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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艺界的“大师”，朋友圈的大哥

苏晓明的退休生活很精彩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朱朝阳 谢嘉

时隔 6年，又见到苏大师。

虽然朋友们都叫他苏大师，但我更喜欢叫他苏大哥。

大师，是工作上的，业务上的；而大哥，才是茶桌上的，酒桌上的，生活上的。

时隔 6年，又见苏大哥。

虽然，他已年近 70了，但依然朝气蓬勃，像江湖兄弟一枚。

论年龄，他是我父亲那一辈的，但我习惯叫他大哥，否则喝起酒来不嗨。

他，名叫苏晓明，是株洲土生土长的三湘名厨，是株洲厨艺界的大佬，是圈内知名的热心大

哥，是酒桌上热情奔放的饮者……

关于他的故事，且听我来讲讲吧。

苏晓明除了烹饪，最大的爱好就是旅行。

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晚年，他像年轻人一样生活

苏晓明，虽然已满 70岁，但他的

一言一行，根本看不出是位老者。

这让记者感觉好奇，因为做厨师行

业，比较辛苦，又常年与油烟打交

道，很容易患呼吸道疾病。还有，当

厨师大鱼大肉少不了，对健康很不

宜。但这些规律，在苏晓明这里好

像都失效了。他喝酒吃肉，像年轻

时一样，没有顾忌。

记者：苏大师，您身体看上去很

硬朗，吃嘛嘛香，真是不错啊。

苏晓明：我的身体还算可以，每

年体检，没发现有什么大毛病。有点

点高血压，不碍事。

记者：保持健康的身体，你有什

么心得？

苏晓明：一是坚持锻炼，我每天

至少跑七八公里，早上 4 点多起床，

慢跑一大圈，然后回家吃早餐。第

二，我觉得人上了年纪，心态要保持

年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不要一

味地去养生，像年轻人一样生活就可

以了。

记者：看你比较喜欢喝酒，这对

你身体好吗？

苏晓明：酒这东西，应该是因人

而异。有人天生喝不得酒，就不要勉

强。而我，从十几岁开始喝酒，适应

了，不喝反而没劲。我有个好习惯，

就是喝完酒一定要吃碗饭，另外，我

不超量。喝醉，肯定伤身体的。

记者：你现在还喜欢下厨是吧？

苏晓明：是的。烹饪是我最喜

欢的事情。离开厨师岗位这么多年

了，我手艺还没丢，也一直在钻研烹

饪。有些年轻厨师向我讨教手艺，

我都会毫不保留地教。趁现在手脚

还利索，多为餐饮行业做点贡献吧。

为何朋友们都叫他“苏大师”?

