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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璇文并摄

今年春节期间天南地北的年夜饭图

景里，预制菜的身影特别引人注目。

过节前夕，佛跳墙、花胶鸡、松鼠桂

鱼、酱香蹄膀等节庆大菜，都以预制菜单

品或套餐礼盒形式出现在超市、餐饮门

店和电商平台的年货区，包装上还大多

配有“鸿运当头”“福虎迎春”“龙腾虎跃”

等应景吉祥语。

在疫情防控、提倡就地过年背景下，经

过预加工环节，用冷冻或真空包装保存，后

期只需简单烹饪即可食用的预制菜，为

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年夜饭的新思路。

北 京 90 后 女 生 吴 雪 下 单 了 一 款 包

括 8 道预制菜的年夜饭礼盒，“以前年

夜饭都由长辈一手操办，光采购就要花

上好几天，还要准备炸丸子、排叉、藕

盒 这 类 小 吃 ， 以 便 串 亲 戚 时 送 上 几 大

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过节流程简

约了不少，串门也省了，做太多菜自家

吃不完，不如试试预制菜”。

“与 2021 年春节相比，今年消费者

似乎更大胆，也更能接受预制菜形式的

年夜饭，甚至会 5 套、8 套地囤年夜饭

套餐。”预制菜品牌“麦子妈”创始人

翁博成说。

松鹤楼电商运营总监罗华也注意到这

一现象，他从网店评论里了解到，“囤套

餐”行为多数发生在年轻人群体中，“大

都是替家里老人买的”。

据 商 务 大 数 据 对 重 点 电 商 平 台 的 监

测 ，2022 全 国 网 上 年 货 节 启 动 以 来 ， 半

成品菜肴受到追捧，预制菜销售额同比增

长 45.9%。

预 制 菜 到 底 在 哪 些 方 面 吸 引 了 消

费 者 ？ 又 带 来 了 怎 样 的 创 业 机 遇 和 市

场 想 象 ？

“硬菜”也能简单做

“预制菜这种免洗免切免调料的菜品，

非常适合像我一样厨艺不精又对食物有要

求的人，可以说是‘懒人福音’。”95 后女生

叶述说。

叶述家住湖南，是豆瓣网站上“半成品

食物交流中心”兴趣小组的创建者。小组成

立一年以来，已吸引近 4 万名对预加工食

品感兴趣的组员在此分享各自的美食体验

和“踩雷经历”。

“什么样的预制菜适合端上年夜饭的

餐桌，是组里最近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不

少人都提名了佛跳墙、花胶鸡这种操作难

