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谢 丹 校对 马 丽 组版 韩冬萍

2022年 5月 27日 星期五 服务热线：15893090301 周末·美食B06

周
刊

打造健康美味

百姓饮食指南

主编：陈东明

新闻热线：

15893090301

监督维权热线

13503913331

扫码关注焦作日报公众号

扫码关注焦作日报抖音号

近年来，疫情反复，餐饮业
艰难，房租、员工工资、人员流
失、销售下滑等成为餐饮业的
难点、痛点，广大餐饮企业该如
何自救？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这些问题都
引起了餐饮界的共鸣。

练内功 勇担责

疫情持续至今已近3年，
不少餐饮企业尚未恢复到疫情
前的同期，疫情反复下，首当其
冲的“重灾区”便是餐饮界。

“虽说困难之中往往孕育着
机遇，但餐饮企业现在最基本的
是求生存。因此，在这种特殊时
期，我们不能一味的悲观，而是
在困难之中积极有为，为将来的
甘甜生活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以
一个更好的姿态迎接美好的未
来。”在记者昨日的采访中，三锅
演义火锅店经理李秀梅坚定地
说，“带领团队调整心态、改变经
营思路和方式，积极苦练内功、
勇担责任，尝试各种方式积极自
救，尽可能在困难时期展现给大
家一个展新的面貌。”

10年前，三锅演义火锅从
火锅之都被引进我市，立刻引
来一大波“火锅粉”前来品味，
这里一时红火至极。2021年12
月份，经过一年装修，三锅演义
从人民西路迁址到民主南路。
新的店面新的形象，该店将三
国文化完美地融入到整个店面
中，将历史文化从另一种形态
变幻为饮食故事里的起承转
合，将传统古典文化转化为餐
饮文化，让身处其中的人重温
那个三分天下的厚重历史。

辣锅、菌汤、粥底，三锅三
味，老少皆宜的别样火锅吸引
了众多人的眼球。“这家店实
在，味道可口，是我们家聚会的
首选地，承载着我们一家的温
暖记忆。”市民王女士说。

“虽然我们很艰难，但不能
让员工没饭吃，他们的身后有
老人和孩子，都要养家。”李秀
梅说。今年，该店的生意不断爬
升，但是和之前同期水平相比，
差距还是很大。尽管如此，该店
依然遵守不停发工资、不轮岗、

不裁人的信念，从而提升了整
个团队的凝聚力。“轮岗势必会
让员工工资大幅降低，再说现
在工作不好找，如果我们裁退
员工，让他们今后该怎么办？”
李秀梅说，“所以我们不会裁退
一名员工，让他们生活无依。”

此外，该店还提出“抓住员
工的胃，就抓住员工的心”的口
号，每日的员工餐也是变着花样
做，既营养健康又美味，让员工
直呼“我们就在这里干定了”。

暖心的话，温情的企业，让该
店在每一位员工的内心深处种下
了一颗爱的种子。“老板真心待我
们，我们也不能辜负老板，我们会
用自己的努力和企业共同成长。”
该店店长宋成才说。

该店除了像家人一样温暖
着员工，还有一套严谨的员工
管理制度。此外，该店还非常注
重员工的文化内涵和精神素养
的培养。疫情防控期间，该店苦
练企业内功。从培训全体员工
餐饮礼仪到学习餐饮文化等，
提高员工自身素质的同时还丰
富了员工的精神世界。

拓思路 敢创新

如何将企业的点点滴滴全
部展现给更多的人？面对这个
问题，该店很快就将目光锁定
在各大网络平台。为此，李秀梅
带领员工学习拍摄和剪辑视频
等，将店里优美的环境、后厨的
设备、员工的日常等拍成短视
频。“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员
工都很喜欢、很配合。”李秀梅
说，“看到他们在忙碌的工作中
露出开心的笑容，我觉得这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视频推送到网络平台后，
评论区很多新老顾客给予了该
店肯定和表扬，还有些顾客通
过私信预订房间。“当时我很惊
讶，居然会有客人通过视频预
订房间，觉得十分开心。”李秀
梅说，“线上的各种操作，给我
们店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该店尝试着开通了门店抖音
团购等，很快就有了第一个订单、
第二个订单、第三个订单……