时光回溯到 1980 年，当时株洲市

正在进行全市各大饭店和酒楼的厨艺

大比武，有一位年轻的厨师手抓一只

仔鸡，只见手起刀落，在开水里浸一

下，几下剥净鸡毛，庖丁解牛般剁鸡、

入锅、翻炒、加料等动作一气呵成，一

眨眼功夫，一盘色泽金黄的麻辣子鸡

就呈现在评委面前。裁判一看时间，

哇咔！才 1 分 47 秒，这速度贼快，看上

去色香味俱全。最终凭借这道鲜嫩、

酥脆的麻辣子鸡，这位年轻的厨师一

举夺得本次大赛冠军，他就是本文的

主人公——苏晓明，这位当时年仅 26

岁的烹饪新秀从此走入大众的眼中。

苏晓明，1974 年毕业于株洲商业

技校烹饪专业（现湖南省商业技术学

院），妥妥的科班出身（相对于那个年

代而言），分配到湘江饭店后也是从学

徒做起，他说刚开始是在厨房打杂，记

得当年师父们是早上 8 时上班，我 6 时

就到厨房，把煤加满，把火炉子烧起

来，把卫生搞干净，晚上 8 时下班，我

10 时还在清理厨房拖地封炉子，每天

都这样，这些事情都做利索了，之后我

开始切菜配菜，上灶台掌勺。就这样

经过几年的苦练基本功，他已经成为

了行业里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因为有着扎实的基本功和聪明的

头脑，1987 年至 1989 年苏晓明被单位

派去德国援助，那个年代出国，只有单

位的技术标兵和骨干分子才有这样的

机会。这次经历让他获益匪浅，不仅

学习了西餐、西点的制作，而且还改良

了湘菜，让外国人爱上中国菜。此后，

他的烹饪事业一路高歌，回国后提干，

既要管理团队，还要亲自上灶做菜接

待慕名而来的食客，市里的各种接待

国家级、省级领导的重任也接踵而来，

一年几次市一级的会议餐更是点名道

姓不能缺席。苏晓明一时间名声大

噪，甚至还得到了某军分区后勤部门

的青睐，从此该军区只要有重要接待

任务，必请他出马，这任务一接就是二

十多年，直到他退休。在忙忙碌碌的

工作之余，苏晓明也没有落下在厨艺

上的进步，他作为当时年轻一代的厨

艺杠把子的一员，少不了要经常到各

地培训和参赛，那几年获得的奖项和

荣誉多达几十项。2005 年，还被朋友

请到非洲津巴布韦首都的酒店指导为

时近一年，助其做强做大，时任总统穆

加贝多次吃到他做的菜，如今这家酒

店早已在当地享有盛名。

2008 年是他的事业巅峰。“去奥运

会 做 菜 ，是 这 辈 子 最 自 豪 的 事 情 之

一。”苏晓明称，2008 年他和其他两名

湘籍厨师，被选中赴北京担任奥运会

期间的厨师，他的任务是在奥运会新

闻中心做湘菜，接待国内外媒体工作

人员。当时，每个厨师都要开出 10 个

拿手菜单，并全部做出给相关评委品

鉴，只有过关了才能上奥运餐桌。毛

氏红烧肉、桂花蹄筋、酸辣荔枝鱿鱼

……10 多年了，苏晓明一直记得这些

菜名，他说这些菜都是一次性通过的，

并且受到同行的称赞。那时候，只要

他一开始炒菜，闲下来的厨师，就会围

在他身边观摩，俨然他成了一位“明

星”。

苏晓明在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的这

些年，他并没有放松学习和提升，那时

的厨师证书既考理论又考实操，工余

闲暇就啃书本理论知识，做实操练菜

常常练到三更半夜，一道菜要练上百

遍，到 2011 年把当时能考的厨师资格

证书都考下来了，从此把光鲜亮丽的

厨艺舞台让给了年轻的一代厨师，不

再涉足各种比赛和考证，转而一心一

意钻研菜品，到各地交流考察，传帮带

新人，指导参赛。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朋友们称

他为苏大师了吧？如果说当下社会大

师一词水分很大，那苏晓明是大师中

的干货了。

其实，他是朋友们的苏大哥

苏晓明从事烹饪工作几十年，

是爱好，更是追求。现在，虽然退居

二线多年了，但他仍然活跃在厨艺

界中。

“忆当年，烹饪比武，摘金夺银，

如囊中探物。看今朝，心系庖厨，传

道授业，视当仁不让。”这是他的妻

子为他写的一副对联。

他经常参加株洲餐饮协会举办

的各种活动。一方面希望为株洲餐

饮业的不断发展壮大献计献策；另

一方面也希望自己能与时俱进，与

时代发展同频；更重要的也是想把

自己的一身手艺寻找一个更广泛的

途径传承下去，发现好苗子，培养更

多的厨艺界的后起之秀。

他也是各大酒店、餐馆的座上

宾。因为功底深厚，隔三差五就会

有人请他去店里品菜，为酒店经营

号诊把脉，他总能根据各店的实际

情况切中要害开处方，精准找到各

自的定位，呈现不同的风味特色，对

于这些事情，他都是有求必应，不讲

任何条件，不摆任何架子，而且不计

回报，深得同行的喜爱，所以大家总

喜欢请他去店里指导，为了能让他

多去几次，有的甚至开出高新聘请

当顾问，但他总是一口拒绝，他说只

想把自己一生的经验告诉大家，只

要大家愿意学，他就乐在其中，万金

买不到的快乐。他还经常说，做菜

其实就是做人，菜品看人品，每做一

道菜，无论是大菜还是小到一份凉

菜，厨师都要亲自选料，一丝不苟，

不适合的材料，坚决不要，也绝不偷

工减料。

苏晓明性格豪爽，讲义气，热情

好客。每有朋友上他家，他总会拿

出最好的酒水，亲自下厨炒几个家

常菜来待友。

而朋友请他去外面聚餐，他也

喜欢带上珍藏多年的好酒，跟朋友

分享，一旦酒喝开了，他便与年轻人

称兄道弟起来，丝毫不像一位七旬

老者。

进入古稀之年的苏大师，用五

十多年厨艺生涯告诉自己的弟子及

晚辈，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

菜，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博采

众长，为烹饪事业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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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钱包里，还有几张信用卡？

你钱包里还有几张信用卡？

“最多的时候办了 3 张信用卡，现在只剩 1

张，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支付有优惠的时候会用一下，然后马上还

掉。”

“没必要进行超前花费，信用卡开通也比较

复杂，不想多办张卡。”

“一般的消费就用自己的钱就好了，不想超

前消费。实在没钱了，也可以暂时用花呗。”

记者在一个以年轻人为主的微信群发起了

一个小调查，发现他们对信用卡的认可程度并不

高，实在需要透支消费，会使用更为便捷的花呗。

在记者的调查中，商务人士一般拥有 3 到 4

张信用卡，且额度不低。在某企业任职的黄先生

频繁使用的就是公务卡，他说：“主要看重它的自

动还款功能，比较省心。其他自办的信用卡在机

场、高铁站等可以享受 VIP 待遇，这些功能不错，

服务也好，是工作生活中的好伙伴。”

