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秋节刚过，我们就不断
接到市民和周边地区食客的预
订。”焦作影视城附近的一家民
宿相关负责人说。国庆假期相
比其他假日要长，不少人都希
望带上家人来到山水之间，一
起惬意地感受温馨、放松的田
园生活，来舒缓工作、生活中的
紧张情绪。

记者走访时发现，很多民
俗饭店的装修简单而又朴实，
但这对于长久生活在城市中的
人来说却是一种低调的奢华，
那些陈旧的老物件，实际上具
有历史文化底蕴。相比时尚餐
厅的风格，这是更加具有穿透
力的，能够深入人心。

推门就是风景，关门就是
天南地北客。一桌佳肴，一方
人情味，在杯盘碗盏间感受人
间烟火气。民俗餐厅，无疑给
了人们感情上的一种慰藉。

精选的原生态食材，带给
食客家的味道，更适合大众口
味，丰富的选择、亲民的价格，
带着地方特色和创新。

在红砂岭经营民俗饭店的
一位店主说，他们店里，基本都
是自家制作的特色菜和各类扣
碗等，虽不如大饭店菜品精致，
却有一番别样的味道，令来品
尝的客人能感受到老家的味
道。

“我每年都会在节假日带
家人来山上的民俗饭店，时间

宽裕的话，我还会提前在附近
的民宿预订一两间房，住在这
里，慢慢品味乡野的慢时光，和
家人在附近的山间闲逛，寻找
野趣。”市民刘先生说。

沿着青石路悠闲漫步，感
受风土人情，品尝特色美食，打
卡网红民宿……在节假日里，
不少人纷纷涌来，饭前饭后在
附近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一家民宿负责人说，他们
主要给客人提供住宿和餐具，
客人会自己带食材在小山坡上
的凉亭、稻草屋里自助烹饪，也
有的客人会到附近的民俗饭店
用餐。背靠大山，望向山坡，满
眼翠绿，很适合和朋友放松旅
行。“这里有着不一样的风情，
并且还与现代化相结合，有不
少焦作本地的各类特色美食，
非常适合一家人来放松。”这位
负责人说。

山野之间的食材，经过精
心加工，变成一道道具有特色
的美食，质朴纯实的本味，经过
简单制作，这就是民俗饭店的
味道！

“现在人们生活的压力越
来越大，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
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做家长
的都在努力工作，但随之而来
的就是压力与日俱增。所以
趁着节假日出去转一转，正是
放松心情的大好时机。”市民
王女士说，民俗饭店与民宿相

结合的慢生活是比较适合大
家的，在这里四处转转，累了
在民宿里歇会儿，饿了到附近
的民俗饭店吃点特色美食，十
分惬意。

记者了解到，我市不少民
俗饭店与民宿相结合，十分受
大家的喜爱，每到节假日，这
些地方就会迎来一波又一波
的客人，大家沉浸在乡村、山
间，抛却了日常生活中的所有
烦恼。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
青。如果你想体验一番田园
生活，完全不需要跑太远，焦
作本地就有不少地方能满足
人们的这种需求。“这两年受
疫情影响，外出旅游减少，每
到节假日，我们就喜欢去乡
村、山间旅游，我市的不少民
宿、民俗饭店都很有特色。”市
民李先生说。

相比于环境和菜品，一个
民俗饭店要想打造出独具特色
的焦作美食氛围，最重要的还
是人心。离开了人，再精致的
环境和菜品，也不能引起情感
共鸣。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民俗
饭店认为顾客更应该是朋友，
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到家里
来吃饭，我们该怎么招待就怎
么招待，让客人不会有任何的
拘束感。

这种心交心氛围的打造，

让人感觉这里不仅是一个餐
厅，更是一个大家庭，用餐的客
人都是熟悉的朋友，没有钢筋
水泥的阻隔，没有复杂的人际
关系，特别舒适自在。

“我们没有在闹市区，不
像餐饮饭店有自然的流量支
撑，我们一年就春、秋两季是
旺季，国庆节更是我们最注重
的节日。11月之后，我们的生
意便转为淡季。”在怪坡园附
近经营一家民俗饭店的老板
说，他们的客人来源基本都是
靠着一年年积攒的口碑。这
两年，他们用微信朋友圈、抖
音等向大众介绍民俗美食、美
景、民宿等，让大家认识、了解
他们的店。今年他就接到不
少从抖音、微信朋友圈发来的
订单，尤其国庆节前这一段时
间，不少周边的客人纷纷来电
预订，生意十分火爆。

在吸引客人同时，各民俗
饭店也积极做好相关疫情防控
工作，加强对员工的疫情防控
培训，每天消毒。对客人，他们
也要求进店扫码，外地来的客
人要有健康码、行程码和核酸
检测报告。

