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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５４岁的丁亚萍，从巨浪食品公司退
休后又回到了原来的食品车间上班，管理车
间的日常事务。 １９８１年，高中毕业的丁亚萍
通过层层考试，进入了母亲林月意所在的奉
化食品厂。１９９３年，食品厂实施分厂制改革，
丁亚萍被分配到巨浪饮料厂，从此与巨浪结
下了一辈子的缘分，对她来说，巨浪不仅仅
是一份工作，更是她一段人生的历程。

“那时候当工人最光荣！我能进巨浪，当
时全家人都骄傲！ 我妈逢人就说，我闺女分
配到巨浪厂上班了！ 邻居们都别提多羡慕
了！有一个同事原可去国税，他都没去，说就
要当工人！ 我们那辈人真那样，觉得能当工
人特别自豪。就连谈对象，说是巨浪厂的，人
家都得高看一眼。我们的收入在整个奉化的
企业里都算高的， 大家都非常有干劲儿，穿
着一身白大褂，感觉特别有派头！”丁亚萍笑
着回忆。 那时候厂里几乎都是女工，每到桔
子上市时，大家围着一张大桌板，一边说笑

一遍剥桔子，笋上市时就剥笋，虽然辛苦忙
碌，但是都很开心。

当年巨浪所创造的辉煌，只能留在人们
的记忆中。从辉煌时期的１６０多名员工，到现
在留守的１０多个老工人， 中间有着很多无
奈。 丁亚萍翻阅着相册里的老照片，指着那
一张张合影对记者说，“这是一起出去玩的
时候拍的， 这是我们在生产车间里拍的，这
是我们当时的主打产品，如今这些老照片成
了大家的一个念想。 很多退休的，或者是离
开巨浪去其他厂里上班的老同事，都会经常
跟我联系，问问现在厂里的情况，大家感情
都很深。 ”

１９９４年和１９９５年两年是巨浪鲜桔水的
鼎盛时期。公交车上“喝过它，你就会爱上”、
墙面上“请喝巨浪鲜桔水”、站牌上的巨浪食
品厂站，那个年代，奉化到处都能见到巨浪
的身影。 “现在难以想象那时候鲜桔水的购
买盛况。 别说奉化地区，周边的余姚、慈溪、

舟山，还有杭州、南京等，几乎每家小店都有
奉化巨浪鲜桔水的身影。 ”５３岁的江海滨是
巨浪的销售人员， 回忆起那两年的销售盛
况，还显得非常激动。“那时候产量已经非常
高了，到了夏季，绝对供不应求。咱们首先得
供着奉化的各大市场，然后还有周边县市场
来取货的。每天都是用大货车上万箱地往外
运！ 来厂取货的都排长队，想要提前买到我
们的产品， 都得批条子， 得有很大的面子
了！”江海滨说，他们在炒货市场专门开了一
家门市部，门市部每天早上七点开门，很多
零售商早上五六点就去开始排队抢购，到最
后为了保证每个批发商都能拿到鲜桔水，只
能凭票限量购买， 每人每天最多只能买２５
箱。 几年前，由于种种原因，江海滨转了行，
离开了巨浪，心中却一直存着对巨浪的那份
感情，经常去看望老同事和老厂长，和他们
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

“对于我们这一代奉化人来说， 巨浪给
我们的印象应该就是那酸酸甜甜的鲜桔水
和那美味的罐头。 ”市民邵小姐是典型的８０
后，“我家里有两姐妹， 那时候条件不好，每
次我爸妈就只给我们买一根棒棒冰，然后帮
我们从中间掰开，姐妹俩分着吃，我和妹妹
都特别羡慕别人能吃一整根，感觉每次吃完
都不过瘾。后来长大了，有钱买了，却又找不
回那样的感觉了。现在有时候想买一根回忆
下童年，却怎么也买不到了，回想起来，那种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

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创业定居的严先生，
每次带着妻子儿女回奉化时，都要让自己的
老母亲炒上一碗回锅肉炒年糕，“只有巨浪
的回锅肉，加上妈妈的手艺，才会有记忆中
的那种味道。 ”严先生说，在外打拼多年，创
业初期顾不上吃饭， 往往会叫一份外卖来
吃，却怎么也找不到之前在家里吃的回锅肉
炒年糕的味道， 也许这份年糕里饱含的，更
多的是对家乡和对母亲的思念。