信用卡缩量，意味着什么？

信用卡数量“缩水”，也有数据佐证。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

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7.6亿张，环

比下降 0.85%。与 2023 年末 7.67 亿张的总量相

比，减少约 700万张，这也是该指标连续第 6个季

度环比负增长。

这样的趋势在各家银行的年报中也得到印

证。截至 2023 年末，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储

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和平安银行的信用卡

流通卡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金融机构业内人士分析，信用卡缩量，一定

程度上是发展的必然。经历了长期重规模的粗

放式发展，转为当前更为精细的高质量发展阶

段，缩量难以避免。一方面源自监管政策要求，

监管部门对于信用卡业务的风险防控、合规经营

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另一方面，银行自身

基于对风险管理体系的完善和风险管理策略的

调整，采取了更为精准高效的获客方式。

消费贷和互联网金融吸引年轻客群

在信用卡诞生之初，凭借“延迟还款”“分期

付款”的独特模式，有效减轻消费者的经济负担，

很长时间里成为“香饽饽”。

时至今日，品种丰富的消费信贷产品接连推

出，能够更快速、便捷地满足支付需求，这对信用

卡的原有客群造成冲击。

“平时不花什么大钱，用花呗就够了！”这是

当下许多消费者的选择。

随着网络支付、科技金融的发展，包括花呗、

借呗、白条等消费信贷产品层出不穷，这些产品

门槛更低、操作更便捷，自然吸引了更多年轻人

的目光。

“ 当 下 一 些 年 轻 人 的 消 费 观 念 在 发 生 变

化，他们更注重理性消费，信用卡的透支功能

不再被一些年轻人所青睐。”某银行信贷业务

经理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贷产品也在大额支付领

域大放光彩。

1 月 15 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指出，

2023 年以来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推动消费信贷

业务发展，商业银行个人消费贷款利率总体处于

较低水平，对于信用良好的优质客户，实际贷款

利率最低 4%以下，接近一年期 LPR（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水平，即 3.45%。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株洲各大银行的消费贷

利率多为“3 字头”，其中部分最低利率逼近或低

于 3%，如长沙银行“快乐秒贷”为 3.6%、中国银行

的随心智贷为 3.4%等。

一些年轻人更爱攒钱，拒绝透支

“自从戒掉信用卡之后，消费更理性了。”在

90 后小刘看来，不再透支信用卡消费，是理性的

回归。

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手头紧张又不愿意降

低生活品质的小刘，最多的时候办理了 3 张信用

卡。“因为支付‘无感’，不知不觉就会过度消费。”

小刘告诉记者，“消费的时候爽了，还款的日子慌

了，哪怕选择最低还款，一个月也要还一两万，其

中还有不少是利息。”

去年，小刘把名下的信用卡全部注销了，只

用储蓄卡消费，根据卡内余额来理性消费。

在社交媒体上，存钱、攒钱成了热门话题。

支付宝数据显示，余额宝用户中有 2000 万 00 后

选择定时存钱，640 万 00 后设置了边花边攒，消

费一笔就记得攒一笔。

除了消费观念的改变，信用卡权益规则缩

水，也成为不少用户抛弃信用卡的原因之一。

“办卡的时候，工作人员介绍了很多诱人

的权益，办卡后不到半年，权益快速缩水，现在

基本用不上了。”小谭曾在某商场购物时被推

荐办理了某银行的联名信用卡，可享受该商超

95 折优惠和消费积分返现的权益。当时觉得

很香，用了一段时间后，该优惠权益却改变了

规则。

年费，也是信用卡绕不开的话题。

“因为太久没用信用卡，忘记了每年还要扣

年费，因此产生了年费逾期，影响了个人征信记

录。”有消费者因此而注销了信用卡。

精细化管理，提高客户的获得感

打折喝奶茶、消费随机立减、积分兑换礼品

……对习惯使用信用卡的市民来说，每年能从消

费中薅到不少羊毛，也是一种有效的理财手段，

这也成为信用卡拓展的手段之一。

随着信用卡市场逐步进入存量经营时代，良

好的客户体验成为留住消费者的关键。如何提

高客户的获得感，部分银行在本地客群运营方面

进行发力。比如，长沙银行打造的弗兰社子品

牌，专注“吃喝玩乐美”的本地金融＋生活生态，

开展年货节、踏青季、龙虾节、水果节、咖啡节等

活动，推动城市消费的复苏与发展。

事实证明，金融供给端的精准对接，能够收

获更多的客户。与连续 6 季度下降的全国总量

相比，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机构的信

用卡流通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金融机构如何应对信用卡缩量、信用卡交易

规模缩水的大趋势？有金融专家建议，以信用卡

为代表的消费金融业务应不断提高单客价值，提

高持卡人体验，将其作为服务高价值客户的重要

抓手，挖掘开拓消费市场。

某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分享停用信用卡的经

验心得。

发卡量连续6个季度下降

信用卡“失宠”，出路在哪？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文/图

“感觉心里踏实多了！”近日收到信用卡注销的信息，市民刘女士如释重

负。作为曾经的信用卡爱好者，她坦言，小小的卡片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烦恼，

“不消费就要交年费，实在肉痛，所以决定和它告别。”

当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与李女士的想法不谋而合。7 月，央行公布的

《2024 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发卡量持续下降，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7.6亿张，环比下降 0.85%。

从“人手一张”到“纷纷销卡”，年轻人的消费习惯有哪些变化？信用卡缩

量意味着什么？信用卡业务又该如何转型发展？【 】

某银行信用卡推出的体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