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昌银
重庆市级非遗陈

麻花传统制作技艺传
承人、磁器口陈麻花
创始人。1998年开始
在磁器口附近挑担售
卖 麻 花 ，2000 年 至
2007年以个体户身份
在磁器口经营麻花生
意，2012 年至今任磁
器口商会副会长、沙
坪坝区人大代表。

陈建兵
陈 昌 银 独 子 ，

2006 年 继 承 父 亲 衣
钵，现任重庆市磁器
口陈麻花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南岸区
人大代表。他开启了
公司的电商时代，带
领公司走上发展的快
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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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盈

“大家好，我名叫杨学武，是‘磁
器口陈麻花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

今年8月的一天，在沙坪坝磁器
口举行的重庆第六届麻花节开幕式
上，一名操着外地口音的男子说出这
样一番话，台下立即“炸开了锅”。

“陈麻花老板不是姓陈吗？为何传
承给了姓杨的外人，企业发生了啥事？”

陈昌银的祖父陈景洪，是“陈麻
花”品牌的创始人。陈昌银继承祖
业，从合川来到磁器口，走街串巷卖
麻花，随着磁器口旅游大火，陈麻花
开始声名大噪。

陈麻花为啥有个外姓传承人？故
事还得从2006年底的一场饭局说起。

在一片质疑声中，杨学武正式入
职。他入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陈
麻花的市场主体登记，从个体工商户
变更为企业，正式成立了重庆市磁器
口陈麻花食品有限公司，使之成为重
庆第一家麻花休闲食品类企业。

“对消费者而言，企业往往比个体
户更有市场信誉度，这便于我们强化
品牌认知；同时企业也更容易获得资
本等生产要素，有利于做大做强，通过
规模夯实市场地位。”杨学武说。

市场主体的变更，相当于换了一
副“马甲”，但要提升竞争力，关键在于
进一步打开销路，开拓更广阔的市
场。而当时的陈麻花，产品销售范围
主要还是在磁器口。

“陈麻花，绝不能只是磁器口的陈
麻花。”在杨学武的建议下，陈建兵向
陈昌银提出，要主动出击开拓市场，让
陈麻花走出磁器口，进入全市乃至全
国更多的商超。

这一次的建议，又遭到了陈昌银
的否决。他不是不愿意把家族生意
做大，但这位传统手艺人认为，只要
做好了品质，就会“酒香不怕巷子
深”，市场自然会扩大。如果主动去

拓展市场，就要达到相应的生产规
模，而规模一大，仓储、物流环节多
了，时间长了就难以保证麻花的口感
和新鲜度，“搞得过于激进，到时品质
差了，我们几十年的积累就会一下全
部被打倒。”

“现代商战，其实是产品品质提升
和市场拓展两者相互促进、螺旋式上
升的一个过程。”陈建兵拉上杨学武，
对父亲展开“攻心术”，“你市场大了，
赚的钱多了，才有钱投入研发，才能迎
合日新月异的市场，如此良性循环，才
能让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在儿子的软磨硬泡下，陈昌银再
次妥协。陈建兵和杨学武马上行动起
来，首先将原本分散在三地的作坊进
行整合，合并为一个生产基地，然后拿
出统一的制作标准和相应的工艺流
程。他们还把标准和流程印成图表，
悬挂在车间里，让工人“照图施工”，确
保规模化生产的质量稳定。

接下来，陈建兵和杨学武进行了
分工。前者负责组建研发部，推出椒
盐、五香、海苔等多种口味的产品，同
时委托第三方设计并生产保鲜包装
袋。擅长营销的杨学武，则负责拜访

各大超市和零售渠道，拓展市场。凭
借此前多年积累的资源，加上陈麻花
既有知名度，不少商家都愿意拿出柜
台来展销。就这样，陈麻花的产品从
磁器口街边，走到了重庆不少超市的
货架上。