度大、工艺复杂的‘硬菜’。”叶述说。

梅菜扣肉和酸菜鱼片，是叶述为自己

选定的年夜饭，“这两道菜烹饪步骤都比较

繁琐，属于‘一个环节做错，毁掉整盘菜’的

类型，与其过年厨艺‘翻车’，还不如直接用

预制菜，做起来也省时间，像梅菜扣肉，加

热几分钟就可以直接吃了”。

在罗华看来，“非家常”正是预制菜年

夜饭吸引消费者的一个关键点。

“比如说，松鼠桂鱼这样的功夫菜，要

在鱼肉上开花刀，又要在热油锅里炸出金

黄色，非常考验刀功和烹饪水平，是很难在

家里做成功的。预制菜就不一样，已经把这

道菜最难的部分都完成了，消费者只需取

出 半 成 品 来 ，按 照 视 频 教 程 进 行 复 炸、浇

汁，操作几分钟就能在年夜饭时段收获一

条品相不错的松鼠桂鱼，你说大家愿不愿

意买？”罗华说。

除了前置烹饪工序、降低“硬菜”烹制

门槛，作为苏帮菜老字号，松鹤楼研制的松

鼠桂鱼、清蒸大白鱼、鸡头米、手剥河虾仁、

火腿煨笋衣等预制菜品，也都带有浓厚的

地方特色，为消费者足不出户尝到苏帮菜

提供了可能。

“后台数据显示，今年发往各地高校的

年夜饭套餐特别多，想必有不少是留校过年

的学生，正惦记着家乡的味道呢。”罗华说。

值得留意的是，近来如知味观、新雅

粤菜馆、杏花楼、广州酒家、陶陶居等餐

饮老字号，都将各自的招牌菜做出了预制

菜版本。

吴雪选购的年夜饭礼盒，便来自一家

尚未在北京开设分店的老字号品牌，“还没

来得及去现场体验，预制菜倒抢了先”。

如何还原味道

味道是衡量菜品价值的重要标准。

发力工艺繁复的“硬菜”、引入地方

特 色 风 味 ， 固 然 是 预 制 菜 的 “ 加 分 项 ”，

但若是在味道上与现烹菜品相差太多，即

便菜品外观出彩，也终究难以抓住消费者

的胃与心。

叶述较为关注预制菜的口味差异，“哪

怕是同一道菜，各家品牌的制作工艺、调味

水平也会有细微差别，还是能吃出不同的。

为确保吃到喜欢的口味，年夜饭准备的两

道预制菜，都提前试过味”。

预制菜的定位介于餐饮和零售食品之

间，涉及门类广泛，食品供应商、连锁餐饮

品牌、电商平台、超市卖场以及创业公司，

都依托各自的优势资源，围绕菜品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进行布局。

“如今新锐品牌层出，正是创业发力的

关键阶段。”翁博成说。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预制菜相

关企业 6.8 万家，其中近 58%企业成立于 5
年内，2018 年注册量首次超过 1 万家，2019
年、2020 年注册量均超过 1.2 万家，2021 年

