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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改革之风 铸辉煌成就

东方宾馆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
原焦作矿务局招待所，1995年改名为
东方宾馆，全称为焦作煤业集团东方
宾馆有限责任公司，毗邻东方红广场、
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焦作市地标性建
筑，占地面积14122平方米，建筑面积
21373平方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提出了
发展旅游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国内外
各种渠道资金投入酒店业，1993年达
到高峰。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东方宾馆也
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彼时的东方宾
馆只有餐厅加客房，娱乐项目很少。尽
管如此，大家来这里吃饭、订房需要排
队，生意盛极一时，风光无限。曾接待
过朱镕基、李长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也作为定点接待单位参与筹办过焦作
市多次重要活动，出色完成了各项接待
任务，被评为三星级涉外旅游酒店。

“那时候，宾馆资源稀缺。在焦
作，人们以到东方宾馆吃饭、住宿为一
种身份的象征，很多人还要‘托关系’
才能‘占到位’。”东方宾馆副总经理杜
耀辉说。

1993年以后，宾馆业逐步完成利
润平均化过程，建设高潮开始回落，同
时由于市场不景气、经营不善等方面
原因，大多数宾馆利润下滑。

2006年年底，焦煤集团按照省委
省政府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有关
政策，以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
新为重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
标，以股份制为主要实现形式,大胆探
索，勇于攻坚，于2007年1月1日正式
成立焦作煤业集团东方宾馆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焦煤集团
占比20%，为第一大股东；职工持股占

比80%。就这样，东方宾馆在改
革广度和深度
上 实 现 新 突
破，成为了怀

川大地上唯
一一家国
企持股的
精 品 酒

店。

惟创新之举 迎逆境新生

建功新时代，“特别能战斗”精神
引领东方宾馆人继往开来，用奋斗诠
释幸福，靠创新闯出新路，以高质量发
展书写美好的时代篇章。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面对复杂严
峻的经济形势，东方宾馆坚持稳中求
进的总基调，深入研究市场形势变化，
搞活机制，创新服务，通过配送“主菜+
凉菜”的方式，开启了“小酒馆”经营模
式，满足了广大市民居家小酌的需求。

“小酒馆经营模式推广成熟后，我
们计划开展线上销售，同时搭配一次
性铝制餐盒和酒精炉，可满足商务和
户外多种就餐需求。”东方宾馆餐饮部
经理张敏介绍。

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市民居家生活
的实际情况，东方宾馆推出了预定菜
销售。即客人提前预定，东方宾馆采
用传统技艺制作地方特色菜，以提高
菜品的口感和品质。其中，全鱼宴、素
食宴、香港盆菜以及省内比较有名的
洛阳水席等受到大众追捧。每到传统
节日来临之际，东方宾馆还会推出特
色半成品礼盒套餐，如中秋大闸蟹礼
盒、海鲜大礼盒、春节半成品礼盒、主
食礼盒等，使各地名菜名吃成为焦作
市民餐桌上一道靓丽的“头菜”。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
者胜。在开发新客户方面，东方宾馆
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利用陌上酒店在
OTA线上的销售渠道和2000万会员
潜在消费客户优势，积极开拓携程、美
团、飞猪、去哪儿等线上销售市场；立
足焦作市高铁交通优势，主动联系一、
二线城市旅行社，开发高端客户“私人
定制”项目，实现高铁接站、吃饭、住
宿、旅游、离站一条龙专属服务；与河
南省基础教育教师培训基地、河南理
工大学安培中心等单位合作，承接全
省教师行业素质培训、矿长培训班、安
培班等大型培训活动，持续提升宾馆
知名度和服务水平。

以匠心之诚 见美好未来

曾经，东方宾馆创造了“现象级”服
务标杆，书写了宾馆行业的传奇。如今，

东方宾馆二次创业如何突破？如何让
“前景”更有“钱景”？“特别能战斗”这一
“城之魂”如何转化为企业核心竞争力？

东方宾馆人在辩证分析中，既正
视困难因素，更看到积极的有利优势，
上下同心，形成群情振奋、攻坚克难的
大气场、强气场。

精于诚，匠于心。东方宾馆领导班
子经多方考察，与陌上酒店集团合作，
投资千余万元，对客房进行了升级改
造，新中式唐宋国风的装修风格给人耳
目一新的感觉，全屋智能语音系统极具
科技感，百兆光纤保证上网速度，3秒出
热水为客人提供极至体验，确保客人宾
至如归，打造了“陌上轻居”品牌。

