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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经济报近日报道：“于家厨房、刘府面道、张嫂子、
金山早茶4家锅盖面领军企业，合资成立镇江锅盖面产业
集团，将共同投资1000万元，建设镇江锅盖面旗舰店，三分
面条七分文化，打造镇江锅盖面地标与走出去的模型。”还
是挺兴奋的，镇江人引以为傲的特色餐饮，终于开始握指
成拳，谋划产业级别的兴起了。

镇江的面，不必多说了。却由此想侃侃近年来最红火
的另一碗面，特别是那碗面背后的那个人。

那一碗面叫和府捞面，近年来，无论是餐饮市场，还是
资本领域，这碗面都是风生水起，即使疫情三年，它也同样
能够淡然面对，傲然挺立，高歌猛进。这一碗面的故事，媒
体报道已然很多，我们的文章《别人家的面条有故事》《床
垫的高价 面馆的巅峰 雪地靴的空间》也曾经侃过。但看
懂这一碗面的故事，更需要透视表象，不只是看“面”，还要
看看“面”后面的那个人。

和府捞面创始人李学林曾言：“就算在非常极端的情
况下，和府捞面在两年之内也依然能生存，这背后来源于
我们跟传统餐饮企业完全不一样的一套模式。”“完全不一
样”，因为“面”背后的人，本就不一样。

与传统餐饮企业的创办人、经营者不一样，李学林并
不是餐饮行业出身。他本是通讯行业中人。2000年，李学林
在江苏省白蒲镇组建了际通连锁手机，开启了自己的第一
次创业之旅。在不断的探索中，际通从白蒲的一家店发展
到遍布江苏各市，后来成为江苏手机零售行业的龙头。
2010年，手机零售行业发展进入白热化阶段，李学林开始
寻找新的商机，于是他将目光放在了与通讯行业八竿子打
不着的餐饮业。

有媒体如是评价：“李学林曾在3C消费领域浸染多
年，对数字化和企业流程管理有很强的落地能力。”2020华
映资本年度大会上，李学林所做主题演讲“小面大生意，疫
情之中的餐饮快消化密码”的内容便可证明。

谈及“要想做大做强餐饮行业的未来在哪里”，李学
林如是说：“标准化、信息化、组织、资本、人才等，都是制
约了整个产业发展的核心因素”。论到“市场千变万化哪
些是永远不变的”，李学林则提出，一是产品，二是效率，
三是商业资源整合以及成本控制的能力，并且说：“无论
市场怎么变，时代怎么变，客群怎么变，当我们有一个长
期坚持的决心，有一个看到长期变化的眼力，看到当下问
题本质的能力，有一个不断去深挖和构建生态的能力。”
发现没有，演讲主题是“小面大生意”，但其核心讲述，没
有一个“面”字出现。这些内容，放在一个数字经济的论坛
上说，毫无违和。

所以，和府捞面，是一碗面，却又不是一碗面。事实上，
我们完全可以说，李学林的创业，走的完全是一条新消费
理念、新经济模式的道路，一碗面，只是这些理念、模式借
以落地的载体而已。和府捞面之路，本质上，是一条新理
念、新技术、新模式对传统产业的赋能之路。于是，我们便
能理解，李学林第一次创业手机零售行业时所积累、学习
到的视野、能力与经验，对他在餐饮业二次创业的重要意
义。于是，我们更能理解那一句话——打破旧桎梏，看见新
世界。

打破旧桎梏，看见新世界。曾经被沿海发达城市“抛
弃”的手机制造业，一旦打破旧有认知，重新定位于智力终
端产业，立刻被北上广深等国内头部城市竞相逐鹿。同样，
以报社为例。