新增 4000 余家。

在菜品味道上下功夫，是预制菜相关

企业打响品牌的题中应有之义。

“为了让速食菜也能有现烹口感，光是

一道水煮牛肉已经迭代过 3 次，调整了牛

肉选料、腌制工艺、调料包等制作环节。”翁

博成介绍，创立麦子妈品牌之前，团队曾为

多家连锁餐饮企业供应预制菜品，“连锁餐

厅需要口感统一的菜品、稳定的供应链和

快速的出餐速度，预制菜工业化、标准化的

特点正可以满足这些需求，还能节省人工、

租金”。

供应商经历让翁博成在预制菜消费端

看到了创业前景。

“通过客户订单情况和业务往来，可以

了解消费者对菜品口味的喜好，我们又有

供应链资源，可以不断试练菜品，完全能直

接服务消费者。”翁博成说。

餐饮标准化的内在需求，也在助推连

锁餐饮品牌引入预制菜。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12 年我国连锁

餐饮企业里 74%自建了中央厨房。

在大部分消费者尚不知预制菜为何物

时，“中央厨房+预制菜”模式已成为不少

餐厅的“后厨标配”。2020 年，疫情阻断餐

饮线下消费，餐饮企业进一步发力预制菜

消费端市场。

“松鹤楼的门店后厨和消费端预制菜，

供应链是共用的，我们认为目前预制菜还

原现烹菜的程度可以达到九成。像八宝饭

这 样 容 易 做 成 预 制 菜 又 带 有 时 令 性 的 菜

品，我们会先在线上推出，待时令到了再在

门店售卖。”罗华说。

值得留意的是，与现烹菜品相比，预制

菜品对保鲜要求更高，企业在包装、配送、

温控、供应链等方面也要具备相应的能力。

“速冻食品需要锁鲜技术来保留食材

的风味和口感，但急冻技术研发成本也不

低，比如说零下 196 摄氏度急冻锁鲜技术

能 将 2-5 小 时 的 速 冻 时 间 缩 短 到 1-5 分

钟，但成本要比传统-35 摄氏度速冻技术

高出 10 倍。”翁博成说。

还处于发展初期

吴雪用“超出预期”来形容预制菜年

夜饭礼盒，“没想到用料还挺实在，本来

家里长辈不大赞成我去买预制菜，尝了几

口也说还可以，配上家里炒的几道菜，吃

得挺不错”。

不过，被问及是否会将预制菜纳入日

常餐饮时，吴雪却表示，“尝鲜感觉是不错，

但没想过天天吃，预制菜才刚开始流行，先

看看再说”。

据罗华介绍，如今预制菜业务收益已

接近松鹤楼总收入的三分之一，“的确会有

顾客对预制菜的质量表示质疑，或是不清

楚到底该怎样加工，但消费者能去关注这

些问题，起码已经对预制菜有好奇心，目前

整个行业还处于发展初期，出现各种疑虑

都是正常的”。

在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预制

菜行业尚存在两个痛点，“一是预制菜尚未

出现国家标准，二是消费者对预制菜的认

可度和接受度还不高”。

有业内人士提出，随着代表餐饮标准

化的预制菜快速发展，餐厅“去厨师化”将

成为一种趋势。

对此，朱丹蓬认为，“预制菜的确在‘去

厨师化’，但不代表厨师会批量失业，一是

厨师可以去从事研发新菜等工作，二是预

制菜不代表餐饮业的全部生态，像商务正

餐就需要厨师，厨师的应用场景是不会消

失的。”

在松鹤楼做出一道合格的松鼠桂鱼，

需 刻 出 108 块 形 如 蒜 瓣 的 鱼 肉 而 鱼 皮 不

断，这样的精细化要求只能由厨师来完成。

“过年前，苏州总店的厨师下班后都要

到中央厨房去做松鼠桂鱼半成品，因为人

手有限，这道菜还是限量售卖的。”罗华说。

在罗华看来，预制菜现阶段的技术水

平，还谈不到“夺走厨师的饭碗”的地步。

“ 很 多 讲 究 工 艺 细 节 的 预 制 菜 ，在 制

作 时 都 需 要 厨 师 参 与 ，比 如 焖 肉 ，机 器 切

出 来 ，是 四 四 方 方 比 较 呆 板 的 ，而 厨 师 则

能顺着纹路斜着切，呈现出的效果是不同

的 。此 外 ，并 不 是 所 有 菜 品 都 能 做 成 预 制

菜 ，比 如 说 蔬 菜 水 果 考 验 新 鲜 度、响 油 鳝

糊 鳝 段 容 易 烂 掉 ，现 阶 段 还 很 难 实 现 预

制 。像 我 们 自 己 的 厨 师 ，对 中 央 厨 房 和 预

制 菜 的 态 度 都 很 淡 定 。”

罗华说。

当 年 夜 饭 已 在 一 年

一 度 的“ 朋 友 圈 晒 图 大

赛 ”中 定 格 ，由 年 夜 饭 带

热的预制菜，还在引发新

的探讨。

当预制菜加入年夜饭阵营

实习生 杨歆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走 失 14 年 的 孙 卓 回 到 了 亲 生 父 亲

