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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齐云霞）7月19日，河南省餐饮
与住宿行业协会会长张海林、副会长刘志全、副秘
书长史燕、舆情中心副主任靳中兴等一行来我市
调研，焦作市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会长和金贵、副
会长兼秘书长宋太安等陪同调研。

当日上午，张海林一行在焦作迎宾馆与焦
作市餐饮与住宿行业代表进行了座谈，详细了
解了焦作目前餐饮市场的情况，就当前形势下
如何解围纾困，发挥焦作当地特色餐饮优势，进
一步提升质量、服务、品质，服务焦作经济，促进
焦作经济繁荣，进行了深入交流。现场大家畅
所欲言，各抒己见，总结经验，查找不足。

当日下午，张海林一行在和金贵等人的陪同
下到博爱县实地考察。现场参观了兰州牛肉面发
源地苏寨村陈家老宅和陈氏祠堂、花间巷餐饮一
条街；详细了解了牛肉面的历史渊源和“回归”以
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博爱牛肉丸、屠王大骨头等地
方特色餐饮品牌的建设和推广情况。

和金贵表示，焦作市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将
不忘初心，与所有会员单位共同努力，帮助更多餐
饮企业成为优秀品牌，各餐企单位也要不断增强
创新意识，培育发展新优势，突破转型升级瓶颈，
激发行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促进我市餐饮市场
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美味、
健康的食物。

图① 张海林（前右二）在屠王大骨头花间巷
店了解情况。

图②③ 张海林在陈维精老宅调研。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本报讯（记者陈东明）日前，
牛肉面创始人陈维精后人陈九如
收到一封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决定
函，驳回一起关于第4969858号
第43类“马家大爷”注册商标连
续三年不使用的撤销申请，有力
维护了“马家大爷”商标品牌的正
常使用。

作为我市一家知名餐饮品
牌，自在焦作市场推出后，“马家
大爷”不但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
迎，也在全国餐饮市场引起了关
注，并成为一些人“瞄准”的目标，
据陈九如介绍，事先接到一封国
家知识产权局的通知，才知道有
人申请撤销其拥有的“马家大爷”
商标使用权。随后，陈九如立即
组织材料进行了答辩。最终国家
知识产权局确定驳回对方的撤销
申请。

据了解，在此之前，通过网络
搜索显示，不但“马家大爷”的商
标被“盯住”，假冒之事也不少。
2014年，牛肉面的历史渊源被挖
掘报道后，引起社会轰动和消费
者的兴趣和关注，一定程度上也
助力了牛肉面在全国餐饮市场的
推广和普及，成为一个热点。这
也引起一些蹭热点牟利者的注
意，网上显示，一些人打着“马家
大爷”旗号开展全国加盟，一些人
自称陈维精后人创牌子开店。

记者上网搜索发现，一些假

冒“马家大爷”开展加盟的商家，
不但在牌子上假冒，连网上加盟
资料里面有关“马家大爷”牛肉面
店的文字介绍和图片都直接照
抄，在如今网络如此发达的地步，
其作为低劣大胆到让人不可想
象。

说起这件事，陈九如表示，亦
喜亦忧。喜的是这段尘封200多
年的历史被挖掘出来后引起世人
关注，最终使得河南与甘肃、焦作
与兰州、陈马两姓之间200多年
的文化传承逐脉络渐清晰地展示
在世人面前，反映出我们传统餐
饮文化的魅力。忧的是，在弘扬
传承文化时，一些商家不应失去
底线，要坚守良知，走正道。

河南马家大爷餐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王军表示，为了
更好地弘扬牛肉面传统文化和让
更多的人品尝到清汤牛肉面这道
美食，在陈九如的指导下，多年
来，公司一直在致力于产品的标
准化和量化制作，对文化进行深
度挖掘，对技术不断创新，对经营
模式和产品、市场进行布局，推进
焦作市地方餐饮品牌餐饮现代化
建设和品牌加盟战略的实施。

“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在全
社会的关注和爱护下，‘马家大
爷’这个特色餐饮品牌一定会走
得更好，成为焦作市一张靓丽的
名片。”王军说。

携手同心 纾困解难

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领导莅临我市调研

“马家大爷”受到“关注”
企业负责人表示将加强品牌建设

上图 陈
九如正在展示
牛肉面。

左图 一
碗香味浓郁的
马家大爷牛肉
面。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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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苦寻烈士舅舅安葬地，三次不远千
里到焦作寻亲寻根，如今已经63岁的广西南
宁河南籍老人郜建成，终于兑现了父母的承
诺，也收获了沉甸甸的革命家族史——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郭树勋郭树勋