民以食为天，对于东方宾馆来说，优
质的食材是吸引顾客的制胜法宝。他们
汲取传统八大菜系中炖品菜、国宴菜、官
府菜以及各地私房菜精华，以“滋补炖
品”为主，主打佛跳墙、滋补养生炖品等
养生菜品。菜品除色、香、味俱全外，还
把形、器、养加入其中，讲究成菜的形状
以及装饰，讲述菜品背后的历史典故，并
结合茶、花、酒、医等传统国学内容，推出
了系列文化衍生品，让食客在用餐中感
受中华餐饮文化的博大精深。

穿越百年怀川，闪耀在历史星河中
的“特别能战斗”精神是其行稳致远的
立身之本。东方宾馆依托焦煤厚重历
史，坚持把红色文化融入宾馆发展，利
用西大井1919红色教育基地、中共焦
作煤矿党史陈列馆及焦作煤矿工会历
史进程展厅等红色资源，以优质服务笃
行致远，成功申报了焦作市研学教育基
地唯一一家会议定点饭店和河南省财
政厅党政机关出差、会议定点饭店。同
时，主动拓宽经营渠道，将闲置房屋对
外租赁，开展烟酒百货、干货调料、冷冻
食品、米面杂粮等配送服务，积极开拓
新的赢利点；利用宾馆现有场地计划构
建立体停车场，增加停车位租赁收入
等。目前，东方宾馆已成为焦作市商务
会议、宾朋宴请和家庭聚餐的理想之
选。

“就我们宾馆而言，对‘特别能战
斗’精神最好的致敬，就是深挖酒店行
业新增长点，踔厉奋发，戮力前行；对
未来最好的把握，就是树立酒店行业
新标杆，不断开创更美好的未来！”东
方宾馆负责人秦希昱说。

焦作地区古为

冀川覃怀之地，俗称怀

川，是全国著名的“百年

煤城”。1925年，焦作煤

矿 工 人 声 援“ 五 卅 运

动”，发起大罢工，为焦

作留下了“特别能战斗”

精神红色基因，薪火相

传，历久弥新。

东方宾馆生于斯，

长于斯，屹立于怀川大

地 70 余 载 ，传 承 发 扬

“特别能战斗”精神，用

沉稳的发展诉说着时代

变迁，见证着城市发展

的日新月异，也承载着

一代又一代焦作人的浓

浓乡愁。

以“特别能战斗”精神

铸就行业新标杆
——焦煤集团东方宾馆改革发展纪实

本报通讯员 张嘉林 杨志匡

“

本版图片为装修一新的东
方宾馆。

孟福生 杨志匡 摄

王福军：菡香“新农人”“稻”路更宽敞
本报记者 朱晓琳

春节刚过，位于武陟县乔庙镇马宣寨村的河南
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内机器轰鸣。

70岁的合作社“掌门人”王福军，一大早来到车间，先
是抓起一把大米查看质量，这是他保持了十几年的习惯。

当得知自己刚刚荣获首届“焦作楷模”，这些年连续
荣获国家、省、市多项荣誉的他“又一次感到了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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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王福军 （左） 查看大米
生产质量。

图② 王福军的座右铭。
本报记者 蒋 鑫 摄

记者手记

什么是“新农人”？王福军认为，
要有与时俱进的新思想，善于运用新
的工具和方法，不断去打破原有的经
验模式、积极创新，紧紧跟随农业发展
的步伐。今天的乡村，广阔天地大有

可为，像王福军一样有想法、有干劲、
有热情的新型农民扎根沃野，他们用
新技术、新平台、新理念让土地生金，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村焕
发勃勃生机。

初心，让村民过上好日子

马宣寨村地处黄河岸边，土地肥
沃，村民自古以来就有种植莲藕和水
稻的习惯，稻田有莲藕、莲边有稻，所
产大米晶莹透亮，有“玉玲珑”美誉。
但由于稻农分散种植水稻，品种良莠
不齐，“玉玲珑”再好也卖不上价。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知
道农民依靠种地赚钱多么不容易，当
上村干部后我压力可大了，必须让所
有村民都吃饱吃好，过上好日子。”上
世纪70年代，年轻有心劲的王福军高
中毕业后回到村里，他当过生产队长、
办过工厂……2006年，他带领村民成
立了该村第一个农业专业合作社——
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王福军开启了现代化农业梦想的
新征程。

脚步，不停奔向远方

合作社成立之初，王福军定下两
个发展目标：一是打造全国最优秀合
作社，二是打造全国最知名的农产品
品牌。

合作社成员由 32 户增加到了
300多户，先后被认定为全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示范社、全国加工业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全国放心粮油示范企业、
全国绿色食品示范企业等称号。