� � 巨浪，奉化人的一个记忆：炎炎夏日里，从村口小店买上一根冰得硬邦邦的巨浪棒棒冰，
从中间掰开，开始享受难得的美味，这可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奉化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去
年９月开始，这个“奉化味道”不再生产，可是其中的故事，那份属于我们的巨浪记忆，却一直在
心中萦绕。 本期专刊关注巨浪，探索老品牌闯出新天地的路子———

记忆中的巨浪：老品牌一直在路上

一个品牌
一份坚守

不知道从何时起， 巨浪这个名字好
像从我的记忆中封存了， 加上常年不在
市场转悠，有时候在嘀咕：巨浪是不是没
有了？ 然而因为这次的采访，巨浪再一次
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些愕然，也有些小激
动： 这个曾经在奉化人心中响当当的老
品牌背后，会有怎样的故事呢，它能不能
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呢？

采访巨浪，收获颇丰。 首先，便是我
们这一代奉化人对巨浪的种种情怀。 毫
不夸张，在采访过程中，一提起巨浪，大
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回忆起自己与巨浪的
种种故事。 棒棒冰要一人一半分着吃，回
锅肉是用来炒年糕的， 油焖大头和泡饭
是经典绝配等等。 当得知那充满童年味
道的“桔子露水”已经停产时，他们脸上
所流露出来的那真真切切的惋惜之情，
着实让笔者动容。

另一方面， 巨浪这个传承至今的老
品牌企业， 仍在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前
运动着， 虽然它已或多或少地脱离了时
代的浪尖。 或许它难以放弃固有的思维，
但又看到了新模式的未来。

老品牌有基础、有积淀、有优势。 对
于老品牌，人们总爱谈及情怀，然而“情
怀”消费往往是短暂的。 市场是残酷的，
如果希望通过情怀一直留住顾客， 可以
说是难之又难。 市场对新老品牌都是一
视同仁的，老品牌唯一的优势，便是它留
在人们心中的知晓度， 可是如果老品牌
一直仰仗知晓度而不去创新的话， 市场
只会将其遗忘。

巨浪倔强固执地在挣扎与奋斗，在
碰撞与前行，这不仅仅是巨浪的态度，这
一切都构成了这个时代所有老品牌企业
呈现出来的众生相。 不放弃，不气馁，以
自己的方式来接受新事物， 来消化新事
物，并融合创新出属于自己的新方式。 这
是一种希望，也是老品牌企业传承过去，
继往开来的力量所在。

老品牌的
新探索新发展

创新的最高境界是创造出一种文化，当坚
守价值观成为一种习惯，成功是一件自然到来
的事情。

早在１９９８年开始， 饮料厂体制改革后，巨
浪生产范围便已逐渐扩大，产品从原先单一的
饮料类，发展到了回锅肉、油焖笋、黄桃等各类
罐头，开始了多元化生产。 转型后的巨浪开拓
新市场，结合奉化本地实际开发的罐头类产品
也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其中不去壳手剥笋罐
头，曾在２００８年被第２９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委
会定义为奥运会残奥会杰出贡献食品。虽然没
了当初的“王牌”产品，但罐头产品也逐渐走进
了市民的心中。近年来巨浪还引进全新的设备
开始做起香糟鸭、红烧鱿鱼等家禽、水产类的
真空包装食品，产品远销国内外，在岁月的洗
礼中逐渐站稳了脚跟。

在巨浪回锅肉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切笋
片、煮五花肉、罐装、杀菌，忙碌却有条不紊，一
个个成品罐头，整齐划一地随着传送带向前流
动，仿佛在诉说老口味不变的真理，也唤起了
记者的回忆。 张永成进入车间，亲切地和工人
们打招呼，感情自然地像一家人，“老品牌有它
自己独特的魅力和价值。 ”多年来巨浪的产品
除了朴素包装没有变过外，那真材实料的品质
也一点没变。张永成对多年来始终如一的巨浪
品质充满了自信，今后是不是要研发出针对不
同人群的罐头产品，是否要针对实用与礼品市
场的细分，再推出更加多样的营销方式，是不
是能做得更好做得更大，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甚
至打入更大的国际市场？这些都是张永成日夜
思考的问题。他说，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巨浪顽强地生存下来， 而且受到消费者喜爱，
源于巨浪人对质量安全和老品牌的坚守，所以
他想把巨浪做好做强。

