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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到北京打拼，在北大
校园里卖过水果、门口摆摊卖过
烧烤……陈秀凤说，北大是自己
创业的起点。2016年，发现自己
烧烤摊上的烤鹅腿特别受欢迎，
陈秀凤干脆专门做起烤鹅腿。她
把自己的微信名也改为“鹅腿阿
姨”，“主要方便学生联系”。

一只烤鹅腿从清洗处理到烤
制好送到学生手中，要经历漫长
的14小时。一天24小时，除了6
个小时的睡眠时间，陈秀凤几乎
每天18个小时连轴转。

清晨 6 点，供销商送来了新
鲜的鹅腿。陈秀凤和丈夫梁德才

开始一一清洗、改刀、腌制。不
知不觉就忙到了中午。“午饭都
是凑合着吃。”陈秀凤老家在连
云港赣榆城头镇，吃点家乡带来
的煎饼卷虾皮，能省一点时间是
一点。”一旁的桌子上，是刚从老
家送来的煎饼、虾皮、大米等家乡
特产。

陈秀凤和梁德才经常挂在嘴
边的一句话是“品质和信誉第
一”，为了这句承诺，8年来，陈秀
凤凡事亲力亲为，烤鹅腿品质一
直“杠杠的”。

美味的烤鹅腿背后，是日复
一日的重复劳动。“孩子们喜欢

吃，就有动力。”短暂的午休过后，
陈秀凤和梁德才就开始为鹅腿穿
串，然后送进蒸箱蒸熟，晚上6点
左右开始烤制。

去年11月底火爆全网后，陈
秀凤把在杭州工作的大儿子梁雨
叫来北京。微信群太多，陈秀凤

“手速”跟不上，干脆把线上订单
都交给大儿子打理。北大 30多
个鹅腿群，清华10多个，人大20
来个……最近这段时间鹅腿群数
量还在不断增加。

梁雨的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
停，特别是下午时分，要订鹅腿的
人实在是太多了。几分钟不看手

机，就涌进来上千条未读消息，时
不时还有电话进来。

“海淀区高校特别多，我们现
在只为高校送鹅腿，社会订单都
顾不上。”梁雨说，每天下午5点
开始在群里发布鹅腿订单，2分
钟几百只鹅腿就被一抢而空，“现
在方便了很多，我们上了‘快团
团’，订鹅腿要拼手速。”

每晚烤鹅腿时，梁雨才会出
现在店里，帮着把烤好的鹅腿装
进保温袋。“让我坐在那大半天处
理鹅腿，待不住。”梁雨说，“我爸
妈很能吃苦，也很能坚持，这点我
作为‘90’后真的做不到。”

已申请注册商标，准备把品牌做大做强

“鹅腿阿姨”陈秀凤想成为“老干妈”
去年年底，连云港赣榆的“鹅

腿阿姨”陈秀凤火爆出圈，北大、
清华、人大等高校学子纷纷抢单
烤鹅腿。一时间，“泼天的流量”
让陈秀凤有点招架不住。今年3
月8日，54岁的“鹅腿阿姨”登上
了北大“2024 青年创投女性发
展论坛”，其持久为生活努力的
模样，成为万千普通人的缩影。
“我已经申请注册‘鹅腿阿姨’商
标。接下来，想好好把品牌做大
做强，希望能做成‘老干妈’那样
的品牌。”近日，陈秀凤对前来采
访的记者说。据了解，3月中旬，
陈秀凤新选址的烤鹅腿店已重新
开张，只做线上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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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8日，陈秀凤作为唯一一
位特邀嘉宾，登上了在北大百周年纪念
讲堂举行的“2024青年创投女性发展
论坛”，讲述平凡人创业的励志故事。
她寄语同学们“人生之路很漫长，不是
一步就能迈过去的。年轻的你们充满
了生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鹅腿阿姨’是千千万万普通创业
者的缩影，特别具有代表性，这也是我
们邀请她的原因，更能体现北大‘兼容
并包’的价值观。”北大创新学社副会长
崔铮说，“‘鹅腿阿姨’坚持了很多年，可
能少一年，就没有‘鹅腿阿姨’这个品
牌。持久地为一件事情而努力，这本身
也是一种创业者精神。”