“菡香大米”被评为中国国际食品
博览会金奖，还获得了全国粮食加工
业金奖、绿色食品金奖、有机食品金
奖、地理标志产品金奖，还是国家名优
品牌、全国百个农产品品牌。

建成标准化生产基地3500余公
顷，稻鱼混养基地30余公顷、稻虾混养
基地近10公顷、无公害有机水稻科研
试验区近15公顷，年精米加工超1300
万公斤，带动了7000余农户增收。

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成
为一个立足当地优势，以科技为先导，
以标准化生产为依托，集循环经济、创
意经济、服务经济于一体，实现了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不断满足消费者对
绿色有机食品的需求。

提升，菡香大米飞上天

“菡香”品牌，如何提升竞争力，如
何更强？

王福军有四招秘籍。
第一招，提升价值链，让好粮卖上好

价钱。合作社购进国际先进水平的低温
大米加工设备，保留了大米中的全天然

营养成分。菡

香大米靠质量赢得口碑，成了北京、上海
等市场中的抢手货。

第二招，拉长产业链条，多渠道撑
起村民腰包。合作社建成年产1500
吨米醋生产线，形成一二三产业相互
融合，粮头食尾，农头工尾，整体驱动，
有机整合，构成品牌驱动体系。

第三招，打造循环农业，发展三
产。投资500万元，使一级废物成为
二级生产环节原料，实现有序循环。
稻糠喂猪，猪粪入沼池，沼肥用于种植
水稻，沼气用于生活做饭、照明；麦草
养牛；稻草制成草绳、草帘、草袋、草
棒、草粉等产品。

第四招，打造绿色、生态生产模
式。建成“三品一标”食品安全质量管
理体系，获无公害、绿色食品、有机食
品、地理标志保护、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建成新品种育繁推一体化科技创
新体系；建成农机全程化服务体系，购
置大型农机具、植保机械100余台套，
实现666.7公顷土地从种到收全程机
械化操作；建成“直营店+互联网+集
团采购+流通销售”体系。

曾经蒙尘的“玉玲珑”，终于扬眉
吐气成为追捧对象。

该合作社成为河南航空和南方航
空用餐唯一大米供应商；菡香大米在
阿里巴巴对国内64个大米品牌的筛
选中脱颖而出，作为选中的12个大米
品牌之一在“双11”天猫狂欢节被重
点推荐；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作为全国
六大贡米之一向全球推介，并成为全
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唯一供应商。

科技，赋予前进动力

“我们合作社去年近300公顷的水
稻，20个人用15天就完成收割和种
植，亩产都在600公斤以上，稻草制成
品一年多赚了40万元，稻养小龙虾虽
然每公斤56元仍受到市场青睐，供不
应求……今年，我们将继续大力发展精
准农业、智慧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效
益化，做新时代的新农人，为建设农业
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在合作社投
资1000余万元建成的集办公、工程技
术中心和培训中心于一体的农产品展
厅，王福军谈起今年的目标信心满满。

别看这个展厅不大，“问稻”水平
极高，被授予“河南省科技小院”的称
号。河南仅有的两家省级工程中心
之一——河南省粳稻绿色产业化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就落户这里，承担着国
家水稻新品种展示、河南省水稻新品
种预备实验、区间实验，生产实验和旱
直播实验；开发的菡香新品种“宏稻
59”2018年通过国家审定，“菡香”9号

通过河南省生产实验，2022年已报送
国家审定。

该合作社还与高等科研院校保持
“问稻”渠道，先后与中国农业大学研
究院、烟台大学蛋白质研究中心、河南
师范大学水稻新种质研究所、河南省
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等多家科研院所合
作，在科研成果转化、设备资源共享、
创新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合
作，形成产学研、育繁推、产供销一体
化生产模式。

关爱，帮扶乡亲共富裕

“没有乡亲们的帮衬，就没有合作
社的今天。”王福军不忘初心，始终把

村民是否过上好日子放在心上。
合作社将年利润收入的10%作为

公益金，用于支持公益事业和丰富村
民的文化生活。

每月给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发
放2.5公斤鸡蛋；帮扶27户困难群众
提供免费的耕、耙、收、种农机服务，并
高于市场价回收农产品，带领他们走
出贫困，共享富裕。

“一心把农业做好，为百姓服务
好。”这是王福军的初心，更是奋斗的
动力。

“稻”路在脚下，“新农人”王福军
带领河南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
栽植新希望，谱写新农章，一定会越来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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