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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陈东明）自从
去年“马家大爷”开始在市场上
推出方便装牛肉面食品以来，
在做好经营和推广的同时，还
加强了方便食品的整体研发升
级及营销力度，积极推进企业
方便食品结构的调整、完善和
布局，先后对方便牛肉面食品
进行了两次升级，并研制开发
出新的方便食品。日前，最新
包装的方便牛肉面一推向市
场，就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欢
迎和点赞。

“陈家祖上传下来的秘制
配方很多，最近我们根据一些
配方调制出了几个新产品，很
快也会投入市场。”河南马家大
爷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王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根据前期方便装清汤牛肉
面投放市场的反馈看，情况很
不错，所以企业在第一次升级
的基础上，对外包装进行了改
进，整体看起来更加美观时尚，
方便消费者作为礼品使用。

作为市级非遗餐饮品牌，
为了更好地弘扬牛肉面传统文
化和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清汤牛
肉面及陈家传承下来的美食，
在陈九如的指导下，多年来，河

南马家大爷餐饮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一直致力于产品的标准化
和量化制作，对餐饮文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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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牌现代化建设和品牌加盟战
略的实施。

据王军介绍，今年年初以
来，由他和陈九如带队，组织专
业人员先后走访了国内众多食
品加工企业，从面块、料包生产
厂家到包装设计生产厂家，王
军和技术人员一一与对方详细
沟通交流，充分了解市场行情，
对自己的方便食品进行充分的
论证，为产品批量生产做好调
研准备工作。

同时，陈九如这次回到焦
作也一刻没闲着，不是出去考
察，就是待在公司根据陈家传
承下来的秘制配方，研发新的
产品。

“由于原来的配方都是家庭
制作，如果放在饭店或者批量生
产，就得做好严格的质量控制和
量化，规范制作工艺，这样才能
复原原有的味道和口感。”陈九
如说。从2014年回到家乡，陈
家这碗传承了200多年的牛肉

面再现焦作已经快10年了，如
今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焦作特
色美食。“陈家传承下来的美味
很多，我希望抓紧时间把这些好
东西整理恢复起来，让家乡人民
吃到更多的具有焦作特色的美
味。”陈九如说。

“感觉担子很重，这已经不
仅是一碗面，其包含的历史、文
化、意义都远远超出这碗面本
身所具有的内涵。”面对记者采
访，王军说，公司会进一步加强

特色产品的研发力度，不断推
出新的方便食品，延伸产品链，
做好餐饮店面、连锁品牌加盟、
方便食品等方面的统筹安排，
做好这碗面，不辜负两地几代
人对这道美味的传承与呵护，
也希望社会各界和“马家大爷”
一起来做好传统餐饮文化的传
承和弘扬工作。

上图 新包装方便清汤牛
肉面。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一座城市，总是以浓烈的
烟火气吸引着各方食客。学
校周边、小区门口、繁华商业
中心……总能见到鸡蛋灌饼
小摊。饼子贴在铁板上滋滋
作响，还有煎蛋热腾腾地散发
着诱人的香气。

在和平街做了20多年鸡
蛋灌饼的周国强，凭着焦酥鲜
香的鸡蛋灌饼受到不少市民
的青睐。大家提起和平街上
的洛阳周记鸡蛋灌饼，无不赞
为“人间美味”！

7月18日中午时分，记者
来到位于市和平街的洛阳周
记鸡蛋灌饼店。和平街总是
车来车往、人流如织，叫卖声
此起彼伏，不断演绎着老城区
的繁华，更藏着浓浓的市井烟
火气。

此时已有不少市民前来
买鸡蛋灌饼，大家自发排队，
等待购买。

客人渐渐多了起来，做饼
的两个师傅也忙了起来。两
人动作麻利，一人负责揪面
团、擀面饼；另一人站在锅前
负责烙饼，待饼鼓起后在上面
戳出一个孔，将鸡蛋液倒在里
面。等饼烙好，再放进下面的
烤炉中烤两三分钟，一个金黄
香酥的鸡蛋灌饼就做好了，再
刷上酱，加上生菜等配料食
材，卷起来打包给客人。制作