“拍摄视频、发表视频，我

收获了员工的笑容，收获了与
客户之间的黏性，还收获了一
批新顾客，这给了我更多的动
力。”李秀梅说。

疫情给餐饮业带来了巨大
冲击，面对热度骤降的节日市
场环境，餐饮人脑海里，首先冒
出了“水深火热”四个字。

“一味悲观无法解决餐饮
人终究还是要‘吃饭’的问题，
行业艰难时期，餐饮产品提档
升级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餐饮
人唯有反复打磨产品去努力适
应餐饮业现在的艰难时期，再
加上苦练内功，厚积薄发，渡过
难关之后，将会迎来辉煌的时
刻。”李秀梅说，“餐饮业现在的
日子是难过，不少餐饮企业积
极想办法，紧跟时代步伐，采取
线上、线下的方式，以期在变局
中遇新机。”

如今，该店除了不断打磨

原有的菜品外，还推出了不少
新菜品，并打造了三国文化菜，
将三国文化融入菜品，从而给
菜品赋予灵魂。餐饮是民生行
业，全社会的进步推动着餐饮
专业化，这个趋势与进程不可
逆。从长远来看，疫情的影响终
究只是短暂的，不可能打断历
史的进程，当下餐饮的需求只
是被暂时压制，只要疫情得到
相对控制，整个餐饮行业必将
呈现明显好转的态势。我们坚
信，只要众志成城、齐心协力，
充分响应市委、市政府的号召，
全面做好各项防疫工作，就一
定能打赢这场战“疫”。

在消费变革、需求多样化
和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餐
饮人宛如时代洪流中的一滴
水，在自救中反复尝试摸索新
的出路，寻找微光。

为保证学生团餐供餐安全，昨日，
解放区部分中学相关负责人在解放区
教育部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对轩成餐
饮配送有限公司进行参观考察，现场对
食品安全、设施设备、加工过程及菜品
营养配置等方面进行详细了解。图为
大家在净菜车间了解生产过程。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三锅演义：

练内功勇担责拓思路敢“逆行”
本报记者 齐云霞

图① 三锅演义一
楼大厅。

图② 店内员工等
待迎接客人。

图③ 三锅演义后厨
人员正在准备蔬菜拼盘。

本报记者 齐云
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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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村名的来历。传说，大禹治水时，
修堤挖河、大兴土木，完工后此处留下一个
大土堆，上面长着一棵大杨树，有些河工在
这里搭棚居住，家户多后形成了村庄，居民
以树起名叫古杨庄。商末周初，武王伐纣，
开辟了东北方车马大道，古杨庄是必经之
处。秦代以后，这条官道是关西通往中原的
交通要道，杨庄开始兴盛。据说，当时杨庄
村东西有3.5公里长（按当时的说法，是东起
小四园，西到王家坟），人口规模六七千人，
有张、祝、郑、苗四大姓氏。

和周边村庄不同的是，过去的杨庄村是
有寨墙的。村里的老人说，杨庄村的寨墙是
和李屯村的寨墙同时修的。民国25年（公
元1936年）小麦快熟时，由当时的自卫队队
长田九功负责，同时在李屯村和杨庄村修建
寨墙（也叫土城墙），调动周边十几个村的劳
动力，历时数月修成。寨墙的功用当然是为
了防匪、防盗。杨庄村的寨墙东西长约500
米，南北宽约350米，寨河宽五六米，村南村
北都修有石闸来控制水流。当时，全村两道

半街，分别为北街、南街和小南街，村
东西两头都有寨门，北街两头有

寨门设在寨墙位置，南街两
头寨门不顶寨墙，西头寨门
离墙100米左右，东头寨
门离寨墙60米左右，东头
寨门正上方有石刻“古
杨庄”三个字，由本村村
民郑怀修书写和刻
成。进出村还装有吊
桥，白天放下供出入，
晚上收起以保安全。

寨墙、寨门修好
后还刻有石碑，记载
当时各户捐款的名
单。此碑长约 80 厘
米、宽 50多厘米、厚
15厘米，上方刻有“永

远碑记”四字，

中间是名单，下方刻有“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等字样，可惜此碑如今下落不明。据说，在
修寨墙前，杨庄村东北不远还有一个胡李
庄，村里有胡、李两个姓氏，人口不多，村子
很小，修寨墙时把这个小村修了进去，从此
两个村子并入杨庄村。

