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嗯，老师，经您这么一讲，我茅
塞顿开了，懂了懂了。”5月30日傍
晚，市第十一中学高三（1）班学生对
刘红岩老师说。

刘红岩是市第十一中学高三
（7）班的班主任，也是一名数学老
师，近两个月来，她和高三其他学科
老师，经常在“辅导站”值班，为学生
答疑解惑。

“辅导站”就设在高三年级的走
廊里，每天“辅导站”的“经营”时间
是17时30分至18时20分，因为这
个时间点的辅导，被师生们戏称为
高三版“延时服务”。

“辅导站”是学生的“加油站”，
和课堂里的“大水漫灌”不同，这更

像是“精准滴灌”，是一对一服务。
“上课我们主要是讲课和练习为主，
‘辅导站’的工作主要是解答同学们
的具体问题。”刘红岩说。

“辅导时间是傍晚时分，在走廊
里，吹着微风，对不会的问题求助老
师，有了和课堂上不一样的感觉，就
像是高考下午茶时间，有一点轻松
的味道。”一名高三学子说。

据该校老师介绍，“辅导站”已经
有五年时间了，主要利用高考前的两
个月，为学生再加把油，开开“小灶”，
这个小小的“辅导站”很受学生欢迎。

本报讯（记者朱颖江）今年高考
期间，我市公交车、出租车、网约车
等多种公共交通工具将为高考学生
提供免费接送服务。需要乘坐出租
车和网约车的考生，可提前拨打
95128热线电话预约。届时，95128
服务中心将为考生安排专车“一对
一”免费接送。

6月1日上午，第十八届“爱心
助考 为梦护航”大型公益活动在市
汽车客运总站正式启动。市交通运
输局、市公安局、市教育局等单位参
加活动。

今年爱心助考活动启动，我市
100余辆出租车、50余辆网约车、
700余辆公交车参加活动，免费接
送考生。活动现场，各单位相关负
责人给爱心助考车辆贴上了“爱心
助考”标志。高考期间，考生看到

“爱心助考”即可免费乘坐。

为了考生乘车更方便，95128服
务中心为考生提供预约乘车服务，满
足所有考生出行需求。据95128服
务中心相关负责介绍，考生拨打热线
电话，说明用车时间、地点、联系方式
即可。该中心将为考生安排出租车

“一对一”“点对点”接送。
在6月7日、8日高考期间，我

市公交集团将继续为考生提供免费
乘车服务。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
公交车。

市交通运输局要求所有参与爱
心助考的驾驶员，要提醒考生检查
随身物品，带好准考证。若发现有
人遗失证件或考试用具，驾驶员要
立即与考点工作人员联系，采取措
施确保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侯磊是市十二中深受学生喜爱
的名师。昨天，回忆起自己当年高
考，侯磊感慨：感谢高考，改变了我的
命运。

侯磊是温县北冷乡西保封村人，
1994年考上了温县一中。

第一次到温县一中，温县一中浓
厚的学习氛围深深地感染了他，校门
口贴着巨幅的光荣榜。在光荣榜上，
他看见许多师兄、师姐考上了河南大
学，便暗下决心，三年之后一定要考
上河南大学。

高中三年，侯磊都很努力，成绩
一直保持在班里前十几名。

再勤奋的学生，也有偷懒的时
候，尤其是冬天。当侯磊想在被窝里
多睡一会儿，哪怕多睡一分钟时，总
是被他的妈妈董秀梅叫醒。

多年以后，侯磊曾这样写道：我
刻骨铭心地记得，那次我又赖床不
起，对您大喊着说不用管我的时候，
您没有作声。而当我心怀愧疚起床
后，在我的书桌上看到了您给我留的
那张字条：被窝是青春的坟墓！当我
看见这句话的一刹那，灵魂仿佛都震
颤了，我一向朴素的妈妈，怎么写出
了这么富有哲理、内容深刻的句子
啊。我突然间理解了她。

在余下的高三时间里，侯磊更加
地努力学习。为自己，也为了妈妈。

1997年7月7日、8日高考，虽然
天公不作美，连着下了几天雨，但侯
磊心情很好，因为高考进行得很顺
利。

侯磊记得，高考成绩公布那天，
父亲陪着他来到温县一中看成绩，学
校的宣传栏前早已是人山人海，成绩
就张贴在那里。他挤不进去，也不敢

往前挤，只有他自己知道心里在害怕
什么，纠结什么。

那天天还很热，成绩榜前挤满了
学生和家长。父亲奋力挤进人群中，
又奋力挤出来。脸上挂着眼泪，侯磊
忐忑地望着父亲，“完了，肯定考得不
好！”他当时想。“698分！”父亲结结巴
巴地说。“真的吗？我考了698分？比
预估计地还要好”，瞬间狂喜像闪电
一样传遍他的全身。