过程中，两人配合默契，一气
呵成。

而作为老板的周国强却
在后面忙碌地做着后勤工
作。憨厚实诚的周国强说，两
个做饼的师傅都是自己的亲
戚，自从他生意越来越好后，
便将洛阳家中的亲戚邀来，一
方面是给自己搭把手；另一方
面，希望他们能学会自己这个
手艺，也能开起一家店面，让
日子越过越好。

“我做鸡蛋灌饼的手艺还
是跟妹妹学的，现在自己过得
好了，也想拉扯下亲戚们。”周
国强说，他妹妹是在外边学的
手艺，在妹妹的指点下，他也
学会了做鸡蛋灌饼。2002
年，他来焦作投奔亲戚，并在
亲戚的帮助下先在焦南做起
了鸡蛋灌饼生意。第二年，小
有积蓄的他在和平街租下了
现在的这家店面。

“毫不夸张地说，我每天
能卖200多个鸡蛋灌饼，买饼
的人很多都是回头客。”周国
强说。

饼要趁热吃，食客往往是
一拿到饼便直接上口。薄薄
的饼皮其实还分了若干层，层
层起酥，一口咬下去满口生
香，再配着生菜的脆劲与葱花
香菜，味道极好。

周国强的店，没有华丽的

店面，但很温暖；没有高大上
的宣传，但很实在，他的鸡蛋
灌饼拥有自己的粉丝。“做鸡
蛋灌饼虽然挣的是辛苦钱，但
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我感觉非
常踏实，而且现在也有能力拉
亲戚们一把，我觉得很开心。”
周国强说。

图①① 一张焦酥鲜香的
鸡蛋灌饼成为了许多人每天
必吃的美味。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图②② 做饼师傅将鸡蛋

液倒在戳出孔的饼内。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方便装清汤牛肉面再换新装
“马家大爷”新产品新布局

和平街这家鸡蛋灌饼飘香20多年
本报记者 齐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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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红宁侯红宁：：

7月15日，2023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赛在莫斯科红场落下帷幕。我
市孟州籍车手侯红宁和领航员沈鑫、俄罗斯机械师克列涅夫组成的“一带一路”车
队参加了这次拉力赛卡车组比赛，获得了卡车组第五名。

侯红宁今年47岁，是孟州市会昌街道侯庄村人，先后60余次参加国内、国际赛
车比赛，曾夺得福田“欧曼欧康”杯全国卡车大赛个人年度总冠军、中欧超级卡车挑
战赛冠军等数十项桂冠。7月18日晚，笔者通过电话采访了他。

“
少小爱车有天赋

还是孩童的时候，侯红宁就是一名狂热的汽车爱
好者。当时家里不富裕，几乎没有什么玩具，小红宁就
用高粱秆做成他喜爱的摩托车、小轿车、大卡车……在
家里“跑”个不停。

1987年，路过家乡孟州的港京拉力赛，激起了
10岁少年侯红宁心中的赛车梦，“从那一刻起，我就
下定决心要成为赛车手。”在随后的日子里，他经常
在电视或杂志上观看各种汽车比赛。

18岁那年，侯红宁顺利考取了卡车驾驶执照，成
为一名物流公司的驾驶员，但他并没有因为忙于生
计而忘记儿时的梦想。

“那一段时间工作劳碌而繁重，一直没有机会训
练，我就买汽车杂志，跟着上面的技术图解去学习。”
侯红宁说。因为他明白，要想真正成为一名职业赛
车手，不仅要有高超的驾驶技术、良好的心理素质，
还要比别人多下几倍的功夫。

1995年秋天的一天，侯红宁听说郑州市森林公
园北边有人举办赛车培训班，尽管当时月工资只有
4000元，他仅留下500元生活费后，就将剩余的钱就
全部交了学费，目的就是去接触一下自己日思夜想
的赛车。赛车培训班结束时，经过专家严格考核，他
取得了培训班第一名的好成绩，这使他更加坚信自
己选的路子没错。

2004年郑州举行了汽车短道拉力赛，这是侯红
宁第一次自费参加比赛，首次参赛就取得了第四
名。后来，他又参加了多次排位赛，均取得了优异成
绩。再后来，侯红宁受邀参加了几届福田欧曼欧康
杯全国卡车大赛并接连夺冠，这让他看到了新的机
会，也激发了他在卡车比赛领域继续发展的信心。

