、杭州和中山等城市，为产业输送“守信念+懂文化+擅经营”

的技术技能人才。实施“订单式”“菜单式”课程，培训内容跟随市

场和学员个性化需求灵活设置，“全方位、多层次”课程体系逐步健

全，解决培训课程与产业全过程衔接不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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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集“信念教育、文化厚植、技能传承”为一体的沙县小吃培训课程体系

（3）构建全过程培训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共同体对学员实施“全

程跟踪和终身教育”，开通线上线下咨询通道，提供品牌商标许可、

市场化运作、小吃技能培训等咨询服务；强化创业指导，对缺乏经营

经验的学员给予创业前开店指导，发布《沙县小吃信息》87 期，传

播行业政策，对缺乏经营经验的学员给予创业前开店指导，帮助 70%

以上学员实现自主创业，指导林建斌、翁志清等优秀学员在法国、西

班牙等国家开设沙县小吃标准店。共同体构建全过程、系统的培训教

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学员通过创业孵化和推广服务，推动沙县小吃

文化传承，实现“舌尖上的中国文化”“出海”，解决教育赋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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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不够的问题。

三、成果的创新点

1.机制创新：构建具有区域产业特色的“产-教-区”融合共同体

政府搭台，加强系统谋划，政校行企齐参与，在前端市场信息收

集、培训平台搭建、培训内容及标准制定、培训效果跟踪指导、沙县

小吃文化传承等方面全方位聚合发力，形成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良

好局面，构建了具有区域产业特色的“产-教-区”融合共同体，制定

联席会议制度，成为沙县小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

2.内容创新：构建紧密衔接产业需求的系统化课程体系

以“产”为引领，紧密对接沙县小吃传统技能传承、转型升级需

求及产业“标准化、连锁化、产业化、国际化、数字化”发展方向，

精准发力，开设沙县小吃制作专项技能、沙县小吃转型升级和沙县小

吃综合素质提升等培训，涉及沙县小吃技艺标准、菜品升级、品牌文

化、初创企业经营管理、连锁化经营管理、营销战略等课程学习，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吻合度。构建集“信念教育、

文化厚植、技能传承”为一体的课程体系，不仅涵盖技能培训，也注

重对小吃产业“五化”发展路径的理解，不仅促进就业创业，更确保

沙县小吃品牌行之远阔。共同体以“产”为引领，构建“全过程、全

方位、多层次”的沙县小吃课程体系，使教育链与产业链紧密衔接。

3.文化推广模式创新：实现“舌尖上的中国文化”“出海”

通过海内外培训，举办“中国·沙县小吃文化节”27 届和海峡

两岸美食节，建立沙县小吃文化城、小吃科技馆、小吃民俗馆等，参

加“中国国际餐饮产业博览会”“中国预制菜产业大会暨展会”等餐

饮类展会 29 场，先后在葡萄牙、韩国、澳门、香港、台湾等国家和

地区举办沙县小吃推介活动，作为中国唯一美食代表进驻韩国平昌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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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会美食展等，助力沙县小吃文化传承。已在 72 个国家和地区申请

注册“沙县小吃”商标，促进沙县小吃遍布美国、英国、日本、韩国

等国家和地区，推动“舌尖上的中国文化”从县走向市，走向省，走

向全国，走向全球，实现“舌尖上的中国文化”“出海”。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沙县小吃培训品牌远播海内外

共同体采取长期办班和短期培训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办法，

强化沙县小吃从业人员培训，内容包含市场定位、经营行为、饮食卫

生、门店标准、维权保障等知识，课程层次多、类别多，让经营者对

沙县小吃的运营管理具有全方位的了解。沙县小吃培训已成品牌，影

响力大，学员布满全国各地，更有美国、法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

海外华人华侨、国际友人。获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全国食品科

普教育基地等荣誉 10 项，入选省级“终身学习品牌项目”2 个、入

选全省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典型案例 1项，受学习强国、德育报、福建

日报、法国《回声报》、BFM 电视台等海内外主流媒体报道 40 余次，

彰显了优质培训和规模化培训的品牌效应。

2.教学相长成效显著

在助力沙县小吃转型升级中，教师成长为产业工匠，担任“中国

烹饪协会中式菜肴研发中心专家”，获“技能大师工作室”“桃李芬

芳卓越奖”“闽菜大师”等省部级荣誉 12 项，林添雄等老师受学习

强国、人民网等媒体报道 10余次。加强产品研究制作，共同制定 18

项省、市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开发 22门数字课程和 14部特色教材，

其中 2 部入选省职业教育“十四五”规划教材”“省级优秀乡土教

材”。教师社会服务能力逐渐增强，先后有 30 余人次专业技术团队

受邀到北京市政府机关服务中心等单位开展沙县小吃技艺专项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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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好评；承担沙县小吃制作技能等各类赛事服务、技能展演活动超

15 场。在多样活动中，教师综合水平不断提高，形成热忱传播沙县

小吃文化、多方位助力沙县小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工作格局。

学员沙县小吃专项技能高，59 人获“沙县小吃技艺名师”“五

一劳动标兵”等荣誉称号。培养的 2.7万余名技术技能人才，自主创

业学员达 70%以上，带动全国门店超 8.8 万家，连锁标准店达 5065

家，实现年营业额超 550亿元，更有优秀学员在法国、西班牙、美国、

日本、印尼等 66 个海外国家和地区开设门店 174 家，推动沙县小吃

文化传承。

3.文化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共同体通过“沙县小吃”商标注册、“中国·沙县小吃文化节”

举办、国际化品牌推广、海内外学员培训等措施，实现“舌尖上的中

国文化”“出海”。坚持“强二产带一产促三产”发展路径，编制沙

县小吃核心物料种养清单，建设穿山龙、黄花菜、铁皮石斛、金线莲、

芥菜等 5个原材料种植示范基地，延伸产业链条，建设沙县小吃产业

园，入驻沙县小吃中央厨房等小吃产业链关联企业 24 家，围绕沙县

小吃技艺表演、制作体验、健康养生等主题，开发特色旅游线路，推

动小吃一二三产不断聚链成群。共同体凝心聚力，赋能富民特色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吸引全国各地大批量考察团前来交流学习,更

是被浙江“缙云烧饼”等产业成功借鉴，彰显了强劲的辐射示范作用。

2021年 3月 23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沙县考察时强调“沙县小吃在

现有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还要探索，还要完善，还要办得更好。现在

的城市化、乡村振兴都需要你们，这就叫做应运而生，相向而行，我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引领风骚”，充满了对沙县小吃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高度认可和再创辉煌的浓浓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