传说，古杨庄曾有一段时间不交皇粮，
说的是商朝初年有个姓苏的大官，其女儿苏
银庄为商汤的妻子，文武双全，是当时的女
英雄，曾领兵南征北战，为国为民立下汗马
功劳。苏银庄死后，商汤封她为神母，由于
其被埋在古杨庄附近，商汤因此下旨古杨庄
从此不交皇粮。

元末明初，朱元璋3次血洗怀庆，古杨庄
基本灭村，原来的张、祝、郑、苗四大姓氏只剩
张家一户。后来，朱元璋从山西省洪洞县往
中原移民，一部分移民来到古杨庄，这个村庄
才渐渐有了生机。到了民国时期，杨庄村有
100多户人家，500多口人。村内有山神庙、
祖师庙、牛王庙，东头村外有关帝庙，村东南
有文昌阁。杨庄村还有一处大院，分为前后
两个院，正门朝南街，后门朝北街，全是砖瓦
结构。此院在当时是全村最好的房舍，前院
有临街屋、西屋、中房屋，后院有东西屋各六
间，上房七间还是楼房，中间三间，两头各两
间，楼上还是砖铺地面，非常漂亮。中房屋东
头连通前后院，上房楼梯在上房的东天井，全
是石条台阶，天井上方也是瓦房。据村中老
人讲，这个大院是山西人盖的，不知道什么原
因，院子盖成后这个山西人再也没来过。后
来，村民在这里办火神会，神像都放在楼上，
大伙儿习惯把这里叫成会院。逢年过节，村
民议事或者聚会都在此院进行。

杨庄人津津乐道本村的历史文化，更以
这里是全国著名作家乔叶的家乡而骄傲和
自豪。乔叶本名李巧艳，出生于1972年，自
幼刻苦学习，酷爱写作，在焦作师范学校读
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3年，她的
作品开始见诸《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几年间

以其美文亮相中国文坛，拥趸千万。此后，
乔叶进军小说领域，创作多部中长篇小说，
曾获河南省首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庄重
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北京文学奖、
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等多个文学
奖项，出版有小说《最慢的是活着》《拆楼记》
《认罪书》《藏珠记》，散文集《走神》《深夜醒
来》《一往情深过生活》等作品。乔叶是中国
70后作家群的领军人物之一，在全国有着
非常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如今是北京老舍
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

乔叶不仅是杨庄村的荣耀，也是焦作甚
至河南文坛的光荣。杨庄人说起乔叶，还是
很亲切地叫她巧艳，他们更喜欢谈论她小时
候勤奋学习和懂事孝顺的故事。而乔叶回
忆起童年，更多的是家乡父老的艰辛和父母
的言传身教。那时，乔叶的二哥经常逃学，
父亲知道后勃然大怒。这天晚上，父亲让二
哥在院子里跪下，指着一辆崭新的板车
说：“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的吗？如果不好好
上学，你就拉上这辆车走街串巷捡破烂，我
决不会养你吃闲饭。”然后，父亲又指着乔叶
他们说：“将来谁考不上学，这辆板车就是谁
的。要是不想捡破烂，好好上学是唯一的出
路。”看着父亲铁青的脸，听着二哥呜呜的哭
声，乔叶蓦然意识到：从他们的家境来讲，父
亲的话是真理。如果考不上学，他们只能重
复成千上万名农村青年的命运，成为一颗最
卑微的土粒。这一刻，乔叶突然明白，只有
好好学习，她未来的命运才会改写。

杨庄村年逾八旬的老人郑训诒说，村里
以前建有文昌阁，所以文脉兴盛，才会出了
乔叶这样的著名作家。这话未必可信，却肯
定和村民普遍重视教育有关。自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杨庄村很多孩子通过考试走出农
村，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今，乔叶成为杨庄
村一代代学子的标杆，相信在乔叶的带动和
引领下，杨庄村会走出更多的青年才俊。当
然，这也是乔叶最乐意看到的。

□王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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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郑训

诒老人绘制的上
世纪杨庄村平面
图。

图② 乔叶
近照。

（王保成供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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