目前在学生们的帮助下，陈秀凤
已申请注册“鹅腿阿姨”品牌，她也一
直想找合适的企业投资建厂，扩大生
产规模，把用良心、用感情烤出来的
鹅腿品牌做大做强。在提到家乡赣
榆时，陈秀凤眼里有眷恋也有泪光，
和无数在外拼搏的人一样，希望家乡
越来越好越来越富裕。

“我们在北京挺好的。家乡的孩子
们有机会也多来北京看一看、走一走，
感受下首都的历史底蕴和名校的文化
氛围。”陈秀凤说，每年寒暑假都能回老
家过一段时间，“落叶归根，到了干不动
的那一天，还是要回老家的。希望家乡
新农村建设越来越好。”

每晚 6 点，陈秀凤站在烤架
旁，开始为一只只鹅腿翻面，刷上
花生油、蜂蜜、秘制酱汁……

“我们家用的调料都是自己
买来原料现磨的。”“鹅腿阿姨”负
责烤制，丈夫负责磨料、打下手。
一炉能烤出四五十只鹅腿，需要
十来分钟。从下午6点到晚上8
点半，陈秀凤一刻也不得闲。

天渐渐热了，戴着口罩、帽子
的陈秀凤，不一会就闷出一头汗，
但为了烤鹅腿的卫生，她一直坚
持着。

“烤鹅腿的火候很重要，还有
调料的配比。”每烤完四五轮，陈
秀凤就要添上新的炭火，接着烤
起来。

在此期间，订单消息、电话不
断涌进来。3 月 20 日晚 8 点 10

分，清华大学毕业留校做科研的
张老师开车来取预订好的200只
烤鹅腿。“我上学的时候就喜欢吃
这烤鹅腿，这次是为小区邻居‘代
购’，不收一分钱跑腿费。”张老师
笑着说，“大家之所以这么喜爱吃
烤鹅腿，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鹅腿
阿姨’火了，而是因为口感和品
质。清华大学周边五道口的美食
可多了，但这么好吃又健康的烤
鹅腿可是独一家。”

晚上 8 点半左右，陈秀凤骑
着电动车，载着满满一大箱烤鹅
腿，向着海淀区高校出发。每晚
去的高校都不一样，“今晚送北
大。”

晚上9点 10分，北大西南门
已经排起了领鹅腿的长队。

“无论刮风还是下雨、下雪，

‘鹅腿阿姨’都准时在晚上9点20
分之前把热乎乎的烤鹅腿送到学
校门口，对这个行业特别有敬畏
之心，特别有使命感。”海淀区送
水小哥石先生说，“希望阿姨做得
越来越好，越来越强。”

春夏秋季节天气还算不错。
冬日的北京，气温最低降到零下
20多摄氏度，陈秀凤在学校门口
一站就是一个多小时，手都冻皲
裂了。

晚上10点半多，陈秀凤用绳
子捆好空掉的保温箱，戴上头盔，
骑车淹没在茫茫的夜色中。

“大一的时候就吃过烤鹅腿，
味道很好。但我认为‘鹅腿阿姨’
最宝贵的地方不仅仅在于鹅腿烤
得好吃，而是她身上一些独有的
品质。”蒋晓棠来自赣榆区，是北

大2020级学生，“她非常真诚，和
我们大学生之间建立感情架构和
信任关系，这在当今浮躁的社会
尤为可贵。”

“每一步都很不容易。”北漂
近25年，其中的艰辛只有陈秀凤
夫妇俩知道，“大学生能够这么信
任我，我挺感动的。”

下雨的时候，大学生们会送
来雨伞和雨衣。记得有一次，陈
秀凤腿摔伤进了医院，学生们主
动要去医院看望她，都被她婉拒
了。

“一位北大的毕业生，4月份
就要出国了，走之前特别订了
100 只烤鹅腿放在冰箱里，想吃
的时候就拿出来自己加热下。”对
于陈秀凤来说，学生们都爱吃自
己做的烤鹅腿，内心就满足了。

她是千万普通创
业者的缩影

她是持久努力的“鹅腿阿姨”

“鹅腿阿姨”陈秀凤在店铺内烤制鹅腿 通讯员供图

北漂25年

她和高校学子建立起信任架构真诚相待

打造品牌

“鹅腿阿姨”陈秀凤和丈夫梁德才对烤制好
的鹅腿进行打包

学生排队等候领鹅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