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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吃过许多烧烤，总有几
家店，让你很留恋。可能是口味合
心意，可能是老板对脾气，也可能是
某个细节打动了你。总之，这样的
店让你安心，给你归属，无论走到哪
里，你都想着回头再来。

3 月 23 日晚上 8 点，记者走进
位于昌吉市长宁南路的金鸣串烧总
店，看见结束了一天忙碌的打工族
们聚集在这里，两瓶啤酒、一盘烧
烤，开启了美滋滋的夜生活。“说起
吃烧烤，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金鸣
串烧，我在他家吃了很多年，味道一
直没变，老板性格开朗，服务热情周
到。”市民王女士一边撸着串儿，一
边啧啧称赞。

投资失败 摆摊从零开始再创
业

田法志是金鸣串烧的创始人，
在一众高手过招的烧烤江湖中，他
用独特的味道另辟天地，22年来坚
守一隅，吸引众多创业者加盟，在新
疆开出近70家分店。

在风起云涌的烧烤行业，从来
不缺乏新的品牌涌现，也不缺乏揭
竿而起的创业者。难的是如何活得
久，还要活得好，田法志显然已经掌
握了致富密码。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万众创
业的年代。1994年，17岁的田法志
从河南老家来到了昌吉。他和许多
创业者一样，相信双手改变命运，带
着一腔热血和浑身迸发的力量，投
资开了一间豆腐坊。创业的路艰辛
崎岖，也许栽几个跟头才能找到适
合的方向，田法志也不例外。2001
年，因为经营不善，田法志的豆腐坊
倒闭。无奈，田法志和妻子只好在
昌吉市延安南路摆摊卖烧烤。田法
志说：“我本来不会烧烤，但为了生
计，只能硬着头皮摆摊，只要能挣钱
还债，干啥都行。”

作为创业者来说，田法志是幸
运的。“我记得很清楚，摆摊卖烧烤
的第一天我挣了 18 元钱，虽然不
多，但让我看到了希望。”田法志回
忆创业之初，感慨不已。

众口难调 大众点评投其所好
干餐饮的人总有自己的秘密武

器，要么是独家配方，要么是特殊食
材，田法志也不例外。

刚开始卖烧烤，田法志只能凭
借自己的感觉用料，怎么烤、烤多
久、放什么料都靠摸索，好在他摆
摊的位置很好，人流量较大。既然
不会烤那就请教别人，田法志会细
心询问每一位顾客对味道的评价，
记住大众的喜好，调整自己的烧烤
配料。

田法志说：“摆摊的时候不是
难，是非常难。在零下30多度的室
外一站一天，回家后脚趾冻得掰不
开，尽管发着高烧，打完吊针就得出
摊，生怕错失回头顾客。那时候我
和媳妇每天只睡 3 个小时，几乎天
天出摊，就想着能研究出好吃的味

道，多挣点钱。”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众点

评和不断探索调整，2004 年，田法
志研究出了受人欢迎的味道，自此
金鸣串烧也在昌吉烧烤界扎下了
根。

同年，田法志租下了一间店铺，
烧烤种类增加到了上百种，不仅夫
妻俩有了遮风挡雨的地方，钟情于
金鸣串烧的吃货们也有了固定的就
餐场地。

事业有成 金鸣串烧香飘万家
现在的田法志可以算得上是人

生赢家，家庭幸福，衣食无忧，有车
有房。虽然可以做甩手掌柜，但在
烧烤方面田法志还是喜欢自己动
手，将食材刷油上炉，中火慢烤，烤
至表皮焦黄，趁热刷上酱料，撒上辣
椒，让食材在大火上翻滚一会儿，激
发出辣子的香味，被酱料包裹，田法
志烤出的串，咸是前调，香是中调，
辣是后调，最后在口中回味的香辣，
正如新疆人不变的性格一样，浓烈
持久。

随着金鸣串烧的名气越来越
大，慕名而来的加盟者也越来越多，
但想加盟金鸣串烧，可要经得住田
法志的考验。“不是谁想加盟我都同
意，你得是真心想要创业，人品要
好，没有不良嗜好，重要的是要踏踏
实实诚信经营。”田法志说，他拒绝
过很多加盟者，经他同意加盟的人
现在生意都很红火，事实证明田法
志看人的眼光很准。

田法志总说：“男人 35 岁之前
要钻进‘钱眼’里打拼，45岁之前要
钻出‘钱眼’进入到兴业的境界。”现
在，田法志对挣钱的心态逐渐淡定，
每天下午 6 时营业，他已经鲜少在
烟火中忙碌，他喜欢与投缘的食客
聊天，心血来潮时还会写点东西，记
录他精彩的创业路。