当我们总是沉浸于“报人”或者“新闻人”这些曾经被
无数从业者引以为傲的身份而不能自拔的时候，或许我们
终将被新时代“抛弃”。

但如果我们打破旧有认知，重新定位，是信息的收集
者、整合者、传播者的时候，发展的空间将无限之大，且将
永远与时代同行。

新著《王志纲论战略》中有言：“跳出惯性，跳出路径依
赖，跳出成功模式，跳出思维定式。在那些已经非常成熟的
领域，已经有系统的经验和规律可循的情况下，当外部环
境改变时，惯性就成为改革的阻力，让人陷于原有的视野
不能自拔……只有跳出惯性，才能踏浪前行，勇立潮头。”

李学林在餐饮业的跳出惯性，源于其跨界的创业实
践；镇江锅盖面行业同仁的跳出惯性，源于强烈的发展渴
望。大潮迭涌的新时代，最宝贵的，正是这些勇于“跳出”，
谋求、实践“不一样”的人。

是一碗面，却又不是一碗面
□ 华 翔

科学看待新品 理性对待宣传

容，有误导消费者之嫌。
市消协调查选择了 4 名体验志愿

者，测试分别使用普通电饭煲和调查购
买的 4款“低糖电饭煲”，以同样的大米
做成米饭。4名体验员分两天食用，每次
100克米饭，分别记录餐前血糖、餐后半
小时、一小时、两小时的血糖数值。

根据实测血糖数值和曲线图，可以
看出普通米饭和低糖米饭进入人体后，
形成的血糖差异并不大，在被人体吸收
后转化成了几乎同样多的血糖，更不存
在降糖的功效。从低糖饭分离出的米汤
色泽来看，似乎其中含有糖分，但根据实
测结果，无论米汤中是否真的有糖，低糖
饭对人体血糖并无多少影响。在米饭的
形态上，4款低糖电饭煲煮出的低糖饭颗
粒都完整；而在口感上，低糖饭相对普通
米饭烂、黏，苏泊尔、美的在米饭最下层
会有少量米汤，锅底粘黏较多。

根据这一体验调查实验，市消协发
布的调查结果认为：低糖电饭煲和降血
糖无关。

记者也仔细查看了市消协公布的体
验志愿者实测血糖数值和曲线变化图，
可以看出普通米饭和低糖米饭进入人体
后，随着时间的变化，有的志愿者食用低
糖饭血糖有升高再降低的过程，而食用
普通米饭则逐步降低；有的志愿者食用
低糖饭的血糖上升幅度超过了食用普通

米饭的血糖上升幅度；有的志愿者食用
普通米饭的血糖数值变化，高于食用低
糖饭时……相关数据显示，两者区别和
变化都不大，存在因人而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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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有高有低 市民观点不一

消协体验调查 数据差距不大

记者了解到，前不久，市消费者协
会还针对市场上的“低糖电饭煲”进行
了体验调查，并在其“镇江智慧 315”微
信号进行了调查结果发布：

本次调查中，市消协选择了市面上
常见的苏泊尔、九阳、美的、千寿等 4款

“低糖电饭煲”，分别由工作人员以普通
消费者的身份，在知名电商平台的品牌
旗舰店购买。

这 4款“低糖电饭煲”在产品页面
对机器的工作原理介绍清晰，均是以米
汤分离，蒸熟米饭的方式，制作“低糖

饭”。而4家客服人员
在回答体验员的咨询
时均表示，该电饭煲
对糖尿病人有用。苏
泊尔客服还介绍称，
大米在水煮的过程中
可以把一部分淀粉溶
于米汤中，从而降低
米饭升糖水平。

工作人员调查时
还发现，在该知名电
商平台上搜索发现，
不少店铺销售的低糖
电饭煲在名称上直接
用“高血糖专用电饭
煲”“降糖”“脱糖”等

在某著名电商平台，输入“低糖电
饭煲”，可以搜索到很多结果，包括“美
的”“美菱”“苏泊尔”“松下”等品牌，价
格一般在 300元至 600元左右，而一些
进口品牌的价格高达 1199 元、2399
元。有的突出“陶瓷内胆”“精钢球釜”
等设计特点，有的突出“快速烹饪”“健

