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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调味品“扛”起大责任

两代人40年
坚守“花椒事业”

淄川有种香花椒

“以前，咱们农民没有什么
收入，全靠采摘一点花椒贴补
家用。虽然，采摘花椒非常辛
苦，但是大家都有收益。”峪林
调味的老厂长孙丰亮说，目前，
根据他掌握的数据，淄川的花
椒有一半是峪林调味收购。

40年来，孙丰亮只做花椒
购销和加工这一样生意。淄川
有一种非常特别的花椒，当地
人称之为香花椒，颜色虽然不
如著名的大红袍花椒鲜亮、好
看，但是有一股特别的香味，让
人印象深刻。

“花椒的品质主要取决于
麻味素和芳香油。香花椒非常
适合在淄川山区气候下生长，
首先是昼夜温差大，其次树种
透光性好，还耐贫瘠。我们淄
川当地使用土杂有机肥的习
惯，也决定了香花椒的香味特
别醇厚。”淄川区农业农村局副
局长李海泳告诉记者。

孙丰亮说，至今还有上海
的生产厂家来订货，指名要淄
川特产的香花椒。由于目前的
收购量只能保证峪林调味自身
生产，无法满足客户的需求，他
们只能婉拒了这单生意。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采花椒的人越来越少，为了保
证我们的使用量，现在不得不
扩大收购范围，同时增加了不
少收购点。”孙丰亮告诉记者，
花椒的采摘需要技巧，目前，淄
川花椒的市场价格不足以吸引
劳动力进入采摘环节，因此，面
临无人采摘的局面。

在花椒粒生长的位置有两
根很长的刺，采摘的时候，一不
小心就会被刺扎到，有时候，整
条胳膊都会麻。因此，现在很
多老年人在采摘花椒的时候，
直接连枝砍下，这样方便安全，
却影响了第二年的产量。这种
情况让孙丰亮心疼不已，但是
他也没有想到很好的解决
办法。

“我一直考虑使用机械来
进行采收，这样可以节省人工
成本，也能提高效率。”孙丰亮

告诉记者，他对先进设备的渴
求度非常高，只要市场上出现
先进的设备，他们就会第一时
间购置。

比如，他们刚刚购置的色
选机，通过电脑控制机器，来对
花椒进行筛选，将成色不好的
花椒筛选出来。以前十几个人
一天的工作量，现在这台机器
一个小时就能完成。

“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并不
是就下岗了。我们可以发展更
多的产品，让工人们从事技术
含量更高的工作。”孙丰亮说，
作为以花椒起步的峪林调味，
现在产品已经达到了上百种。
一路走来，峪林调味始终以诚
信为原则，以良心为准则，坚守
自己的底线。

香花椒的第一个大单

“我跟书记说，还是让我一
个人去吧。遇到事，我对付得
了，也吃不了亏。”1981年，孙丰
亮代表公社去东北跑业务，第
一趟跑的是黑龙江省林海市。
孙丰亮年轻的时候练过功夫，
脚底下也利索，常年出门在外，
看人看事也不迷糊。当时，听
说其他公社好几个人出去跑业
务都吃了亏，他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

“那时候，出门做买卖随身
都得带着介绍信。”孙丰亮是一
员“福将”，还没开张就遇到了
一位贵人。

当时，孙丰亮刚刚住进林
海市的招待所，与一位干部模
样的人住一个房间。孙丰亮当
年刚刚30岁，身上有功夫，也不
惜力气，就帮人打水倒茶。

对方看孙丰亮干净利索，
就问他来东北做什么？孙丰亮
实话实说——— 就是来卖花
椒皮。

“我看着不像，你要真有的
话，我要一吨。”原来，这位干部
模样的人，其实是一名供销社
主任，正好来林海市办事，阴差
阳错遇到孙丰亮。此时，孙丰
亮拿出了介绍信，就这样，一笔
大买卖轻松谈成。

时隔多年，孙丰亮依然记
得当时他把这笔订单带回村庄
的喜悦。“咱农民靠种地，一年也
挣不着几个钱，全靠采摘点花
椒，去供销社换点油盐酱醋。”

孙丰亮带来的这一吨花椒
的订单，当年就给黄家峪公社
带来了3000元现金收入。当时
一斤花椒1.5元，这一吨就是
2000斤，这么大的一笔订单，让
公社书记惊喜不已。

从此，淄川花椒的香气就
从深山老峪飘进了东三省，并
由此飘向北上广等大城市。

峪林调味的发展之路

“乡村振兴需要资金介入，
我们要把单打独斗改成集团作
战，把农民培养成为产业工
人。”孙丰亮之子孙雷告诉记
者，峪林牌香辛料系列调味品
获得第五批“山东省知名农产
品企业产品品牌”称号，孙雷手
中又多了一张帮助农民脱贫致
富的好牌。

今年41岁的孙雷，20年前
从父亲手上接过这份事业。“峪
林”这个品牌，凝聚了他们两代
人的心血。峪林调味源自原淄
川社会福利调味食品厂，产品
主要是淄川区原黄家峪乡生产
的花椒。

