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餐怎么吃？这是摆在很多北京上
班族面前的一道难题，也曾经为难了任
牧、陈文、黄炽威 3位青年。

“刚毕业那会儿，自己去超市买菜、做
饭还挺新鲜。可是真正上班后，白天已经
很劳累了，晚上再这样折腾谁受得了？”任
牧回忆道，“吃外卖、小摊吧，担心食品安
全问题，天天下馆子经济上也承受不了。”

任牧意识到，晚餐不仅是他们的生活
痛点，也是很多同龄人的群体性痛点。在
北京，无数年轻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寻
梦。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回到这个城市边
缘各个角落的家中。家对他们来说也许
只是旅馆，甚至只是一张床。他们渴望家
的温暖，却连与亲人围坐一起吃家常菜的
幸福都体会不到。

2013 年 9 月份，任牧、陈文、黄炽威
萌生了做半成品净菜的念头。

半成品净菜就是把所有的菜洗好、切
好、配好，并配备所需的调料。用户购买
后，可直接烹饪，省去洗切的麻烦。

说干就干，三位拥有社会学知识背景
的小伙伴开始逛新发地菜市场，研究菜价
的变化趋势，比较不同产品形态之间的差
异。通过几个月的调研，他们发现了半成
品净菜背后广阔的市场空间。

11 月，三人辞掉原来的工作，东拼西
凑了 50 多万元。三个门外汉，没有餐饮
经历、也没有互联网技术背景，开始了全
新的旅程——“青年菜君”诞生了。

2014 年 3 月，青年菜君在回龙观地
铁站开了首家实体店，以 O2O 的模式销
售半成品菜。用户在网上下订单，次日在
地铁口的自提点把菜品提走。

任牧向记者介绍，青年菜君的商业模
式是基于对生鲜行业的痛点判断去挖掘
并且建立出来的。

一是库存损耗问题。库存往往会带
来高额损耗，青年菜君的解决方案就是用
户提前一天在线上预订，再根据用户的菜
单去采购生产加工。所以青年菜君是没
有库存的，减少了库存的损耗。

二是最后一公里配送的问题。鉴于宅
配的高额成本，青年菜君在成立之初坚持菜
品的亲民价位不做宅配，而是在社区和地铁
口设立自提点，将商品送到离顾客最近的地
方，每个用户只需要顺路带回家就好了。

在回龙观地铁站出口，“青年菜君”的店
面格外醒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天下午
3点半左右，新鲜的菜品就会入店。一小时
后店铺开始营业，晚上8点左右停止营业。

青年菜君的商业模式也得到了社会
资本的青睐，目前已经完成了 3 笔数千万
元的融资。期间，他们补齐核心团队成
员，比如引入原 DHL 物流总监负责物流，
引入拥有 20 年以上经验的行政总厨以及

国家一级营养师一同来做菜品研发；升级
了中央工厂，将中央工厂总体面积升级到
近 2000 平方米；自建了物流团队，现有
的自建物流团队可以承担从中央工厂到
各个社区的干线物流等等。

不过，青年菜君的成长也要补习很多
课程。近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积极推
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里面提
到当前“传统企业运用互联网的意识和能
力不足、互联网企业对传统产业理解不够
深入”的问题。任牧表示对此深有体会，

在第一家地铁自提点建立之后，他们深感
对生鲜电商所涉及的传统行业的陌生。

在接下来的 9 个月里，他们开始疯狂
地补课，向传统行业学习。比如了解传统
生鲜从供应链的流程到生产加工、设计研
发自己的社区自提柜，组建物流车队、路
径规划和布局等。“每一块对我们来说都
是全新的领域，我们要了解别人是怎么玩
的，我们还能怎么玩。”任牧说。