产品在商超销售，结账时会自动
录入系统，每天卖了多少，一目了然。
拿到这些数据，杨学武会第一时间反
馈给陈建兵，便于其把握生产节奏。
之后，他们又对生产基地进行了工业
互联网改造，建立了数据库，前方下多
少订单，后方就生产多少。这种“以销
定产”模式，提升了产销流转效率，让
陈麻花的囤货率降低了30%。

同学二人精诚合作，让一家传统
食品生产作坊，摇身一变成为管理规
范的现代化企业，产品不仅覆盖全国
多个省市，还搭乘西部陆海新通道班
列，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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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兵、杨学武对陈昌银说：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食品行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跟
上时代的步伐。同时，无论市场如何变化，对品质的坚守和对消费
者的真诚，是我们永恒不变的承诺。我们将深入研究市场需求，结
合现代科技，开发出更多符合现代人健康需求的麻花产品。同时，我们
也将加大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让陈麻花不仅仅是一个食品品牌，更是一个
承载着中国美食文化精髓的符号。

陈昌银对陈建兵、杨学武说：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追求速度，却忽略了品质。麻花虽小，却
蕴含着大学问。它不仅是食材的巧妙结合，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致
敬。无论行业如何变迁，坚守品质、尊重传统，始终是我们的底线。同时，也
要勇于创新，结合现代人的口味，开发出更多新颖的产品，让陈麻花不仅成
为一代人的记忆，更能引领潮流，成为新时代的宠儿。

“要不你到陈麻花来帮我吧！”
2006年底的一天，陈昌银的独子陈

建兵在接手家族企业后，专门摆了饭局，
招待他的大学同学杨学武。刚坐下，陈
建兵开门见山地向杨学武发出加盟自家
企业的邀请。

陈麻花传到陈建兵手中，已是第五
代（第四代传承人是陈建兵的舅舅蒋应
福）。自小闻着麻花的香气长大，对这份
家族事业，陈建兵有着深厚的情感，也有
着光大家族产业的使命感。

正式接班的前几年，陈建兵就越来
越强烈地意识到，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新
兴品牌的冲击、消费者口味的多元化，传
统经营模式已经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
需求。如果不作出改变，陈麻花很可能
被时代淘汰。

“剃头匠不能给自己剃头”，自己有
啥问题，最好让别人来帮忙。于是，陈建
兵滋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从外部引
入人才，为企业注入新活力。

为啥想到杨学武？两人是重庆理工
大学的同窗，感情深厚、知根知底。更重
要的是，杨学武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外
企工作，有着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开
阔的视野。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兵越
来越觉得这位老同学有着敏锐的市场洞
察力，并且在运用现代营销手段推动品
牌升级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

当天的饭局上，陈建兵向杨学武吐
露了自己心中的困惑。席间，杨学武默
默听着，一直未表态。陈建兵有点急了，
一遍又一遍地“摆事实讲道理”。直到大
家举杯喝散场酒时，杨学武才突然闷下
一大杯酒，大声说道：“要得，一起干。”

“他其实是在观察我，看我有多大的
诚意。”陈建兵事后认为。

成立一家新公司，仿照外企进行市
场化运营，让老同学来出任总经理。当
陈建兵把这个想法告诉父亲时，立马遭
到激烈反对。

“家族企业从来都是通过血脉来传
承，外人介入恐生变数。何况现在店里
都是自家亲戚，他们难免有想法。”陈昌
银说。

果不其然，当陈建兵把这一想法试
探性地放到“亲戚圈”时，立即掀起一阵
轩然大波。不少亲戚认为，自己在家族
企业辛辛苦苦干了几十年，突然空降一
个外人来管他们，他们不服；更有人担
心，这会堵塞了他们的上升通道，陈建兵
的两个表哥和一个表叔，甚至直接递
交了辞呈。

面对家族成员的强烈反
对，陈建兵没有退缩。他心里
很清楚，陈麻花要在磁器口越
来越多的麻花商家中保持竞争
力，必须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来推进品牌升级。要做到
这一点，从外部引入智力资源
是最佳选项。至于能否赢得家
族成员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只
能靠业绩说话。通过陈建兵的
反复游说，陈昌银最终同意让
儿子试一试。