2002年，在家人和有关部
门的支持下，孙雷邀请待业在
家的同学一起，重新注册成立
了淄博市淄川峪林调味食品
厂。创业之初，他拿出了自己
的全部积蓄，又当老板又当工
人，进货、加工、设计、包装、销
售……每一个环节都渗透了他
的心血和汗水。

经多方筹集资金，他们投
资500多万元新建了厂房，建起
了原材料室、包装室、成品室、
化验室等，购置了粉碎机、封口
机、全自动包装机等机器设备，
工艺水平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稳步提升。他们尤其重视产品
质量，配置了各种检验设备，并
顺利通过了省技术监督局QS
认证，成为淄博市质量协会会
员单位，使工厂走上了正规化、

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由于重视产品质量，也为

了适应现代生活的发展和现代
人的口味，他们借鉴和引进了
上海调味品厂等先进企业的配
方和包装，并融合地方特色予
以创新，在主打产品花椒生产
的基础上，开发生产了炖肉、烧
烤、原料、粉料等系列调味品
100余种。包装也细分为袋装、
瓶装、餐饮装三种，最近又增加
了“高大上”的研磨系列。近年
来，峪林产品已成功进入家乐
福、沃尔玛等多个大型超市，立
足山东、面向全国，进而在国内
外全面打开了销路，深受消费
者的喜欢和信赖。

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如今，对于零散农民的花
椒，我们该不该收？收，就要增
加成本和风险；不收，就会让信
任我们的农民失望。这种情
况，我们该怎么办？”今年，花椒
收购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淄
博市淄川峪林调味品食品厂厂
长孙雷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
问题。

“国家对食品行业的要求
越来越严格，调味品也不例外。
每收购一批调味品，都需要化
验合格后才能入厂进行生产。
收购的每一批花椒，都需要供
货商提供证明，再由峪林调味
抽样送去检验。”孙雷告诉记
者，越是收购大批量的花椒，越
能保证原材料质量并降低检验
成本；但如果零散收购，花椒批
次增多，农民又不能提供检验
报告，也不可能负担检验费用，
这势必增加峪林调味的检验费
用，也增加了收购不合格花椒
的风险。因此，收不收农民手
中零散的花椒，成了考验他们
的一道难题。

“建厂之初，我们主要的目
标之一就是解决淄川东西部山
区农民销售花椒的困难现状。
如今，我们峪林调味逐步走上
了正轨，越做越大，我们不能因
此抛弃山区的农民，不能眼睛
里只有大供货商。我们哪怕自

己少盈利、多麻烦，也要一如既
往地解决东西部山区农民销售
花椒的困难。”孙雷的这段话，
让父亲孙丰亮彻底放了心，现
在他可以将峪林调味的重担交
给孩子了。

峪林调味的发展，同时也
带动了一大批农村有志青年的
成长。来自太河镇前沟村的孙
启文在峪林调味工作了15个年
头，只有中专学历的他已经成
长为大区经理。同样的例子还
有很多，来自岭子镇林峪村的
靖震午，在峪林调味工作了10
年，从毫无销售经验的小员工，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办事处经理。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不忘
回报社会。捐助贫困学生、帮
扶贫困户、支援灾区；高青芹菜
滞销，峪林调味购买回来免费
发放给淄川市民；赞助青联书
屋，让农村的孩子也能读到优
质的图书。

峪林调味采用“公司+订
单+种植户”的模式，在市区镇
有关部门单位的指导和帮助
下，和村委会统一签订种植合
同，有力带动了花椒种植户的
脱贫增收。

峪林调味先后被山东省政
府认定为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
龙头企业，被淄博市政府认定
为农业产业化市级重点龙头企
业；被淄博市工商局评为市级

“消费者满意单位”“五星级文
明生产单位”；同时由于讲承
诺、守信用，2007年被评为市级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峪林
调味”品牌知名度不断提高，
2007年被评为山东“十佳调味
品”，被指定为中国饮食文化节
大会专用调味品。孙雷也被农
业部、共青团中央联合授予“全
国致富带头人”称号，被山东省
农业厅、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
授予“山东省农村致富带头人”
称号……同时，孙雷还成为淄
川区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淄川
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担当起
更多的社会责任。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李波 通讯员 陈珊
李本玉

“凡是加工成粉的产品，你
必须亲眼看着加工，这样产品质
量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上海客商的
这句话，一直影响着孙丰亮的“花椒事业”。

69岁的孙丰亮在调味品行业奋斗了40年，
淄博市淄川峪林调味品食品厂（以下简称“峪林调
味”）亦凝聚了孙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他们用40年时间，
不但让淄川香花椒享誉全国市场，还帮助了当地农民增收。

今年，峪林牌香辛料系列调味品成为第五批“山东省知名农产品
企业产品品牌”，这给峪林调味的发展、香花椒的采摘、农民的增收，都带来
了新的契机。

1122月月2211日日，，
孙孙丰丰亮亮正正在在检检
查查调调味味品品原原材材
料料的的质质量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