经过一番沉寂后，2014 年 12 月底，
第一个社区自提点在北苑设立。此后，便
如雨后春笋般，几个月间扩展到如今的
160个社区自提点。

7 月中旬，青年菜君又推出了一个大

动作，那就是在北京开通全城宅配了。任
牧坦言，菜君虽然受到了很多人欢迎，但
还是有不少消费者催问，“为什么自提点
离家还是那么远？”在宅配的物流成本整
体下降的今天，青年菜君通过基于自提点
的物流网络基础上做宅配，坚守住了平民
价位，仍然把最大的优惠让利顾客。

青年菜君的菜品质量有保障吗？为
什么不做绿色有机无公害的菜品？

任牧认为，菜君做不到日常晚餐的平
价消费中使用绿色有机无公害的食材，但

至少有一颗绿色有机无公害的心。一是
在选菜上，精心挑选供应商，严格把关食
材品控；二是坚持用达到饮用标准的超滤
水洗菜，多种专业洗涤程序，保持平价的
同时更保障健康安全。

“当然，我们以后还会推出诸如‘私厨定
制’这样的板块，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个性
化的需求，让做饭更有趣。”任牧说，“但是，
青年菜君永远不会放弃平价菜。尽管它的
利润很低，但它却是青年菜君的起点。让用
户花合适的价格，用较短的时间，快速吃上
健康的晚饭，正是青年菜君的初心。”

从回龙观地铁站第一家自提店面，到
北京 160 个社区的自提点，再到全城范围

的到家配送；从 80 平方米的简陋小加工
间，到 2000 平方米的全年冷链恒温的清
洗加工、分拣包转中心；从开自己的二手
车配送，到自建的干线冷链物流车队+自
提中转站+第三方宅配物流团队系统配
送——青年菜君华丽的进化蜕变，可谓是
他们坚持初心、勇于追梦的结晶。

谈起心目中青年菜君的样子，任牧
说，青年菜君应该是一个“四有青年”——
有梦想、有态度、有情感、有趣的人。晚
餐，应该是一家人围坐一起，感受亲情温

暖的时刻。希望青年菜君的一道菜，让怀
揣梦想在外漂泊的青年们回到厨房，体会
下厨的乐趣，重温家的味道。

图①图① 青年菜君回龙观实体店青年菜君回龙观实体店。。

图②图② 店员将刚运来的菜品放店员将刚运来的菜品放

进冷柜进冷柜。。

图③图③ 顾客来取预定的菜品顾客来取预定的菜品。。

图④图④ 自助提货点的冰柜自助提货点的冰柜。。

图⑤图⑤““菜菜君君””任牧任牧。。

本报记者 林紫晓林紫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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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1 日，在湖北省武汉举行的第五
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会场，记者遇
到了 34 岁的吴术新和 29 岁的吴兴奎兄
弟。他们来自湖北省鄂州市蒲团乡，是一
对先天性双目失明的兄弟。

兄弟俩高楼养猪的艰辛历程，成为当
地人们争相传诵的传奇。

“听闻摸记”，练出养猪绝活

从记事开始，吴术新就明白，他和别
人不一样。做健全人做的事情，成了吴术
新的梦想。他带着弟弟养鸽子养兔子，但
都失败了。2003 年，吴术新想到养猪，他
租下一片场地，托人买了 30 头猪仔和饲
料，带着弟弟开始养猪。

为掌握猪的生长情况，兄弟俩整日与
猪为伴，两年时间总结出一套“听、闻、摸、
记”四字养猪法。“听”就是听猪喘气声、走
动声、吃食声等；“闻”就是闻猪身上是否
有特殊气味，判断猪是否患病；“摸”就是
摸猪的体形判断猪是否正常生长；“记”就
是牢记各种猪病的症状、防治办法等。