孙海洋的身边。在镜头中看到父子二人

紧紧相拥，“悟空游”团队成员觉得收获

了 比 物 质 更 珍 贵 的 东 西 。5 个 多 月 前 ，

“悟空游”团队曾受某公益组织邀请，利

用“AI 图像修复”技术，先后修复了监控

视频中的人贩子画面、孙卓儿时旧照，以

及孙海洋年轻时的照片。

“悟空游”团队由华中科技大学软件

学院博士生盛建中组建，团队十余名大

学生来自华中科大、武汉大学、武汉理工

大学 3 所高校，团队自主研发“AI 宝贝：

应 用 于 寻 亲 的 图 像 高 超 分 辨 率 修 复 系

统”，两年来已免费为 1000 余名走失儿

童修复模糊旧照。其中，6 人在照片修复

后 1 个多月至 1 年多的时间里，回到了亲

人身边。“能找到亲人最好。若找不到，还

有一张清晰的照片给家属留个念想。”盛

建中这样看待团队这份坚持的意义。

团队的诞生源于 2020 年 1 月底的一

天，当时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盛建中

白天在社区做完志愿服务，晚上回到家

刷微博时偶然看到几条寻亲信息。他发

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失踪儿童的照片

大多模糊破损、难以辨认，“拿着这样的

照片寻亲，有心也无力”。盛建中的科研

方向之一是“图像处理”，他便萌生了利

用专业技术知识助力寻亲的想法。

盛建中招揽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加

入，在学院老师的指导下，经过半年时间

反复训练和测试，团队研发出一套图像

修复人工智能算法，通过“全局修复”“人

脸增强”“超分辨率重建”三大技术应用，

解决寻亲照片中“人脸不够清晰”这一核

心问题。

“这套系统修复速度快、细节还原准

确。”盛建中滑动鼠标，向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演示：将一张模糊的人像图片输入

系统，几分钟后，一张修复好的图片便自

动生成。人像五官清晰度与图片分辨率

均大幅提升，原本 20KB 左右的照片，经

修复后可达 150MB。

陕西省宝鸡市千阳县的蒲牛娃就是

一位被找回的走失儿童，蒲牛娃 1985 年

出生，1989 年走失。2021 年 5 月 10 日，盛

建中的团队对其走失前的旧照片进行修

复，照片上的蒲牛娃从面目模糊变得高

清可辨、五官灵动。36 天后，走丢 32 年的蒲

牛娃被找到，与家人团聚。

盛建中说，电影《失孤》中刘德华饰演

的“父亲”在寻子时，将孩子的相片印刷在

旗子上；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寻亲家庭想

将孩子相片印制在汽车上，“这意味着，照

片首先需要五官清晰、像素高”。

盛建中与一家知名寻亲公益组织取得

联系，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免费修复该平台

提供的走失儿童模糊照片，并以此设计成

“爱心胶带”，将修复后的照片和寻亲信息

印制在胶带上，方便寻亲信息扩散。

此外，修复完善后的照片还被用于“寻

亲版”网页、SIM 卡、彩铃、共享单车吊牌、

食品包装袋上⋯⋯目前，团队参与制作的

爱 心 产 品 类 别 达 25 种、分 布 10 大 行 业 领

域。遍及 18 个省份的 85 家企业相继参与到

这场爱心接力中。“让寻亲照片更清晰、传

播 面 更 广 。”这 是 盛 建 中 创 立 团 队 时 的 初

心，如今正一步步成为现实。

2021 年清明节前夕，退役军人事务部

启动“为烈士寻亲”活动，人民日报官方

微信公布“为 100 位烈士寻亲”信息，向

全社会征集线索。盛建中浏览后发现，由

于年代久远，很多烈士的人像十分模糊。

“他们牺牲时还很年轻，却连一张像样的照

片都没有。”盛建中产生了“为烈士修复照

片”的想法。

这一提议得到团队一致响应。课业繁

重的大学生们熬夜赶工，一张张地“抠”出

人物头像，输入人工智能算法系统修复，再

还原至海报。3 天后，团队官微发布了经图

像修复后的烈士照片。他们做的这些工作，

都是免费的。

一次，盛建中提到以后用比赛奖金给

大家发工资，同学们一听急了：“谁要你的

钱！你不给钱我们也会做。”

武 汉 大 学 2019 级 新 闻 与 传 播 学 专 业

学生刘贝贝，曾全程参与爱心胶带等的设

计推广工作。对她来说，能够和团队发挥所

学为寻亲做点事儿，辛苦也值得。

当在电视上看到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孙

卓和父母紧紧抱在一起，刘贝贝体会到“一

切努力都有意义”。新闻播出的那天，对华

中科技大学 2018 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严涵来说，同样有着特殊的意义。16 岁那