图①② 焦作影视城附近
的民宿。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图③④⑤⑥ 美味的农家

菜。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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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民宿 国庆节期间预订火爆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每个人的舌尖都需要寻找一个逃离喧嚣的隐世之

所，平时受够了快节奏和嘈杂的生活，偶尔也想回归自

然，单纯地饱腹一顿。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假期近在眼前，

本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随着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市民

俗饭店预订十分火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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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
山 铁 汉

焦作以矿而立，因煤

而兴。1925年7月，焦作煤矿工

人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联合

社会各界举行大罢工，愤怒声讨

英国、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反

抗外国资本家的压迫，争独立，

争自由，被毛主席赞扬为“特别

能战斗”。近百年来，焦煤工人

始终秉持昂扬的斗志和向上的

品格，积极践行“特别能战斗”的

精神，涌现出一大批先进人物，

丁百元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是

“特别能战斗”精神的忠实践行

者。

□□吉怀儒吉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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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百元，1936 年 12月生，回族。
沁阳城关镇（今怀庆街道）自治街人。
195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198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
任焦作矿务局王封煤矿采煤班班长、掘
进一队副队长。他在煤矿工作的20多
年里，以矿为家，拼搏实干，10年干了
15年的活，是毛主席“特别能战斗”精
神的忠实践行者，被誉为“矿山铁汉”

“煤海猛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
1992年1月病逝。

安全生产做标兵

丁百元生活在沁阳县城一个农民
家庭。1943年入私塾读书，后因家境贫
寒辍学务农。1958年7月，到沁阳钢铁
厂当搬运工。1965年11月，丁百元到
焦作矿务局（今焦煤集团）王封矿（今
河南王封全域工贸公司）当采煤工。

当时，全国上下都在开展轰轰烈烈
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比学赶帮超”
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焦作煤矿还开展
了“学习刘九学，安全多产煤”的学英
雄、做英雄活动。丁百元每天都被身边
发生的新人新事所感动、所激励……他
学英雄、见行动，以矿为家，无私奉献，
全身心投入祖国的煤炭开采事业中。

他每天总是第一罐下井，最后一罐
升井，干起活来有使不完的劲儿。三个
月后便能独立操作，接着就领班采煤，
日产原煤百吨以上。采煤作业面险象
环生，他曾两次因公负伤，被鉴定为三
等伤残，医生多次出具证明，建议他到
二线干辅助工；劳资部门也多次开出调
令为其调换工作，都被他一一谢绝，坚
持战斗在采煤第一线。他身患肝炎等
多种疾病，却多次放弃疗养的机会。他
是煤矿的老先进，外出参加会议较多，

但从不缺勤，白天开会他就上夜班，反
正不能随便缺勤，是全矿有名的“老满
勤”。

丁百元是回族，回族的“大尔代节”
是最隆重的节日，可丁百元连续10年
的“大尔代节”都是在井下度过的。他
早下井、晚上井，加班加点，干义务活。
自1980年至1987年出勤2707个工，
比法定工作日超459个，平均每年出勤
339.1个工，连续在井下工作24小时是
常事，10年干了15年的活，被称为“矿
山铁汉”，受到各级表彰。

以身作则当先锋

丁百元在工作中不怕苦，不怕累，
敢啃硬骨头，越是艰难越向前。1985
年 7月，井下52015工作面掘进下风
道，遇到岩石硬、淋头水大（每分钟涌水
量达两吨半）的难题。队里从各班抽调
精壮劳力、能工巧匠组成“尖刀班”，由
丁百元领头攻坚。他们在掘进工作中，
顶板突然出现裂缝，三股碗口粗的水柱
直泻下来，使窝头底部打炮眼的工作受
阻。见此情景，只见他一个箭步冲上
去，用脊背抵住一股水流，其他工人随
即跟着冲上去，使掘进工作得以持续进
行。在这场攻坚战中，丁百元连续85
天没有歇班，为提前掘通下风道作出了
贡献。

1987年 8月，盘区工作面泵房水
泵笼头被煤泥堵塞，水涨到距顶板只有
十几厘米高，如不及时处理，整个盘区
都有被淹的危险。丁百元赶到后，只见
他三下五除二扒光衣服、一个猛子扎进
水里，手刨脚蹬疏通了水泵。他上来刚
穿好衣服，笼头又一次被堵，他再次脱
衣跳下水。后来，他干脆不穿衣服，疏
通一次就上来钻进草袋里等。这一班，
他先后下水6次，保住了盘区，完成了
生产任务。

一次，工作面发生事故后，为了抓
紧时间处理好，尽量少影响生产，丁百
元背了60个馒头、30多个苹果和4盏
矿灯下了井，整整干了4个班。口粮吃
光了，矿灯的电耗尽了，他还是不上
井。矿领导来了催他上井，爱人坐在井
口等他上井。丁百元上了井，跑到食堂
又买了20个馒头，领了2盏矿灯下井
继续干，一干又是2个班，终于提前完
成了任务。