为练出养猪绝活，夜深人静时，兄弟
俩坐在猪圈里，竖起耳朵听着猪发出的各
种声音，一坐就是半夜；为给猪接仔，兄弟
俩曾在猪舍连续待了 3天 3夜。

2004 年，兄弟俩赢来了人生中第一
件最幸福的事，他们的猪一共卖了 3 万元
钱。父亲高兴极了，他的盲人儿子终于可
以自立了。

2005 年，兄弟俩把猪场规模扩大到
150 头，还请了工人。他们要实现更大的
财富梦想。

谁也没料到，一场灾难悄然而至，打
碎了他们的美梦。2006 年，猪场爆发了蓝
耳病，150 头猪只剩下了 3 头，8 万元的投
资都打了水漂。

捕捉商机，滚起财富雪球

一场蓝耳病，造成 2006 年生猪价格
大幅下跌，打击了很多养殖户的信心，很
多养殖户把场子卖了。吴兴奎分析认为，
生猪数量的短缺必定会造成未来价格的
上涨。当地是养猪大镇，不出两三年就会
有大量猪场重新开张，这些猪场出来之
后，必定要买小猪，市场潜力肯定很大。

在市场复苏之后为养殖户提供小猪，
这就是兄弟俩的新思路。果然，2008 年上
半年，生猪行情大涨，到他们猪场买小猪
的人排起了长队，一头 15 公斤左右的小
猪卖到 900元以上。

看到吴兴奎赚钱了，周边的养殖户纷
纷跟风。但吴兴奎又有了新打算。

2008 年 4 月，兄弟俩借钱建成种猪

场，一次性买了 100 多头母猪，给鄂州市
及周边城市的养殖户提供母猪和仔猪，当
年销售额就超过 400 万元。而且，吴兴奎
记住了 40 多个生猪经销商的电话，他通
过这些人来掌握市场行情，财富像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

不久之后，兄弟俩作出了一个大胆决
定：扩大规模，一步到位，贷款建一个万头
猪场。他们竟然把猪场建成了一座漂亮的
楼房，把一万头猪都拉进高楼里。

吴兴奎兄弟俩测算过，如果建平房，
规范化的万头猪场最少也需要 3 万平方
米的场地，不光场地难寻，管理起来还会
有难度。但如果建在水泥铺就的高楼里，
兄弟俩不出屋就可以管理整个猪场，环境
会简单许多。

兄弟俩把每层楼房做了具体布置：一

层放小猪，二层作为产房，三层放种猪，四
层是育肥猪。2011 年高楼建成之后，当年
销售额就超过 800万元。

遭遇困境，实现绝地重生

可是好景不长，2013 年底，生猪市场
发生剧烈震荡，价格持续下滑，中小型猪
场纷纷倒闭。吴兴奎兄弟遇到了前所未有
的考验。

“一头两百斤的肉猪，每斤卖 6.3 元，
但每头肉猪成本就高达 1300 元，每卖一
头猪就要亏几十元。”吴兴奎说，仅 2014
年，猪场就亏损了 100余万元。

“这样硬挺下去，‘漏子’会越来越大。
但如果认命，关掉猪场，情况会更糟。我们
只能顶住压力，寻找机会，逆境求生。”吴
兴奎说。

兄弟俩认真研判了市场，决定实现多
方突围。

别的养猪场母猪每胎生 8 头仔猪，
他们这里母猪每胎能生 12 头。现在每头
仔猪成本 400 元以下，但售价达到 480
元，他们猪场养殖销售仔猪有很大的比
较优势。兄弟俩首先决定，尽可能多地
把仔猪推向市场，尽量减少肉猪的存栏
数量。

第二步，走产供销一条龙的道路，降
低成本，扩大利润。今年春节后，兄弟俩在
武汉开设了鲜猪肉直销点。直销点每天向
武汉市场批发销售 30 头至 40 头肉猪，每
头猪约有 20元的利润。

这些举措，让兄弟俩的猪场扭亏为
“平”。这在绝大多数养猪场亏损的情况
下，实属不易。

“开拓鲜猪肉直销市场，坚持到生猪
市场回暖，就胜利在望。”吴兴奎兄弟展望
事业前景，信心满满。

盲 人 兄 弟 高 楼 养 猪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清河区养老敬老服务中心位于辽宁铁岭市清河区
杨木林子镇郎屯村，集中供养了 117 位清河区的五保
老人及三无老人，王继喜是该服务中心的主任。