采访结束时，田法志向记者展
示了自己创作的诗赋《立志得法》抒
怀人生：

中原学子学无成，豪言壮语疆
域行。满怀热血去创业，梦幻西域
好风情。怎奈天不遂人愿，黄土地
上去务农。汗洒土地小三年，天地
人和有收成。年少无知随心霍，短
暂成功了无踪。豪情壮志又三年。
事业底谷痛心声，满腔热血心未
死。家搬昌吉过新生。坎坎坷坷过
三载，幸遇恩人郝铁龙。国学礼仪
先行孝，事业有失反思中。学会施
舍积德善，做人做事先立命。忠孝
礼仪人之本，诚信守法心要明。昨
日之过昨日过，今日之善今日行。
厚德载物善行人，刻薄穷酸坏家
庭。家庭和谐小格局，满怀天下是
众生。天赠豪车与豪房，福禄寿星
住家中。人人慈悲行天下，和谐社
会大家庭。苍天不负有心人，人人
幸福国之情。善言美德人人传，世
代千秋留芳名。

3月16日，缕缕暖阳洒满呼图壁县园户
村镇上二工村村民李军的鲜花种植大棚内，
一株株花卉幼苗嫩绿嫩绿，一派生机盎然。

“我种植了13个大棚，占地35亩，主要种植向
日葵、洋甘菊、满天星等6个品种，因为鲜花
品相好，成活率高，一个大棚的纯利润在4万
元左右。”李军笑着说。

李军毕业于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此
前一直从事市政绿化工程。3年前，李军发
现鲜切花市场潜力大，他看准商机，从昆明购
入花苗，分别在呼图壁县、乌鲁木齐市和昌吉
市种植大棚花卉。

李军告诉记者，仅仅依靠之前的工作经
验是不够的，他通过在网上学习、去昆明和沭
阳等地参加培训、请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专家教授现场指导等方式不断学习花卉栽培
技术，整天“泡”在大棚里研究花卉种植，逐步
形成了现在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基地，成为
新疆明珠花卉市场花卉供给种植户之一。

养花并非易事，尤其是大棚花卉，从栽苗
到出圃销售，每个环节都至关重要。李军说：

“大棚种植鲜花从播种到出圃需要45天到3
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既要调节好温度
和湿度，还要加强病虫害防控，才能保证花苗
的成活率和观赏性。”

“今年天气热得晚，我们3月5号开始栽
苗，比往年推迟了半个月。你看，这些花都是
幼苗状态，还未成型，预计5月就可以上市。”
李军一边带着工人们栽苗一边说，手底下很
利落。

今年50岁的苗栽凤家就住在上二工村，

去年春天开始到鲜花种植大棚打工。“我家本
来有十几亩农田，土地流转金一年就有1万
多元，我在花卉大棚做计件采收，一年下来收
入近3万元，比种田收入高多了。”苗栽凤说，
在这打工的工人都是基地周边的村民，年龄
都在50岁左右，平时帮着治虫、除草、施肥、
采摘、包装等，增加了一份收入。

3月至12月，按多劳多得的方式，李军会
雇用长期或短期的一批工人们在大棚栽苗、
整地、施肥、采收等，带动了周边村民们就近
就业1500余人次。

“上二工村以种植业为主，这几年年轻劳
动力外出务工，农户将农田流转出去。李军
的鲜花种植不仅盘活了土地，还解决了部分
赋闲在家的劳动力，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带
来了直接收入。”呼图壁县园户村镇上二工村
村委会主任马国军介绍。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园户村镇加
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近年来，该镇积
极抓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大力推广花
卉、果蔬等特色农产品种植，着力激发发展潜
力和后劲，有力促进了农业升级增效、村民增
收致富。

“我们还在不断探索花卉产业发展的新
渠道，把花卉大棚发展作为发展设施农业的
举措之一，助力乡村振兴锦上添花。”呼图壁
县园户村镇党委委员陈香表示，今年该镇将
推进“一村一品”示范创建，利用区位优势，因
地制宜引导群众发展特色产业，辐射带动当
地群众就业创业，精准发力，为农民增收提供
产业保障，加快农业产业化现代化。

图为鲜花种植大棚里，李军端着花卉幼苗，喜不自禁。

田法志和妻子正在准备串烧食材。 本报记者 王硕 摄

从路边摊到70家分店

田法志：“金”石为开“鸣”扬昌吉
本报记者 王硕 实习生 霍明

大棚里开出乡村振兴“花”
本报记者 何春泉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