巨浪人，细心守护着“巨浪”的品牌，保持
着真材实料的市场形象，逐渐打下坚实的市场
基础。 与此同时，奉化市民也希望在我国进入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全面实施阶段的时机，“巨浪”
这个老品牌能把握住这个巨大的发展机遇，将
自己修炼成为奉化宝贵的金字招牌，使自己能
向着更深厚、更宽广、更多元化的方向去创新
发展。

� � 说起巨浪，奉化人应该都不陌生，巨浪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被叫做“桔子露
水”的鲜桔水，曾经是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和
儿童的时髦零食。 然而近年来，它却逐渐淡
出了人们的视线，如果不是因为周末在花鸟
市场闲逛时看到了巨浪牌罐头的零售摊，恐
怕当年风靡一时的“王牌”零食品牌就要在
我的记忆中消逝了。

巨浪这个奉化老品牌，在时代发展的浪
潮中经历了７０多年的风雨沉浮。张永成是现
在奉化巨浪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从巨浪饮
料建厂到辉煌一时，再如今的转型，他见证
了这一系列的起伏。 １９８９年，大学刚毕业的
张永成几乎没有一丝犹豫进入了鼎盛时期
奉化食品厂，“其实从１９８６年开始，食品厂已
经在生产那个鲜桔水了，不过规模不大。”一
走进巨浪租用在经济开发区汇泉路上的厂
房，张永成就为记者做起了介绍，巨浪这个
品牌原先是奉化食品厂罐头类的一个国内

品牌，早在１９５６年已经注册，那时还未提出
巨浪饮料的概念， 巨浪饮料原厂最早始于
１９８６年， 仅仅是食品厂内的一个生产车间。
后来食品厂花费１６万美元，从国外引进了一
条先进的自动化流水线，全国仅５条，开始大
规模生产鲜桔水。１９９２年奉化食品厂实施分
厂制改革，饮料分厂成立，专做汽水、可乐、
饮用冰制品等，同时还加工光明牌冰砖。

１９９５年， 眼看着鲜桔水越来越深入人
心，张永成首次提出“巨浪”饮料概念，成立
了奉化巨浪饮料厂。 “为了饮料类的‘巨浪’
这个牌子，还费了一番周折。 ”张永成说，当
初注册饮料类“巨浪”品牌时，发现河南平顶
山一家饮料企业已经注册了这个商标，所以
他和另外一个同事立即赶往了河南，通过多
次与对方沟通协调， 最终以５万元的价格使
对方答应转让商标，由此，“巨浪”商标正式
花落奉化。１９９８年巨浪食品厂转制为巨浪食
品有限公司，开始多元化生产罐头产品。

然而，自２１世纪开始至去年，鲜桔水的
销售情况不再如从前辉煌， 年销量日渐走
低，从１５００多万支，最终保持在１００多万支左
右。 “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市场上同类产品
与替代产品愈渐增多，独生子女消费意识不
断更新，这些都是导致鲜桔水的销量不如从
前的原因。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社会现象，今
后，像鲜桔水这样的中低档产品将慢慢退出
市场。 ”张永成不无遗憾地说道。

由于鲜桔水销售每况愈下， 加上去年９
月，原响岭路巨浪旧厂拆迁，整厂搬迁至经
济开发区汇泉路上，鲜桔水生产线便停止运
作， 自此鲜桔水走完了它曾经辉煌的 “一
生”，彻底退出市场。 “鲜桔水这个产品我们
整整做了３０年，前前后后可谓影响了至少三
代人。 ”张永成每每回忆起来，不免有些无
奈，“不过这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现在我的
唯一希望就是把罐头产品做好，让巨浪这个
奉化老品牌在我的手里能继续下去。 ”

□记者 陈培芳 见习记者 康诗文

那份奉化人的巨浪记忆

巨浪的风雨变迁

原原奉奉化化食食品品厂厂下下班班时时场场景景

巨巨浪浪回回锅锅肉肉生生产产车车间间

车车身身上上的的巨巨浪浪广广告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