康低糖”等多种功能。
在另一家电商平台，记者输入“低

糖电饭煲”，有多个结果，价格从 80多
元至 400元不等，一些进口的品牌价格
更高在 700元左右。这些产品大多打
出了“米汤分离，健康低糖”的口号，有
的还突出“特快”“大火力”“古法去糖抗
糖”等特点。除了电饭煲之外，还有一
些10多元的低糖蒸笼。

记者查看了一些品牌的消费者评
价，有的消费者从外观和功能对产品进
行了肯定，有的消费者则认为产品存在
问题，“低糖饭煮了 40分钟还是生的，
无语了……”很多消费者是因为家中有
糖尿病患者，才购买相关产品，都表示

“饭挺香的，希望真的有降糖作用……”
有专业人士指出，提到“低糖电饭

煲”，消费者的第一感觉往往是与血糖
相关。实际上，低糖电饭煲是指此类电
饭煲通过技术手段，在蒸煮过程中降低
米饭中的还原糖，煮出“低糖饭”，与降
低人体血糖完全是两个概念。

针对“低糖电饭煲”的作用，市民观
点不一。张先生表示，同样的原料，比
如大米，不管制作时方式，是加水煮还
是隔水蒸，这并不能改变其内在营养成
分。“商家以这样的卖点进行销售，只是
增加一种噱头，电饭煲本身应该不会起
到降低血糖的作用。”

而因为糖尿病，购买了某品牌“低
糖电饭煲”的黄女士则认为，科技不断
发展，产品不停更新，通过不同的烹饪
方法，降低糖分的摄入也是可能的，“尽
管控制血糖离不开药物，但注意日常的
饮食，控制下摄入量也不是坏事……”

结合本次体验调查的情况，市消协
提醒消费者，科学看待低糖电饭煲功
效，理性面对产品广告宣传。

在选购低糖电饭煲时，应注意以下
几点：

科学看待低糖电饭煲。使用降糖
电饭煲煮出的“低糖饭”可能在某些糖
分含量上有所减少，但也不能无节制地
食用，而且“低糖饭”对血糖的影响与普
通米饭相差无几，更不可能降血糖。

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品牌产品。品
牌企业对原材料、零部件及产品的质量
控制较严，企业管理水平较高，产品质
量更有保证，售后服务也相对完善；同
时，要在正规渠道购买，消费者权益更
能得到有效保障。

查看产品的标签和说明，并索要凭
证。选购“低糖电饭煲”时要查看产品
名称、生产厂名和厂址，以及是否有

“3C”认证、产品使用说明书以及保修

卡，并且要向商家索要发票、交易单据
等重要凭证并妥善保管。

理性面对产品广告宣传。购买前
不妨多查询产品的抽检、比较试验情况
和权威媒体报道，了解清楚并正确理解

“低糖电饭煲”的功能效果、网络评价
等，切勿只看产品的宣传介绍，凭经验
感觉判断。对宣称降糖率高，又没有第
三方检测机构的鉴定报告或证书做支
撑的，应慎重购买。

（调查数据图片来自市消协公众号）

“低糖电饭煲”能够降血糖吗？
市民观点不一市民观点不一 市消协开展体验调查市消协开展体验调查

近年来，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普及，市场上
出现了一种宣称具有“降糖”“低糖”的“低糖电饭
煲”产品，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与兴趣。

有消费者认为，商家以这样的卖点进行销
售，只是增加一种噱头，电饭煲本身应该不会起
到降低血糖的作用；也有消费者认为，这是一种
新产品，可以通过不同的烹饪方法，降低糖分的
摄入。

记者同时了解到，前不久，市消费者协会还针
对市场上的“低糖电饭煲”产品进行了体验调查。

科普实验“彩色的影子”

某品牌“低糖电饭煲”工作原理

某品牌宣传显示低糖饭不能代替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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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调查志愿者血糖变化曲线图

“低糖电饭煲”能够降血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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