后来他知道，全省第一名是900
分，他的698分超过重点大学录取分
数线20多分。由于当时是提前填报
志愿，他填报了他最心仪的大学——
河南大学。

毕业后，他成为市十二中的老
师，后来成了河南省名师、河南省侯
磊名班主任工作室负责人，他经常把

“被窝是青春的坟墓”这句话告诉他
的每一届学生，用心去讲述关于“我
的妈妈和儿子的最普通却最又最伟
大的故事”。

如今，装有当年高考卷子的档案
还保存着，当年河南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他也保存着，因为这里面有他的青
春故事、难忘的高考故事。

“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是我
们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村里第
一个大学生。”侯磊微笑着说。

如果说高考还有遗憾的话，侯磊
认为是他没敢报更好的大学，他当时
的分数可以上武汉大学。他认为现
在的高考更加合理，尤其是新课程、
新教材改革的落地，更能立德树人，
培养出真正的人才，高考选拔人才的
方式也更加科学、合理。

上图 侯磊展示他当年的录取
通知书。本报记者 赵改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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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言：“诚者，天之
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中国自古以来商道之魂
为：天道酬诚，信为根本

读者来电主要为两种观
点，首先是牛肉面传承频被“冒
领”一事。

我国自古就有“人无信不
立，家无信不旺，业无信不兴，
国无信不强”的古训。企业信
用的实质内容是企业的商业信
用，是对企业诚实度和承诺的
兑现而产生的商业信用度的评
价。个人无信就无法在社会上
立足，企业无信也无法与其他
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对企业来
说，诚信既是立足之本，也是企
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

对于陈香贵这个牛肉面品
牌“冒领”陈维精后人这个问
题，读者首先是感到诧异，作为
一家知名公司，抢占位形成差
异化，这本无可厚非，但公然冒
牌陈家后人，以此为亮点想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快速融资和
跑马圈地，建立消费者认知，则
首先失去诚信这个根基。

我市一家餐饮企业老板表
示：“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个人层面的一个基本
准则，是立人之本，是齐家之
道，是交友之基，更是经商之
魂，是企业家一张真正的“金质
名片”。想在商场上真正长久
立足发展，靠的不是假冒和杜
撰，而是厚重的文化内涵、实实
在在的真本事和核心技术的传
承。

“近些年，我们国家非常重
视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
总有一些人从个人利益出发，
将诚信丢在一边，剑走偏锋，利
用假冒等手段谋取利益，搅乱
市场。”一位一直关注牛肉面文
化挖掘的马先生表示，陈香贵
冒充兰州牛肉面创始人陈维精
的后人，以此为噱头融资，在媒
体进行虚假宣传，以“证明”自
己是传承了200多年的“正宗”
兰州牛肉面，然而，谎言总有被
揭穿的一天，陈香贵对广大消
费者如何交代？与其费尽心
思、造假惑众，不如实事求是、
踏踏实实做人，这样才会受到
人们欢迎和尊重。

而我市达成律师事务所的

一名律师则从法律层面谈了自
己对此事的看法。

这位律师表示，“马家大
爷”作为注册商标，市场上出现
的使用“马家大爷”作为招牌的
或者冒充“马家大爷”进行加盟
招商的涉嫌商标侵权以及不正
当竞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二项规定，
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
近似的商标，或者在类似商品
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
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
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商标近
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
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
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
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
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
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
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
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
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第十
条规定，在判断商标是否相同
或者近似时，应当以相关公众
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既要对
商标整体比对，又要对商标主
要部分比对，同时还应当考虑
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
知名度。

具体到“马家大爷”，判断
和认定市场上出现的使用“马
家大爷”作为招牌的或者冒充

“马家大爷”进行加盟招商的，
如果对方所使用的标识中，直
接使用了“马家大爷”四个字，
考虑到该商标的显著性，相关
公众施以一般注意力在隔离观
察状态下时，易使相关公众对
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
其来源与“马家大爷”商标注册
人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容易
导致混淆，故涉嫌侵权的标识
与“马家大爷”商标构成近似。
同时，“马家大爷”商标是用于
牛肉面，如果涉嫌侵权的属于
同行业，其主观上攀附“马家大
爷”的侵权恶意是明显的，那依
法应当认定为商标侵权并承担
相应的侵权责任。

此外，调查中也出现了有
些冒充“马家大爷”品牌时直接

“借”用“马家大爷”文案和店面
实景图片的，如经过比对，双方

在店面装修、装潢等方面相同
或者近似，根据《反不正当竞争
法》的相关规定，也可能构成不
正当竞争，同样对方需要停止
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并依法承担
赔偿责任。

因此，“马家大爷”在维权
过程中发现上述问题后，可以
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请求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若
出现未经许可，他人在同一种
商品上使用与自己注册商标
相同的商标，或伪造、擅自制
造等严重行为，构成犯罪的，
可向公安报案，依法追究其刑
事责任。

关于陈香贵冒充牛肉面创
始人陈维精后人一事，这位律
师表示，陈香贵公司在对公司
介绍的过程中描述陈香贵为陈
维精后人，由于查证陈香贵并
非陈维精后人，那么其所作的
描述属于虚假宣传，根据《反不
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经营
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
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
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
者。