年，她在观看《感动中国》电视节目时被一

家寻亲公益组织创始人的经历打动。如今，

她所在的团队与该公益组织“牵手”寻亲，

一起见证走失儿童的回家之路。

对比以往参加的志愿服务，严涵发现，

修复照片助力寻亲，大多数时候并不能马

上收获成效，“除了志愿初心，我们更需要

内驱动力”。对团队来说，看到更多“孙卓”

与亲人团聚，就是最强劲的内驱动力。

团队还自发修复钱学森、黄旭华等科

学家青年时期的照片，结合其事迹制作成

短视频发布。“那些科学家年轻时也是相貌

堂堂，他们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奉献了一辈

子，在我心里，他们才是真正的明星。”盛建

中说。

从小就想当科学家的盛建中，也有一

颗服务社会的心 。2021 年，他带领团队在

国际顶级人工智能会议 AAAI 和 CVPR 上

发 表 过 两 篇 论 文 ，获 得 中 国 国 际“ 互 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湖北省铜奖等

奖项，拥有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 20 余项。

春节就要到了，山西晋城寻亲母亲晓

霞（化名）加快了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寻亲信

息的频次。她的儿子王玉云 1993 年出生，5
岁 时 走 失 。2018 年 8 月 以 来 ，晓 霞 发 布 了

471 条寻亲视频。新近几条视频中，小玉云

的照片更清晰了。经“悟空游”团队技术修

复，照片上的小玉云白白净净、五官清晰。

这张辨识度更高的照片，让寻亲 24 年的晓

霞“看到了更多希望”，“有一天，我儿子能

想起妈妈是理发的，走进我的理发店，该多

好啊”。

实际上，团队的图像修复技术可以运

用于多种场景。目前，团队已成立武汉悟空

游人工智能应用软件有限公司，与武汉铁

路公安局签署合作协议，参与修复犯罪嫌

疑人照片，助力案件侦破。

眼下，走上创业路的大学生们，也要

面临“盈利以维持机器运作”“拓展图像

技术应用渠道”等问题。盛建中深知，团

队未来的发展任重道远。只是，他常常会

想起寻亲母亲晓霞给他们的留言：“你们

这些爱心人士的帮助，照亮了被拐孩子回

家的路。”

“AI图像修复”照亮走失孩子“回家的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实习生 王 杰

虽然已经过了丰

收 的 日 子 ，安 徽 省 黄

山市黟县南屏村七约

农场的空气中仍然飘

散 着 稻 米 香 。不 远 处

的 黟 县 县 城 里 ，占 地

2100 平 方 米 的 崭 新

的七约米酒酒厂建成

了。这些景象背后，是

一群年轻“新农人”创

业奋斗的印记。

几 年 来 ，85 后 许

学超带着一帮小年轻

脚蹬胶靴、头戴草帽，

晒稻子、打理稻田、酿

米酒、开展研学，成为

当 地 独 特 的 风 景 线 。

许 学 超 也 被 称 作“ 徽

州农夫”。

许学超家乡在安

徽 铜 陵 。2008 年 ，他

从安徽农业大学植物

保 护 专 业 毕 业 后 ，去

了江苏一家企业销售

农 药 。那 时 候 他 觉 得

做 农 业 收 入 少 ，社 会

地位也不高。

一 次 ，许 学 超 和

同事出差时无意中发

现了一处地沟油生产

点 ，他 们 拨 打 了 举 报

电 话 ，这 件 事 给 了 许

学 超 很 大 的 触 动 ，他

想，能不能为食品安全做些什么？比如生产

出生态、绿色的农产品。

2015 年 ，许 学 超 辞 职 回 乡 ，召 集 了 几

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到了黄山脚下的南

屏村，因为这里有“最好的土地和空气”。他

们承包了 20 亩土地，以契约的方式，让农

户按照有机方式种植大米，并建立了“七约

农场”，主打环保、绿色、有机、零添加的生

态种植理念。

许学超说，七约谐音“契约”，包含

自然、真实、专业、合作、分享、感恩、

博爱七重含义，“古徽州人和徽商都重视

契约，我们想延续这种精神，做到不用农

药化肥，传播零添加、有机、生态的农业

理念，带领乡亲们致富”。

但开始并不顺利，农场的有机理念和

当地村民的传统思想有冲突。七约农场坚

决排斥一切化肥工业产品，耕地、插秧、

除草都坚持人工工作，村民质疑：“不用

化肥，哪来的产量？一群大学生，什么都

不懂。”