三次奔赴焦作，完
成父母心愿，找到了烈士舅舅安可群
的安葬地，感谢沁阳市人民政府、山王庄镇
政府……感谢马庄村的乡亲们……”记者近日与远在广西南宁的
63岁河南籍老人郜建成通电话时，从那断断续续的话语中能够感
受到他抑制不住的激动心情，“三次焦作之行，最大感受是收获了
沉甸甸的革命家族史。”

父母的心愿？舅舅安可群？安葬地？革命家族史……揭开
一个个谜底，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不能被遗忘的家国记忆。

“

千里寻夫，《集结号》情景再现

郜建成的父亲叫郜作胜，是沁阳
市山王庄镇马庄村人；母亲安国英也
是马庄村人，只不过之前马庄村分为
上、下村，父母二人一个是上马庄村
人，一个是下马庄村人。

打开沁阳市史志，郜作胜赫然在
列：1915年出生在沁阳市山王庄镇马
庄村，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7月，在山西省决死三纵队四
团七连任机枪班长，因战负伤转业到
山西省武乡县供销社工作。1946年调
回沁阳县民政科工作，先后任二区民
政助理员、三区武工队政委。1947年
至1949年，在禁烟总局豫北办事处武
陟站任经理和办事处人事股股长。
1949年6月随大军南下，先后在广西
任平乐专区粮食局局长、自治区粮食
厅办公室主任等，百色地区财办主任、
地委常委、专署副专员、行署顾问等。

郜建成从小就听父母讲过舅娘千
里寻夫的事。那是1950年的一天，南
下广西的郜作胜家里突然来了一位衣
衫褴褛的乡下妇女，她就是母亲安国
英的弟弟安可群的妻子。这位从河南
沁阳一路受尽磨难来到广西的普通妇
女，如同《集结号》里的烈士王金存的
妻子一样，“看到同村参加革命的老少
爷们一个个回来，却没有自己丈夫的
音讯”，无论在哪里都要找到丈夫，成
了她唯一的寄托和希望。

郜作胜当即给解放军总政治部写
信查询，很快被告知：安可群于1949
年在四川成都战役中牺牲，牺牲时年
仅22岁；生前所在部队三野九十八团
一营，任教导员。

“舅娘等待多年，得到一张革命烈
士证明书。”郜建成说，“后来又经过父亲
多方打听，才获悉舅舅的准确牺牲地在
四川万县，是在攻打万县城时不幸中弹

牺牲。父母当时就给舅娘承诺，一定要
找到舅舅的安葬地，把舅舅带回老家。”

一诺千金，苦苦寻找烈士安葬地

安可群长啥样？没有留下照片。
他是如何辗战到万县的？也不得而
知。

把安可群带回家的第一步，是找
到他的安葬地。郜作胜为此想尽办法
苦苦追寻，由于攻打万县城战斗惨烈，
一直没有确认烈士的准确安葬地。

“作为我军营教导员、基层部队一
名政治工作者，我想，舅舅应该经常出
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协助营长指
挥作战并对部队进行动员鼓励。然
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2岁……”郜
建成说，没有找到舅舅的安葬地，不能
把舅舅带回老家，也成为30年前父亲
去世前常常念叨的一个心结。

从那时开始，郜建成就接续父亲，
踏上了寻找舅舅安葬地的历程。他那
时决定从家乡出发，从寻根开始。

1982年，第一次踏上回老家路的
郜建成从健在的与父母、舅舅同龄人
那里得到一些回忆：

受郜作胜的影响，安可群很早就
接受革命思想，一心想参加八路军抗
日。1939年，一支八路军队伍路过村
子短暂驻留，舅舅就闹着要跟八路军
走。部队一开始不同意，舅舅就天天
去找部队的领导，并态度坚决地说，不
当亡国奴，要当八路打鬼子。部队不
同意，他就不回家。部队领导看到舅
舅坚定的态度，就同意了。当时舅舅
只有12岁，按照当地旧俗，刚刚与后来
千里寻夫的舅娘成亲，从此也撇下了
舅娘，再无音讯。