“空降”外人 亲戚们“不干了”

杨学武
1981年出生于甘

肃兰州，现任重庆市
磁器口陈麻花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在
他的带领下，陈麻花
建立了西南地区第
一个以麻花为主题
的博物馆，并于每年
8月8日举办“重庆麻
花节”，发布麻花行业
白皮书。

▲磁器口古镇的麻花博物馆，展
示了各种口味的麻花。

记者 梅耀 摄/视觉重庆

▶重庆市磁器口陈麻花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兵
（右）和总经理杨学武。

记者 梅耀 摄/视觉重庆

▶沙坪
坝区磁器口
古镇的麻花
博物馆。

特约摄
影 孙凯芳/
视觉重庆

▶市级非遗陈麻花传统
制作技艺传承人陈昌银。

（受访者供图）

儿子请来的“外姓人”，帮助自己
把家族生意越做越大，陈昌银自然是
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为留住这样的

“外姓人”，并以此为示范，鼓
励更多优秀人才加盟，陈昌银
决定重奖杨学武。怎么奖
励？思来想去，他突然想到一
招——将陈建兵和杨学武

一同定为“陈麻花第五
代传承人”。

凭借业绩，“外姓
人”杨学武成了家族
企业传承人，这是荣
誉，更是沉甸甸的责
任——既然已是“自

家生意”，就必须倾尽全
力，把陈麻花越做越大。

随着消费升级，消费
者对麻花这类休闲食品的
需求，早已不只是满足口
腹之欲，而是更看重食品
本身的文化内涵。打造一
个专属消费场景，让消费
者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产
生更多联想，也是休闲食
品行业的一贯“打法”。

杨学武把这个想法告

诉陈建兵后，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磁
器口打造一个集展示、体验、销售于一
体的麻花博物馆，既可以提升陈麻花
的品牌影响力，也带动周边同行商家，
共同提升重庆麻花这一食品类别的整
体竞争力。

不过，对于麻花博物馆的定位，两
人产生了分歧——陈建兵倾向于将其
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商业综合体，而
杨学武则坚持要保留麻花的传统元
素，让游客感受到最纯粹的文化体验。

“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而牺牲麻花
的文化价值。”“只有在保留传统的基
础上融入现代元素，才能让博物馆更
具吸引力和生命力。”

一番争论之后，两人找到了平衡
点——既在博物馆中保留传统的展示
和体验区，又引入现代化的互动设施
和商业模式，让游客在享受文化熏陶
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便捷和舒适。

去年五一节，麻花博物馆正式开
馆。博物馆分为上下两层，一层是展
示区，通过一幅幅泛黄的老照片、一件
件珍贵的老物件，以及生动的解说，向
游客展示麻花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寒
具”到现代“麻花”的演变历程。另一
层是体验区，游客可以在这里亲手制

作麻花，感受传统工艺的魅力。
极富重庆地方饮食文化特色的麻

花博物馆，很快就成为外地游客竞相
打卡的旅游地，让陈麻花的市场影响
力大增。

陈建兵和杨学武趁热打铁，接连
在校园、社区举行DIY研学体验活动、
非遗传承赛事，并研发了“龙隐镇寻龙
记”、剧本杀等沉浸式非遗体验活动。
让麻花从一款休闲食品，逐渐演变成
重庆代表性美食。

“家族企业很容易陷入‘一言堂’
的困境，这对商业决策来说，堪称大
忌。理想的解决之道，在于引入更多
的外部力量，就像上市公司要设立独
立董事一样。不过，对小公司来说，这
很难做到，因为职业经理人常常还是
会看老板脸色行事。”陈建兵说，通过
授予传承人等方式，让职业经理人变
成“自己人”，是企业管理中的一种全
新的尝试，希望这种尝试，能为陈麻花
乃至更多家族企业提供一种新路径，
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老板重奖 他成了“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