丁百元一辈子生活在煤海中，却视
煤如金，坚持利用业余时间拾浮煤；他
上班时还留意把废旧的铁锨、荆棍、道
板、道钉等收起来，能用的尽量用，不能
用的就背上井，养成了上井不空手的好

习惯，每次升井，他都要捎些废旧材料
以备修复再用，活像一个“管家婆”。
多年来，他先后从矿井下背上来各种废
旧物资4000多件，价值数万元。

丁百元从 1977 年至 1988 年，当
了11年采煤掘进班班长，带出了一支

“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丁百元和他的
班组，严格操作规程，工作一丝不苟；
坚持安全生产，发现险情与事故苗头
及时排除；多次攻克难关，并多次刷新
掘进纪录，年年超额完成任务。1984
年至1991年，他们班没有出过任何工
伤事故，以安全生产的优异成绩跨入
全国先进班组的行列。1986年9月，
该班组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国家经济
委员会表彰为“全国先进班组”，荣膺
企业班组最高荣誉“五一劳动奖章”。
1987年11月，该班组被表彰为全国安
全生产先进班组。1989年，分别被河
南省政府与国家能源部命名为“先进
集体”和“先进班组”，被誉为“丁百元
钢铁班”。

名满天下受称颂

丁百元奉献一生，荣誉满身。他先
后被表彰为焦作市劳动模范、生产标
兵、节约能手。1966年获煤矿先进生
产者称号，1975年8月当选为王封矿
掘一队生产组长。1977年2月，被评
为焦作市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1981
年被评为河南省煤炭战线先进生产者，
同年当选焦作市中站区第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1982年被评为焦作市和
矿务局优秀共产党员，被矿务局授予

“劳动模范”称号。1983年初被选为河
南省人大代表，4月出席河南省第六届
人民代表大会，被评为焦作市和矿务局
劳动模范、焦作市和矿务局优秀共产党
员。1984年当选为中站区和焦作市第
六届人大代表，10月1日作为河南省
煤炭战线劳模代表，赴京参加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国庆观礼。

1985年11月，丁百元被煤炭工业
部命名为“全国煤炭工业战线特殊劳动
模范”，出席全国煤炭工业劳动模范表
彰会，李鹏副总理亲自为他颁发荣誉证
书和奖章；同年被评为焦作市特等劳动
模范，焦作市和矿务局优秀共产党员。
1986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
生产能手”称号，1987年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1987年，丁百元当选为中站区第
七届人民代表，1988年被选为全国第
七届人大代表。1989年4月当选焦作

市第七届人大代表，9月被评选为河南
省劳动模范、被能源部授予“全国能源
工业劳动模范”，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
动模范”，9月28日在北京参加群英会
时，受到邓小平、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1991 年 10
月，丁百元当选中共焦作市第六届委员
会委员。

百里怀川学英雄

为宣传丁百元“特别能战斗”和忘
我无私、一心为公的拼搏奉献精神，焦
作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焦作矿务
局、焦作市总工会、焦作日报社、焦作电
视台等单位，先后出版了《乌金铁汉》，
编撰了《太阳石之魂》《乌金铁汉》等电
视专题片。在省委组织部的指导下，以
丁百元的事迹为素材，拍摄了4集电视
连续剧《燃烧》，并在中央台播出，成为
党员教育的典型教材，饰演主角的著名
演员吕晓禾、丁一，都被他的事迹深深
感动。中国煤炭博物馆为丁百元竖起
一尊铜像。

1992年1月30日1时40分，丁百
元病逝于焦作矿务局医院（今焦煤集团
中央医院），终年55岁。2月25日，丁
百元同志追悼会在焦作举行，全国人
大、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部、中煤总公
司、省民委、省煤炭厅、省煤矿工会发来
唁电。全国人大，全国总工会，中煤总
公司，全国煤矿地质工会，河南省委、省
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省委组织部，省
总工会，省委统战部，省物资厅，省民
委，河南日报社，焦作市委、市政府，市
人大，市政协等200多家单位送来挽幛
和花圈。国家能源部，中煤总公司、省、
市、局有关领导参加了追悼会。

丁百元走了，但风范永存。河南省
委、省政府作出了向丁百元同志学习的
决定。丁百元“特别能战斗”的拼搏精
神、“想主人事，干主人活，尽主人责”的
主人翁思想，热爱矿山，吃大苦、耐大
劳、一往无前的高尚品质，像一面面红
旗飘扬在百里煤城，激励着人们为了家
乡的腾飞而不懈奋斗。

2009年，丁百元当选“30位新中国
成立以来感动焦作人物”。2016年7月，
被“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评选活动组
委会表彰为“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

图① “矿山铁汉”丁百元。
图② 丁百元在处置险情。

（吉怀儒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