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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齐云霞）人人
奋勇争先，出彩技能河南。2
月25日，河南省第二届职业技
能大赛焦作市中式烹调师选拔
赛顺利开赛，并选出两名选手
参加之后的全省职业技能大
赛。

据了解，此次中式烹调师
项目主要检验参赛选手烹调
技艺、菜品研发和设计、现场
应变能力、规范操作水平及
创新创意能力水平，可以促
进河南省餐饮行业从业人员
技术水平提升，增进本行业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交流。
参赛选手必须按竞赛方案的
要求，现场制作完成一道花
色冷拼、一道规定原料菜品、
一道创意菜品。

记者注意到，本次选拔赛
分别来自职业学校和餐饮企业
的选手报名参加。参赛选手在
大赛中各展风采，一较高下。

中式烹调师技能操作竞
赛依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
级/高级技能考核标准，适当
增设的新技术、新工艺操作内
容，分为三个竞赛项目，要求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操作。

此次比赛由赛场裁判员对
选手菜点制作过程进行全程监
督并进行独立评分。评分办法
是通过裁判记录选手违规情
节，并依据违规情节扣分细则

进行扣分，经各组参与裁判员
签字确认和裁判长或裁判长助

理审核的评判结果交由工作人
员录入竞赛评分系统。三个模

块的总和即为选手的最终竞赛
成绩。

本报讯（记者陈东明）“最
近一直在各地考察，从食材到
配料生产、餐饮推广平台等方
方面面的企业都跑了一遍，希
望今年能抓住市场机遇，为企
业发展作好准备。”昨日，记者
在河南马家大爷餐饮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采访时，公司董事长
王军说。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节过
后，“马家大爷”加强了方便食
品的整体研发升级及营销力
度，在做好实体店面经营工作
的同时，积极推进企业产品结
构的调整、完善和布局，力争在
新的一年开好局，谋好篇。

据了解，年前，“马家大爷”
与西安知名餐饮设计咨询企业
联系，对“马家大爷”品牌的整体
形象和宣传推广开展了认真沟
通，并由对方整体策划，给出方
案，为今后品牌建设夯实基础。

春节过后，王军带领人员
全国各地开始考察。从面块、
料包生产厂家到包装设计生产
厂家，甚至同行厂家的拜访交
流，王军和技术人员一一与对

方详细沟通交流，尽量充分了
解市场行情，对自己的方便食
品进行充分论证。王军表示，
三年疫情让企业认识到，在抓
好传统餐饮店面经营同时，必
须加强品牌建设，培育企业新
的增长点和赢利点。同时，推
进企业产品加快升级，通过加
强线上营销和线下推广等措
施，培育企业新的抓点，增强韧
劲的同时，推进企业发展。

“马家大爷”是中国兰州
牛肉面的创始品牌，由兰州牛
肉面创始人陈维精后人陈九
如先生亲自传授正宗牛肉面
制作技艺。

2014年，兰州牛肉拉面源
自于焦作市博爱县苏寨村的历
史被报道后，轰动国内外，最终
使河南与甘肃、焦作与兰州、陈
马两姓之间200多年的文化传
承逐脉络渐清晰展示在世人面
前，陈维精第九代孙陈九如也
回到了家乡，并将家传秘方带
回怀川。

2017年新春，在陈九如的
授权下，兰州最知名的牛肉面

品牌“马家大爷”消失餐饮江湖
多年后在焦作重新复出，并发
展成为焦作当地一个知名餐饮
品牌。

为了更好地弘扬牛肉面传
统文化和让更多人品尝到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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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进行不断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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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期的销售情况及目

前的方便食品市场情况看，我
们推出的桶装方便食品市场反
响很好，很有发展前景。今年，
我们将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升
级，增加多种口味，完善产品品
类，争取将其打造成企业的另
一个品牌产品。”说起最近的考
察感受，王军说。

上图 王军在酱料生产厂
家考察。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河南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

焦作市中式烹调师选拔赛开赛

加快升级力度 加强品牌建设

“马家大爷”积极推进市场布局

图①② 选手现场制作作品。
图③④ 评委品评作品并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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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县西村乡，南太行的红
色桥头堡，素有“焦作小延安”之
美誉。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数千人参
军参战。彼时，一个人口不过5000人的山区乡，有
200余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横贯西村乡的旅游专线青云大道车流滚滚，磨石
坡村位于青云大道南侧。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在豫
西北抗战史上有重要地位。从1934年10月开始，中
共焦作、修武地下党组织就开始把此处当成秘密活动
地，这里是道清抗日游击队和修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
摇篮。这里涌现出一批英雄人物，最有名的便是焦作
地区教育界、新闻界的革命先辈韩秩吾。