“2007年，我到山西开会，又顺路
回了趟老家马庄村。这是我第二次回
老家，因为来去匆匆，依然没有找寻到
有用的线索。”郜建成说。

革命家史，父亲激情燃烧的岁月

“郜作胜的儿子回家了……”郜建
成至今不会忘记前两次回马庄村时，
乡亲们对他的热情，更不会忘记父亲
在家乡像明星一样受到“热捧”。这些

“热捧”来自于父亲的传奇。
马庄村的老人们回忆说，郜作胜

于1946年因伤又回到沁阳，在太行山
一带开展游击战。他常常身挎双枪，
指挥战斗，冲锋在前，成为让敌人闻风
丧胆的武工队政委。

一天下午，郜作胜带着一名警卫员
秘密回到马庄村，不料被村里的一名恶
霸发现。恶霸立即跑到沁阳县城通风
报信。当天夜里，国民党军队就包围了
村子。由于郜作胜和警卫员早已离开，
敌人扑了空。不肯善罢甘休的敌人把
当时藏在一起的郜作胜的弟弟郜作谋
和郜作谋1岁多的儿子抓了起来，恼羞
成怒的敌人当场刺死了郜作谋，并丧心
病狂地摔死了郜作谋1岁多的儿子。

敌人的惨绝人寰点燃了郜作胜和
乡亲们的怒火，他们发誓要为郜作谋
和他1岁多的儿子报仇。

一天，郜作胜得到乡亲们送来的
情报：通风报信的恶霸偷偷回到了村
里。郜作胜当天夜里摸回村里，把恶
霸抓了起来，并绑在村头大庙前的槐
树上召开公审大会，亲手处决了告密
的恶霸。

郜作胜后来随大军南下，在广西
多地任职。河南闹饥荒时，担任广西
壮族自治区粮食厅办公室主任的他多
次接待河南省前来调粮的老乡。“老乡
见老乡，两眼泪汪汪”，郜作胜就像《激
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一样热心
帮忙，给家乡调粮，也像石光荣一样受
到了“处分”。

家乡人民不会忘记的郜作胜曾在
1664年、1975年两次回到马庄村，每
次都经不住乡亲们的挽留，一住就是
一俩月。其间，乡亲们请他帮忙给村
里建个造纸厂。在郜作胜的努力下，
村里在沁阳市最早办起了造纸厂，增
加了村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

“父亲很少给我们讲他的故事。
这也是我回家乡的最大收获之一。”郜
建成感慨地说。

不能忘记，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

今年7月6日，郜建成第三次来到
焦作，直奔沁阳市烈士陵园。经过有
关部门的帮助和查找，原来他多年寻
找的安可群烈士就安葬在这里。

事情还得从2012年说起，当时万
县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被集体安葬的
一个烈士墓群需要搬迁。万县政府对
烈士及烈士家人高度负责、积极挖掘、
认真整理，为烈士寻找回家的路，其中
意外发现安可群烈士也安葬在其中。
由于是集体安葬，无法确定烈士遗骸，
万县相关部门就发函至沁阳市，商量安
可群烈士的安葬事宜，沁阳市相关部门
立即回复：欢迎烈士回家。

“烈士墓一般都有烈士遗体。对
于确实阵亡，但无法确认遗体的烈士，
会为他们建造一座墓碑，寄托哀思。
无论墓碑下边是否有烈士遗骸，我们
都不能忘记他们的丰功伟绩，每一个
牺牲都是永垂不朽！”沁阳市烈士陵园
的管理人员说。

就这样，沁阳市人民政府在沁阳
市烈士陵园为安可群烈士建造了一座
墓碑，并举行了简约的安葬仪式。

记者曾跟随郜建成一同来到安可
群烈士的墓碑前，只见上刻：“安可群烈
士 沁阳市山王庄马庄村人，1927年出
生，1946年参加革命，九十八团一营教
导员，中共党员，1949年在四川万县牺
牲。沁阳市人民政府立 2012年9月。”

碑文上说安可群是1946年参加
革命，记者看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
馆提供的一份中央组织部1979年郜
作胜干部履历表上写道：“妻弟安可
群，中共党员，1939年参军……”

记者同时看到安可群换发、补发
烈士证审批表上写道：“安可群，马庄
村人，1940年参加革命……”

“舅舅牺牲时22岁，是营教导员。
如果1946年参加革命，3年就升到营
级干部，确实很少见。其实，考证舅舅
啥时间参加革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烈士回家、丰碑永存，革命家史代代
传。”郜建成的话令人深思。

上图 郜建成（左一）在给乡亲们
展示家里存放的老照片。

本报记者 郭树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