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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玉是

海南省儋州市

白马井镇学兰村

人，返乡创业 5 年

来，吴少玉主打“海儋

传统土糖”品牌，将儋

州土糖这一传统食品发

扬光大，形成产业。吴

少玉通过发展儋州土

糖产业项目，已带动

村 子 和 周 边 223

户 、1987 人 脱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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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创业传承祖传技艺

1989年，吴少玉出生在海南
省儋州市白马井镇学兰村。学
兰村不靠山，不靠海，村民大多
以种植甘蔗为生。

大学毕业后，吴少玉和姜龙
吉相识相恋，一起创业，在上海
开了一家假牙加工厂。几年的
打拼，工厂粗具规模，他们在上
海买了房，有了车，日子过得十
分惬意。

2013年春节，吴少玉和姜龙
吉一起回到家乡学兰村过春
节。与父亲闲聊时，父亲拿出一
块土糖，有些感慨地说：“吴家祖
传的土法制糖已有 600 多年历
史，传到我这一辈已经是第五
代。而现在，这种祖传的技艺面
临失传的困境，以后，你们怕是
吃不到如此美味的土糖了。老
祖宗的技艺不能丢，要是能将这
个制糖技艺传承下去该有多
好。”

看着父亲失落的神情，吴少
玉的心被触动了。手艺人最怕
的就是手艺的传承后继无人，别

人 是 这 样 ，父
亲 亦 是 这 样 。
作为吴家的后
代 ，自 己 有 责
任将这种手艺
传承下去。于
是 ，夫 妻 二 人
商 量 后 决 定 ，
停了上海的假
牙 工 厂 ，自 筹
资金回家帮父
亲打理制糖生
意 ，重 振 家 族
产 业 ，将 这 种
传统制糖工艺
保护并传承下

去，弘扬土糖传统文化。
万事开头难。第一年生产

的土糖，由于保存不当，六七成
出现霉变，只得全部召回销毁，
直接损失十多万元。面对挫折，
吴少玉意识到，想要振兴儋州土
糖事业，传承和改良古法工艺是
必由之路。

为此，吴少玉与姜龙吉一起
带领技术人员进行土糖工艺改
良。他们走访相关专家，向老工
匠讨教，不断革新技术，在改良
制糖工艺的同时，大大提高了生
产效率。吴少玉带着土糖样品
四处推销，渐渐地，她的产品销
售到了儋州各镇。美味的土糖，
在儋州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

2015 年 2 月，吴少玉夫妇创
立了自己的品牌。原本一切都
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然而，2016
年的一场台风，几乎将他们的事
业摧毁。

那年8月，台风“电母”袭来，
暴风雨冲毁了吴少玉的制糖基
地。面对一地狼藉，吴少玉很崩
溃。看着她失落的样子，父亲鼓
励她说：“不要难过，糖厂没了，
我们的手艺还在，大不了从头再
来！”

父亲的鼓励，让吴少玉和丈
夫重拾信心，投入到基地的重
建工作中。她发誓，要倾尽全
力扩大生产规模，建一个洪水
冲不走的、达到先进生产标准
的糖厂。

然而，基地重建需要大量资
金，面对资金紧缺的困难，吴少
玉夫妇卖掉了上海和老家的房
子，靠着政府的帮助，用筹来的
资金重建生产车间。他们将土
糖制作传统工艺与现代设备相
结合，制定了严格、科学的生产、
包装到配送流程，夫妻俩天天泡
在车间，与工人一起进行技术攻
坚，不断完善制作工艺，工厂渐
渐有了起色。

2017年3月，吴少玉的“吴氏

糖寮”被列入海南省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与此同
时，她的“海儋土糖”生产基地
也成为海南第一家，也是唯一
一家有资质的“土法制糖传承
基地”。

有了好产品，接下来，吴少
玉开始考虑规模化生产。为了
打开“儋州土糖”销售市场，吴
少玉和丈夫姜龙吉一个管生
产，一个管销售，在进行规模化
生产的同时，组织团队进行市场
营销。

