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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1 日凌晨 4 时，淅淅

沥沥的小雨给雁城衡阳带来了

丝丝凉意。每天的这个时间点，

6 岁的妞妞都在酣睡中被妈妈

蒋细云叫醒，她得和爸爸妈妈

去他们经营的小包子铺了。

衡阳市高新区紫云路北街，

陈冬林把车停在包子铺的对面，

蒋细云熟练地把一条空调被裹

住还在熟睡的妞妞，小心翼翼

地安放在车后座。轻轻关好车

门后，蒋细云查看了一下车窗玻

璃，发现留足了给孩子透风的

缝隙后，折回包子铺和丈夫陈

冬林一起忙活。

冰 冷 的雨 滴 打 落 在车上，

妞妞浑然不知。而相比于哥哥

的童年，现在的妞妞幸福了许

多。

17 年前，陈冬林、蒋细云

夫妇从永州市东安县农村来到

衡阳市谋生计，儿子小洁那时

才 4 岁。初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没手艺的夫妇俩做的是菜生意，

住在亲戚家的一个车库里，“白

天黑夜都得开着灯”。和现在

一样的是，夫妇俩凌晨三四点

就得起床去郊区进菜，等折回

市区菜市场，天才蒙蒙亮。和

现在不一样的是，那时夫妇俩

只有一辆二手脚踏三轮车。丈

夫陈冬林骑着三轮车，蒋细云

抱着儿子小洁坐在后面。

现在夫妇俩经营的小包子

铺，是卖菜三年后才有的。

蒋细云说，她生活的改变，

得感谢这小小的包子铺，当然，

她首先要感谢的是教会他们做

包子的老师傅。14 年前，衡阳

一位做包子的老师傅，看夫妇

俩为人诚实、勤劳，主动提出

要教他们做包子。

做包子不难，但把包子做

好、顾客吃的放心称心却不容

易。“它需要手巧，更需要良心。”

陈冬林强调的“良心”，记者接

下来有深刻的体会。

2002 年 3 月 8 日， 包子 铺

开业。虽是小生意，但为了得

到顾客的信任和认可，一些朋

友建议他们给包子铺打个老牌

子。陈冬林却说，顾客的信任

和认可，并不是花钱买个牌子

能获得的。夫妇俩经营的包子

铺，甚至连“包子”两个字都

没有，却不影响生意的红火。

一旁做鱼粉生意的陆姓老板对

记者说，包子铺生意最好的时

候，甚至要排队半小时才能买

到。

老板只管包子不管钱；顾客自找零头很“懂味”——

衡阳自助包子铺，14 年分文未少收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特约记者 陈卫华

想吃包子，把钱投在小桶里，自己找零，带走
包子——因为老板只管做包子，不管收钱。

这是一家开在衡阳市的特殊包子铺 , 生意十分红
火，而让顾客自助买包子的“习惯”，经营包子铺
的夫妇俩坚持了 14 年。以诚相待、以心相交，以
心换心的包子铺，在 14 年里换来了什么呢？

生意好的诀窍不仅仅是包子

口味好，也源于陈冬林夫妇俩 14

年坚持的一个习惯。

当第一轮包子叠放在蒸笼里

开始蒸时，蒋细云把一大叠零钱

放在一个红色的小塑料桶里 ,1

元、5 元、10 元、20 元足足 500 元。

对于为什么要放这么多零钱，蒋

细云说等会就有答案。

凌晨 6 时，包子铺迎来的第

一位顾客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

爷。大爷把一个小盆递给蒋细云

后，便径直走到小红桶子旁边，

熟练地把钱丢进桶里。与此同时，

蒋细云已经把稀饭装好，又打包

好了两笼包子一起递给大爷。

“大爷已经吃了我十多年包

子了，没有提要求每天需要的东

西便都是一样的。”对顾客的需

求蒋细云如数家珍。

大爷走后不久，前来吃早餐

的顾客渐渐增多。让记者吃惊的

是，每个顾客都是直接把钱放

进背对夫妇俩的小红桶里，夫妇

俩忙得顾不上看一眼。一位带朋

友来吃早餐的男子甚至刚进门

便把一张百元钞票放进红桶子

里，在包子铺里和朋友吃完早餐

后再自己找钱离去。

从第一位顾客上门到卖完所

有的早点，夫妇俩只顾做包子包

饺子，其间完全没有接触钱也没

有管过钱。顾客自找零，这就是

包子铺：没招牌，有良心

十四年：没少一分钱，没收一张假钞
凌晨4点，不管刮风下雨，夫妇俩雷打不动在包子铺里开始忙活。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李国栋）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

事，但这对于为家庭婚姻生活排

忧解难的妇联姐妹们来说，群

众的家务事，通常能通过自己的

细心和耐心来为大家一一排解。

10 月 25 日，衡阳市妇联副主席

聂玉萍和南岳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翟亮月在南岳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为南岳区婚姻家庭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简称婚调委）举

行揭牌仪式。会议由南岳区妇联

主席周艳主持，聂玉萍和、区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军等领导为

9 名首批人民调解员颁发了聘书

并分别作了重要讲话，随后还在

区委三楼大会议室举行了工作业

务培训。聂玉萍说，希望南岳婚

调委成立后能更好的发挥作用，

成为广大女性贴心的“娘家人”。  

南岳区：清官巧断家务事，婚调委来帮忙
■资讯

夫妇俩坚持了14 年的习惯。

这个习惯，并不是最开始就

有的。

“刚开店的时候，由于生意

很好，忙不赢，而小生意请人又

不划算，于是我们就想了让顾客

自己找零这个办法。再说我们的

包子饺子都是现做现卖，接触钱

也不卫生。”蒋细云说。

起初，夫妇俩还有些不放心，

一边做包子一边瞄一下装钱的桶

子，后来渐渐发现，顾客都非常

自觉。

“有意思的是，我们自己找钱

的时候，还有一次接过一张百元

的假钞，而让顾客自己找零后，

没有发现一次假钱，钱也没有丢

过。”蒋细云笑着对记者说。

甚至还有些顾客的做法让夫

妇俩有些感动 ：“他吃完包子忘

记付钱，我们也不知道，一个多

月后还主动把钱补上。”更让夫

妇俩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十

多年和顾客的坦诚相待，让

他们渡过了一场危机。

今 年 8 月中旬，湖南

电视台和衡阳当地媒体报

道“衡阳黑心肉坊向包子

铺兜售淋巴肉作肉馅”的

新闻，事发地就在蒋细云所

经营的包子铺所在区。该报道

在引起衡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等部门重视的同时，也波及了

整个衡阳市的包子铺生意，甚至

有包子铺因生意萧条关了门。

不过，让陈冬林夫妇担心的

事情并没有在他们的包子铺出

现。

“一个连钱都放心让顾客给

付的包子铺，我相信绝对不会卖

危害老百姓健康的包子。”一位

带孩子来吃包子的年轻妈妈对记

者说。

“现在大家对外面吃的东西

有些不放心，确实是有原因的。

我们选择相信顾客，顾客才会信

任我们。这个社会，我想人与人

之间起码的信任感还是要有的。”

陈冬林很是感慨，“只要我们做一

天包子，这个习惯我们就会坚持

一天。”

（奖励线索人陈先生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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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自助找零。

一名顾客投进百元大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