韩满常和赵继忠是磨石坡村的两位老党员，均出
生在光荣的家庭，因此两人心中有浓厚的红色情结。

曾经某个时期，由于目睹了社会上青少年受网络
影响不思进取甚至违法犯罪，老韩、老赵十分痛心，遂
立志在磨石坡建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借此对青少年
进行革命传统熏陶和爱国主义教育。

2019年9月，笔者历时一年半写成了《群英荟萃
磨石坡》及长篇报告文学《满门忠烈 名扬太行》。韩
满常读后深受感动，与老搭档赵继忠商议之后，决心
建一座烈士纪念馆。

2020年5月4日，笔者《西村，焦作的小延安》一文
在“人民视点”和“今日头条”两家平台同时发表。5月
下旬，焦作市委党校两位负责人深入西村乡，就红色教
育基地建设问题进行调研。在乡政府举办的座谈会
上，韩满常就建设革命烈士纪念馆事宜谈了自己的计
划，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老韩深受鼓舞，下决心争取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前夕建成烈士纪念馆。

几个党员立即成立了纪念馆筹备组，分工合作，各负
其责。笔者被磨石坡村聘为文史员，兼筹备组文化顾问。

说干就干，大家先自己动手修缮韩秩吾烈士故居。
“天时地利人和，我占全了。”老韩兴奋地说。
老韩周围聚集了一批志愿者，大家组成一个创业

团队。老搭档赵继忠是个好石工，制作“韩秩吾故里”
标志石底座时，他手持切割机在寒冬旷野里一坐就是
大半天。年逾古稀照样上架砌墙，钻进深山割荆条、
砍椽。张娜娜精通刻碑技术，标志石前后两面的内容
都是她刻的。数九寒天，她手刻麻木了，就搓搓手继
续干。樊长州懂建筑，修缮故居时砌墙、抹墙，不嫌
脏、不怕累。费力的杂活，都是村里的年轻人主动来
干。村民卢和平，用自己的车辆运建材，空闲时间帮
忙干杂活。这些事情还真应验了那句古话：一个好汉
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苦干，基本恢复了故居的原
貌，然后开始着手建纪念馆。

“纪念馆就像棉衣，要有表儿有里儿。所有文字
与照片，就拜托郑老师你一个人了！”老韩对笔者恳切
的话语，流露出真诚的期待。

这“里儿”也就是“芯儿”，它可是纪念馆的灵魂所
在。因为对修武山区抗战文化的脉络有所了解，笔者
将纪念馆的主题定位于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主旋
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为了丰富展馆内容，筹备组成员先后远赴山西左
权和河北涉县，踏寻英雄的足迹。

给纪念馆取什么名字最恰当？3月19日，修武县
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浮席楼前来考察后，建议定名为

“韩秩吾烈士纪念馆”。
2021年6月29日，韩秩吾烈士纪念馆举行开馆仪

式，有关领导、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人士百余人参加。
纪念馆展板80多个，总面积160多平方米。展出内容
除了韩秩吾的英雄事迹之外，涉及地方党史、武装斗争

史，修武籍英烈人物以及抗战时期在修武战斗、工作过
的领导同志。从此开始，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到磨石坡
开展主题党日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一段段热情洋溢
的留言，是对筹备组的最大激励！信阳市人大原主任
姚铁磺，闻讯于当年6月30日前来参观。

鉴于当时纪念馆由仓库改建而成，展厅设施简
陋，环境条件较差，影响整体效果，筹备组决定对纪念
馆进行升级改造。

新规划设计的纪念馆是三层混凝土框架结构建
筑物，预计耗资50万元。怎么筹集这笔巨款呢？老
韩照样胸有成竹，满满自信。他说：“像我们这样年纪
的人，又都是老党员，靠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
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工程筹备期间，韩满常开了家庭会议，倡议韩家
人做个表率。叔伯兄弟共8位，大家表态集中力量办
大事，每个人凑2万元。老韩首先拿出了自己的10万
元养老钱，二儿媳妇拿出了8万元。女儿订婚后，婆
家给了7万元让置办嫁妆，姑娘也主动拿了出来。韩
家人的举动，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村民。张娜娜主动拿
出6万元，赵继忠也设法筹款。有着50多年党龄的老