24 小时开机的两个手机
在王继喜的带领下，记者参观了养老中心。老人

们三三两两地在院子中散步，大楼内的老人在下棋、打
台球。看到有陌生人来，老人们都热情地打招呼。

“王继喜上任 5 年来，每天都提前 1 个小时来单
位。他住得远，每天早晨 5 点不到就要起床往单位赶，
晚上能够准时下班对他来说更是少有的事情。”清河区
委宣传部长黄涛说。

每天下班前，王继喜都要走访一遍老人，确认没有
任何问题才回家。有时赶上有老人身体不适，他就主
动留下来陪护，家里常常几天都见不着他。一次，王继
喜刚回到家，中心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原来是刘保华老
人突然肚子疼得厉害。王继喜马上赶回中心，与服务
人员一起把老人背上车，送到了医院。老人被确诊为
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手术，王继喜就一直陪伴在老人
身边。

王继喜说：“为不耽误工作，保证中心有事随叫随
到，我买了两个手机，就算一个手机出现问题联系不上
还有另一个,两个手机 24小时开机。”

老人的主心骨
来到养老中心第二年，王继喜在走访中发现 69 岁

的老人才福田脸色不是很好，咳嗽症状也越来越厉害，
就想带着老人到医院检查，可是老人不想去医院。

在王继喜的劝说下，3 天后，老人终于同意去医
院，经检查发现已是肺癌晚期。医生对王继喜说，老人
的病已无法治疗。听完这话，王继喜有说不出的难
受。老人在回来的路上问王继喜：“我剩下的这点时间
应该干点啥呢？有些事我放心不下啊。”王继喜拉起老
人的手安慰道，“您怎么乐呵就怎么过。我以后就陪着
您，您没有孩子，我就是您的孩子。”

之后的几个月里，他几乎吃住在中心陪着老人，还
找来不少“偏方”让老人吃。说是偏方，其实就是王继
喜给老人配的营养餐，老人爱吃什么，偏方里就有什
么。老人在临终时微笑着对他说：“孩子，谢谢你，我这
辈子没有遗憾了。”

“都说老小孩，有时真的是这样，中心的老人时有
吵嘴，我还总充当裁判呢，他们别人的话不听，只有我
到场说出谁对谁错才行。”王继喜说。

从没休过一个节假日
每逢节假日，王继喜都值班值宿，5 年来，他没休

过一个节假日和周末。每年除夕夜，他都和值班人员
一起陪老人吃团圆饭，包饺子、吃饺子。面对父母的期
盼和妻儿的抱怨，王继喜总说：“家里需要我，可是养老
院的这个大家更需要我。”

由于财政拨付的资金有限，王继喜还带着全院职
工养猪种菜搞创收。现在养老中心养殖场内肥猪存栏
60 余头，母猪 19 头，中心菜地 14 亩，平均每年创造经
济效益近 10 万元。有了这些钱，养老中心新增了体育
健身器材、液晶电视、麻将、象棋等设施，老人们的生活
更加丰富多彩。

王继喜先后被评为清河区“先进个人”、“学雷锋标
兵”，他所在的养老服务中心也先后获得国家级“模范
敬老院”、省级“敬老文明号”等称号。

王继喜常说一句话：“人都有老了的一天，爱老、敬
老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117位老人
的“儿子”

本报记者 张允强

从回龙观地铁站第一家自提店面，到全城范围的到家配送，主做半成品净菜的“青年菜君”经历了华丽的蜕变——

不忘初心，勇于追梦
本报记者 林紫晓

大漠护路人

7 月 21 日，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塔里木油田公

司护路工正在奋力清理黄沙。

除贯穿南北的沙漠公路有完善的防沙工程外，许

多大漠中的公路都属于伴引路、临建路等，一夜风沙，

公路就可能被流沙掩埋。为确保沙漠公路畅通，保证

油田生产正常运行，护路工常年奋战在沙漠公路沿线，

与风沙和高温搏斗。 丁 伟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吴术新兄弟（左、中）每天用听力辨别生猪的进食情况。 本报记者 郑明桥摄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