因此，就陈香贵公司的虚
假宣传行为同样可以向人民法
院起诉，也可以请求市场监督
检查部门处理。

大话西游中有句经典
台词：曾经有一分真挚的
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
没有珍惜，等到了失去的
时候才后悔莫及，尘世间
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读者来电中第二个观点就
是要保护好牛肉面这个历史文
化传承和非遗品牌，并要坚持
创新使其光大，成为焦作的一
张名片。

去年6月，国务院公布了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85项）
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共
计140项），其中甘肃兰州牛肉
面制作技艺传统面食制作技艺
（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位列其
中，内容为：兰州牛肉面起源于
清嘉庆年间，创始人是国子监
太学生陈维精，兰州牛肉面是
一道常见的面食，也是兰州的
传统名食。它具有“一清、二
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特征，
且色香味美，誉满全国。

《甘肃日报》、《兰州日报》、
每日甘肃、兰州新闻网均作了
上述报道。作为兰州牛肉面创
始人陈维精的后人，陈九如时
刻关心兰州牛肉面发展，也同
样关心家乡牛肉面的传承与创
新。

疫情过后，陈九如便迫不
及待地来到了焦作。面对记者

的采访，老先生说自己深感责
任重大，如何让牛肉面这道美
味持续良好地发展，让其倍感
任重道远。

“200多年前的秘方再回
焦作，200多年前的那碗面再
现怀府，这对焦作来说，不仅仅
只是一道美食，也不仅仅只是
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文化现
象。”餐饮界一位资深大师表
示，如何抓住这个机遇，作好传
承和创新，推动焦作地方特色
餐饮上台阶，创品牌，促进地方
经济发展，值得深思。“这段历
史的挖掘和报道已经轰动了国
内外，莫要墙内开花墙外香。”
这位大师说。

“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
题，兰州牛肉面的创新点到底
在哪里？”陈九如说。

去年，一碗兰州牛肉面搅
动了资本市场。截至今年 2
月，马记永兰州牛肉面获得2
轮融资；号称正宗兰州味道的
陈香贵完成超亿元4轮融资，
目前估值接近10亿元；主打手
撕牛肉拉面的张拉拉用了不到
一年时间也获得4轮融资。

但摆在张拉拉、马记永、陈
香贵这些品牌眼前的一大难题
是同质化的困局，如何走出同
质化的“围城”，不能只靠所谓
的正宗？

“在缺失核心技术和核心
信息的支持下，现有这种情况
下，品牌很容易被模仿和复
制。”陈九如说。

兰州牛肉面传承 200 多
年，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除了清
汤牛肉面之外，鲜为人知的是
陈维精家族传承的牛肉面就有
近百种，一个单品做好了就会
让你火得一塌糊涂，但关键的
是核心技术及核心文化。

陈维精有“怀庆食圣”之
称，精通酱、卤、烹、炸及多种烹
饪技法，其代表作水爆牛肚仁
是招待贵宾的上品，用苏寨萝
卜和上庄姜把清汤牛肉面做得
更是炉火纯青，样样美食都是
精品，看似简单其实个个都渗
透着陈家多年积累的经验和技
术诀窍。而陈家的牛肉面之所
以好吃是因为许多技术细节上
与现在的兰州牛肉面有所不
同，其中更多蕴含着许多科学
道理。

陈维精始创的兰州牛肉面
许多技术诀窍不仅在煮肉、煮
萝卜、炸辣椒油、调汤方面与众
不同，除了食材有不同之处，重
要的是许多方法和细节上不
同，陈维精的牛肉面以汤为百
鲜之源，讲究用中医“君、臣、
左、使”的配伍来调制牛肉“清
汤”和“浑汤”，清浊分明，取其
清鲜；用来制作清汤牛肉面，留
其浊香；用来制作官府牛肉面，
正呼应袁枚《随园食单》中的名
言：“烹调之法，何以异焉？凡

一物烹成，必需辅佐。要使清
者配清，浓者配浓，柔者配柔，
刚者配刚，方有和合之妙。”

中餐要发展强大必须得有
“有文化”，牛肉面的传承必须
要做成文化“面”，创新也必须
要接“地气”，才能更好地传承
国粹餐饮文化。

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文
章《从一碗面，看40年变迁》中
所说的精辟论述：“这碗面本就
有丰富文化内涵，是亟待开发
的富矿……破解消费升级的密
码，传统文化不失为一把金钥
匙。”

本报报道引起读者热议

企业坚守诚信是长久发展根本
本报记者 陈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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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本报美食版以《让这碗牛肉面

成为发展特色经济有力推手——牛肉面传承频被

“冒领”背后的思考》为题，对发源于我市的牛肉面

传承频频被一些商家“冒领”的现象进行了探讨。

文章刊出后，引起了餐饮界和文化、法律界人士的

关注，纷纷与记者联系，畅谈他们对此现象的看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