党员李广花，拿出了自己的
2000元养老钱。八旬老人郑方针体弱

多病，长年服药，闻讯也凑了1000元送过来。
郑全妮的孙女患病住院急需用钱，张凤芸的儿子办喜事
急需用钱，照样全力支持。工程后期发现预算严重不
足，韩满常干脆直接给胞兄、胞弟硬性摊派任务。在外
地工作的退伍军人赵更银，闻讯马上转款6000元。

2022年7月，纪念馆升级改造工程正式开工，四
个月后主体工程完工。主体共三层，长17米，宽10
米。房顶立着两幅鲜红的灯光标语：“学习韩秩吾，建
功新时代”“传承红色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了使
展出内容更加丰富，笔者对资料又作了补充。

几年来，大家有幸得到了四面八方爱心人士的关
心与支持。2020年9月，焦作日报社记者李相宜深入
磨石坡村采访，《一个山区老党员的心愿》在焦作日报
深耕版发表。当年11月7日记者节活动，焦作晚报编
辑部组团到磨石坡村采访。12月，焦作知名书画家
薛垂广老先生为磨石坡村题词“韩秩吾故里”。修武
县老促会领导，多次深入磨石坡指导。

2021年3月，焦作市政协委员许小平先生实地考
察后，以提案方式积极倡议支持建设纪念馆。7月2
日，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转载《红心永向党，代代相
传承》，报道纪念馆建设事宜。多批文艺界人士，闻讯
到此采风。2022年清明节前夕，人民周刊记者董小
平制作节目，网络祭奠韩秩吾烈士。

在焦作日报社的大力支持下，2022年11月4日，《红
色磨石坡》专刊正式问世，开创了焦作日报与村级公益组
织联合办报之先河。专刊主题是“学习韩秩吾，建功新时
代”，每两周出版一期，持续不断地产生着良好的社会影
响。2023年2月14日，86岁高龄的薛垂广老先生寒风中
亲临现场指导，并为纪念馆题写了新的馆名……

韩秩吾烈士纪念馆、烈士故居、纪念碑、纪念亭、
道清抗日游击队驻地窑洞，构成了目前修武县最大的
红色抗战史教育基地。

乡村振兴，文化先行。红色文化，重中之重。如
何以红色文化引领和促进乡村振兴，也是纪念馆筹备
组和管理层正深入探索的新课题。

按照大家的设想，韩秩吾烈士纪念馆不仅是一个红
色文化品牌，还将成为一个多功能平台。除了展示革命
历史和仁人志士革命事迹，还开设乡贤茶话室、薛垂广
书画工作室等场所，为相关人士开展联谊、创作活动提
供服务。以纪念馆为依托，计划筹建山门河红色文化研
究会，吸引更多同仁携手弘扬革命老区西村乡的英烈事
迹。此外，还要成立专业文化合作社，摸索公益事业与
助农经营相结合的路子，给村民带来经济收益。作为修
武县目前最大的抗战史教育基地、西村乡红色旅游第一
站，纪念馆坚持走红色教育与红色文旅相融合的道路，
并将本乡大南坡村、黑岩村、大东村的红色文化资源整
合开发，形成产业，造福老区群众。

2022年11月4日，《焦作晚报》发表李相宜的《集
“焦作小延安”“修武红旗渠”于一身——老区西村红
色文旅振兴》，是对大家近年来致力于开展红色教育、
发展红色文旅的认可与鼓励。

老韩说，改造升级后的纪念馆，将逐步完善配套
设施，任重道远。泥腿子办纪念馆是门外汉，希望社
会各界积极指导、政府部门多多支持。

西村福地，群山环绕。北边，八百里太行巍然屹
立；南边，一道南岭横亘东西，像巍巍的长城，更像一条
腾飞的巨龙。乘着乡村振兴的浩荡东风，笔者祝愿西
村老区一定会振兴！家乡一定会腾飞！

左上图 韩秩吾烈士纪念馆筹备组成员。
（郑乃谦供图）

——韩秩吾烈士
纪念馆建设侧记

本报通讯员 郑乃谦

近日，修武县韩秩吾烈士纪念馆升
级改造完工，新馆开馆仪式正在筹备
中。2月17日，《焦作晚报》刊登了《薛
垂广走访磨石坡》的报道后，西村乡磨
石坡村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小山村为什么建了这座纪念馆？
建馆过程中有哪些感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