在此之前，“儋州土糖”包装
比较简单，都是大条块包装，一
块 800 克。土糖全面走向市场
后，吴少玉根据市场需求，推出
多种规格的包装，将产品种类进
行了细化。产品的精细化营销，
让消费者有了多样化的选择，进
一步拓展了市场。

以古法制作的“儋州土糖”
历经 18 道传统工序，味道更香
醇，营养价值也更高。因为“儋
州土糖”具有纯正地道的味道和
良好的质量保证，投放市场后，
深受消费者欢迎，即使散装土糖
每斤卖几十元仍供不应求。几
年的发展，吴少玉夫妇将“儋州
土糖”打造成了儋州的一个特色
农业品牌。

致富不忘众乡亲

吴少玉作为土生土长的儋
州人，致富后不忘回馈乡亲。为
了带动本地种植甘蔗的乡邻致
富，吴少玉夫妇牵头成立了甘蔗
种植专业合作社，以“公司+基
地+农户+传统手工艺”的产业经
营模式，吸引附近十里八乡的甘
蔗种植户加入合作社，形成资
源、农户、技艺、企业的完整产业
链。

吴少玉还与白马井镇政府
达成困难户帮扶合作意向。以
传统土糖产业短期投资“保底收
益+年度分红”的模式带动白马
井镇 21 户脱贫户和 223 户巩固
提升户致富。

2020年，公司为困难户提供
了 180 多个工作岗位，学兰村周
边8个村的村民依靠吴少玉夫妇
的带动，种植甘蔗，均获得了较
好的经济效益。为了给困难户
更多的保障，吴少玉设立了“三
保障”基金，连续三年出资帮助
他们解决住房、医疗和教育方
面的问题，解除了困难户的后
顾之忧。几年的时间，吴少玉
的公司让 1987 人脱贫致富，每
年为周边困难户分红超过 50 万
元。

有付出就有收获，仅仅几年
的时间，“海儋土糖”在走向市场
的同时打响了品牌。吴少玉以

“儋州市白马井镇土糖产业村的
乡村振兴路”为主题，以一村一
品、带领乡邻脱贫、建设美丽“糖
村”为思路，先后获得第三届“中
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一等奖、
第二届全国农村创业大赛一等
奖……与此同时，土糖基地还建
起了土糖陈列馆科普区和体验
区。

到了2022年，学兰村已发展
成集传统制糖技艺体验、乡村骑
行和民宿主题为一体的土糖产
业村。为了提升产品的销量、改
善游客的体验度，吴少玉夫妇依
托儋州土糖产业建设农业观光
博览园，在多个直播平台开通了
产品直播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
货的现场销售，拓展了销售渠
道，将土糖销往全国，带领乡邻
们走上致富路。

持续的努力，在推动事业发
展的同时，也让吴少玉收获了许
多荣誉。她获得第十一届全国
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称
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
号……领奖归来，吴少玉说：“这
份荣誉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激
励，也是一种鞭策。土糖技艺的
传承是我的根，是我继续前行的
动力，在今后的事业发展中，我
将继续保持初心，把制糖文化发
扬光大。”

据《恋爱婚姻家庭》

海儋土糖

“熬”出甜蜜生活

经吉林省热力集团有限公司决定，吉林省热力集
团梅河口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20581MA14ALUY3G，注册资本肆佰万元整)吸收
合并吉林省热力集团辽源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220400MA14CUBD60，注册资本壹
佰万元整)。吉林省热力集团辽源市公用事业有限公
司注销，吉林省热力集团梅河口市公用事业有限公司
存续。合并后，吉林省热力集团梅河口市公用事业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万元，吉林省热力集团辽源市
公用事业有限公司资产归吉林省热力集团梅河口市
公用事业有限公司享有，吉林省热力集团辽源市公用
事业有限公司债权债务由吉林省热力集团梅河口市
公用事业有限公司承继。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申报债权债务，逾期
视为自动放弃权利，特此公告。

地址:吉林省梅河口市宁安路1455号
联系人：刘先生
联系电话：13944135820

吸收合并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