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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常山贡面
——记常山水英索面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衢州市非遗传承人陈水英

常山贡面，又称常山索面、长寿面。
因面细如丝线也称为丝面、线面，是常山
县流传千年的传统美食小吃、土特产。
常山贡面口感柔软，爽滑、富有弹性，选
料考究而简单，用优质面粉加入适量的
盐调和拉制而成。“洁白似银美亦香，纤
细如丝意悠长”正是常山索面的真实写
照。常山贡面千年来的传承历史有高
峰，有低谷，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其对地
域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的研究，都
极有价值。说起常山贡面，不得不提起
一个人来，那就是常山县水英索面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衢州市非遗传承人陈水
英。

初见陈水英时，让我一愣，之前我们
对她有过初步的了解，被誉为振兴乡村
的“领头羊”、“领头雁”，撑起常山贡面大
旗的“女汉子”，衢州的乡村百师，衢州市
工匠大师，怎么也得是一走路一阵风、风
风火火的硬朗彪悍形象，可眼前的她却
是个瘦小、文弱、戴副眼镜、文静秀气的
女人，很难和“女汉子”联系起来。

陈水英，辉埠镇东鲁村人。九十年
代初曾在常山县湖东初中当过英语老
师，后来考入衢州市人民政府驻厦门办
事处任办事员，外事接待员等工作。并
认识同在驻夏办工作的丈夫郑建军。夫
妻随后下海经商，1997年夫妻一起回衢
州开饭店、超市。2008年，陈水英通过市
场考察，敏锐地感觉到常山贡面的商机，
决定回常山办索面加工厂，期间有幸成
为常山著名贡面师唐继根的关门弟子。
唐师傅时年过70，之前带过30多个徒
弟，50多岁后就再也没有带过徒弟了。

师父倾囊相授，徒弟刻苦钻研学习，陈水
英很快掌握了常山贡面制作工艺的精
髓，成为一个手艺精湛的贡面师。唐继
根师傅对自己的入室关门弟子也极为满
意，陈水英出师时，唐师傅把一整套伴随
自己几十年的贡面生产工具赠送给陈水
英。接受了伴随师傅一辈子的贡面生产
工具，陈水英既高兴，又感到肩负的重
担。带着师傅的殷切期望，陈水英从此
走上一条振兴常山贡面行业的极难之
路。

说干就干，陈水英于2009年创办了
常山县水英索面专业合作社，并成功注
册了“三衢山”商标，借助衢州与常山的
名气，产品尚未正式面市，就有一定的知
名度。陈水英并没有着急马上生产，借
助以前在政府部门工作时的人脉关系和
十几年来经商建立的客户关系网，陈水
英外出学习，交流，取经，使自己的技艺、
眼界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她引进了部分
机械设备，根据常山贡面的生产工艺要
求，组织人马进行改装、调试。由于陈水
英多方面的努力，产品一经面市，深受消
费者的青睐，产品一直供不应求。并于
2010年—2011年期间受常山县食用菌
办公室的委托，成功开发出“猴头菇索
面”，打破了常山贡面产品单一的格局，
也探索了一条食用菌产业链延伸的新路
子。陈水英的一系列创举，为常山贡面
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减轻了劳动强度，
增加了贡面产能，优化了劳动力结构，提
高了经济效益，推动了整个常山索面行
业的发展。她被业内人士誉为领头羊，
为常山贡面行业的整体发展做出了贡
献，为振兴乡村，走上共同富裕之路做出
了示范。

2012年，陈水英外出办事，骑电瓶车
摔断了腿。当时客户催货又急，陈水英
仅仅休息了半个月，拄着双拐，指挥工人
生产。长时间的劳作，拄拐把腋下磨破
了皮，磨出了血，汗水一浸火辣辣的痛出
泪水来，终于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了
生产任务，受到了客户的称赞，也赢得了
工人们的尊重。2019年又不慎摔断了
腿，由于没有休息好，繁重长时间的工作
造成股骨头坏死，2021 年又换了髋关
节。面对着众多的订单，繁重的生产任
务，陈水英坐在轮椅上干着力所能及的
工作。指挥工人生产，亲自掌控着产品
质量，和工人一起起早摸黑的工作，完成
了一项项工作任务，被工人们敬佩地誉
为“轮椅上的总经理”、“常山贡面女汉
子”。

陈水英的坚持，为常山索面行业的
发展而拼搏的工匠精神，使“三衢山”牌

贡面在市场知名度越来越高，许多客户
慕名前来购买。为此陈水英骄傲地说：

“我们合作社成立十几年来，就没有专业
的营销人员，都是回头客、老客户。消费
者的口碑，胜过一切金杯银杯。产品的
竞争，市场的竞争，说到底是产品质量的
竞争。”

陈水英的艰苦努力，拼搏的匠心精
神，也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个人获得了
衢州市非遗传承人，衢州市乡村百师，衢
州市乡村工匠大师，衢州市第二批专才，
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等光荣称
号，产品也获得了首届衢州有礼旅游商
品三等奖，常山县名宿伴手礼二等奖，衢
州市最受市民喜爱的衢州小吃，浙江省
农博会优质奖，浙江省游客最喜爱的土
特产，浙江省第三批优秀非遗旅游产品，
浙江省名特优食品作坊，首届全国高速
公路美食节最具地方特色名小吃一等奖
等荣誉。陈水英也被市经信局选派到德
国学习工业4.0的先进生产管理经验，省
委党校振兴乡村，共同富裕的理论学习，
通过这些学习，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
路，提升了格局，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更
好的基础。

陈水英个人名气大了，产品知名度
也高了，但为了宣传常山贡面仍不遗余
力，多次积极参加浙江省农博会，上海全
国名特优土特产博览会，中国义乌文博
会，中国南京旅博会，横店诗画浙江·百
县千碗美食节等活动。市县相关部门组
织的各种展销、展示活动她都积极参加，
为提高常山贡面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

面对众多的荣誉，对陈水英来说，既
是动力，也是压力。她在保持传统工艺
不变的情况下，对部分贡面生产设施不
断作出改进，使原来全靠人工的面架改
成可推拉、可升降的面架。改良改进烘

干技术，使贡面生产不受天气的影响，全
年全天候都可以生产。这样减轻了整个
索面行业的生产工作强度，提高了产能，
增加了经济效益，降低了职工入行门槛，
拓宽了就业门路。也带动了更多的人加
入常山贡面行业的生产经营，走上共同
富裕之路。

晒场上，一架架银丝般的常山贡面
迎风轻舞、美如画轴的场景令人难以忘
怀。站在面架前，轻抚银丝般的常山贡
面，她深情地说：“拨动乡愁心弦的不是
微风，是舌尖上的美味记忆。思乡是情
结，唤起乡愁的是刻在灵魂深处的妈妈
的味道。”陈水英对常山贡面的情结，就
是要做一碗好面，一碗有儿时妈妈味道
的面，一碗可慰乡愁的面，一碗有着千年
饮食文化底蕴的面，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足矣，一辈子能做一碗好面也不枉此生
了。

为了常山贡面，陈水英再苦再累也
心甘。

通讯员 鲁承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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