第一年秋天，七约农场的一亩田产量

不到 500 斤，比使用化肥的少了一半。顶着

村民的质疑，许学超坚持有机稻种植，并承

诺用高出市场价两至三倍的价格收购村民

的有机大米。一有空闲，许学超就和村民学

如何用牛粪、菜籽饼、红花草肥田，许学超

则教村民们生态农学知识。

第二年秋收，亩产量增加到 700 多斤，

这次的丰收打消了村民的质疑，也吸引了

更多村民加入七约。

许学超发现，虽然有机稻产量见涨，但

在销售市场上竞争激烈，他又把主意“打”

到米酒上，“徽州自古就有做米酒的传统，

用有机稻米做米酒附加值高”。

在邀请专业酿酒技艺传承人指导后，

许学超和团队根据不同品种的稻米，陆续

研发了多个米酒产品，2017 年研发出“ 七

约醇香米酒”，2018 年“七约红米酒”上市。

2020 年父亲节，许学超推出新款米酒

产品，名为“陪爸爸喝一杯”。“我家乡在铜

陵，来到黟县创业以后，在家乡当木匠的父

亲也辞去工作，来帮我打理家庭农场，这款

米酒包含了我对父亲的感恩之情。”他说。

当年，七约的米酒销售额突破 500 万元。随

着销量越来越高，创业团队新建了一座酒

厂，将产品拓展至 20 多款，还设计了让年

轻人喜爱的包装。

如今，七约团队人员架构也愈加完善，

现有 20 多个员工，许学超也加入了黄山市

青年企业家协会。

1996 年 出 生 的 汪 淑 芬 是 今 年 新 加 入

的员工。她之前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她坦

言，自己曾想过返乡，但从来没想过有一天

会和农田打上交道，许学超团队的创业故

事深深吸引了她。汪淑芬负责电商销售，对

接客户，还得干客服的活，事情虽然繁杂，

但她觉得很有意思。“团队创意理念正吸引

更多人。”汪淑芬观察到，公司招聘时，很多

外地青年被吸引，公司新进员工里，就有人

来自安徽马鞍山、阜阳、六安，还有一位员

工的家乡在内蒙古自治区。

在南屏村，许学超还找到了自己的另

一半：妻子邵如意。作为一对“新农人”，他

们的故事被当地村民称赞为世外桃源里的

爱情。

七约农场在生产生态稻米和米酒产品

的同时，还办起耕读学堂，在研学中传播

徽州传统文化。夏天，许学超带着城里来

的孩子去稻田插秧，去菜园摘蔬菜，去山

上看茶叶，秋天则带着年轻人看稻田音乐

会，去田里读诗。“大自然很美，我们希

望在扎根乡村的同时，带来更多新理念，

让更多人看到这里，为乡村振兴奉献一分

力量。”许学超说。

﹃
徽州农夫

﹄
许学超

许学超

返乡创业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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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一大学生团队免费修复千余张照片

走失儿童王玉云旧照修复前后对比图。 受访者供图

帮创业者上头条

超市里的预制菜柜台。

佛跳墙、红烧肉、白切鸡、烧猪手、煲仔饭⋯⋯不到 20 分钟，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年夜饭端上餐桌。

凭借“菜式多种类”“制作零门槛”，2022 年春节，预制菜线上线下销售火爆，成了抢手的新年货。

在广州一些线下门店，春节预制菜种类丰富，从单品菜肴到全套年夜饭应有尽有。有消费者表

示，春节期间购买几道工艺复杂的“横菜”，吃饭时自己再炒几个小菜，省时省力又美味。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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