汗泪交织冠军路

“在许多人的眼中，赛车充满刺激和惬意，一路
上鲜花、美酒，掌声接连不断，但不为人知的是，赛车
手们经历更多的是高温、沙漠、石砾、沙尘暴，泪水和
汗水洒满赛车路。”侯红宁说。

20年前的一天，侯红宁与朋友开着赛车进入罗
布泊进行适应性训练。那里白天的温度一般在50
多摄氏度，最高时会达到80摄氏度。在这样的高温
下，除了干硬的馕饼外，一般的食物存放不了一天就
会变馊。所以有经验的人进入罗布泊时，都会带些
鸡羊一类的活体动物，已备不时之需。转眼间两星
期过去了，一个阶段的魔鬼训练接近尾声，大家商议
着杀鸡杀羊改善一下生活。谁知第二天下午，天气
突变，一场几十年未遇的沙尘暴来袭，一时间天昏地
暗飞沙走石，大家连自己伸出的手指都看不清楚。3
天过去了，随车携带的食物和水已经荡然无存，可依
然不见风停的迹象，与外界又无法联系，死神一步步
逼近，绝望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正是随车携带那只
母羊的乳汁救了一车人，直到几天后走出沙漠。

2013年秋天，母亲患重病住院，侯红宁当时正在
外地参加比赛。接到妻子的电话，侯红宁恨不得一下
子飞到母亲身边。但是，比赛正处于白热化状态。领

航员见侯红宁心绪不宁，便建议他中断比赛赶紧回
家。侯红宁红着眼对领航员说：“没事，我还能顶得
住！”他把对母亲的挂念、对亲人的思念，转化为无穷的
动力，倾注到赛车上，倾注到赛程上。比赛结束，他不
仅获得两个赛段冠军，而且获得整个大赛的冠军。他
用奖杯、荣誉和泪水告慰了病危不久就去世的母亲。

作为赛车运动员，侯红宁和选手们不仅要经受
大沙漠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还要遭受炎热高温的熏
烤。再加上身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坐在车内简直就
如同洗桑拿一般。

最可怕的是意外随时会发生。2016年7月21
日、2016丝绸之路汽车拉力赛收官前第三天，侯红宁
和其他赛车手在嘉峪关附近经历了狂烈沙尘暴的袭
击，铺天盖地的风沙不仅吹得人们睁不开眼睛，而且
将组委会设立的地标和竞赛标志也刮得无影无踪。
没有办法，侯红宁和其他赛车手只好待在大营，整个
赛程向后顺延了一天。

2004年以来，侯红宁先后获得了60余场比赛的
冠亚军，成为国内知名的赛车手，并被业界誉为“霹
雳手”“卡车之王”。

事业与梦想并行

熟悉赛车行当的人都知道，参加大型赛车比赛，如
同烧钱一般，没有坚实的后盾和充裕的资金根本不行。

侯红宁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也为筹集足
够参加比赛的费用，在做了多年赛车手后，2006年，
他与朋友合伙开办了北京万宇物流有限公司，经营
北京至郑州的零担货运业务。2010年公司的业务稳
定了，他找两个朋友入股并帮助他经营。侯红宁说：

“如果我一直做物流，就没有时间去实现我的梦想，
把公司变成股份制后，我就有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
事情了。”

现在侯红宁的两位合伙人分别负责北京和郑州
分部，他则一心一意参加比赛，尽力去取得好成绩。

7月15日举行的2023丝绸之路国际汽车拉力
赛收车仪式上，尽管烈日高照、酷热难耐，但侯红宁、
克列涅夫等中外车手们都耐着高温，穿着厚重的赛
手服站在他们各自的赛车旁。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
悦与自豪，因为在他们心中，无论名次如何，能够来
到这个收车仪式上，将赛车开上收车台，他们就完成
了梦想，他们就是英雄！

侯红宁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这次比赛，我们7
月1日从北京出发，经过24小时的乘机和转机到达
了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卡玛河畔切尔尼卡玛兹总
部，在短暂的6个小时休整后，就开始了第一天的新
款卡玛兹赛车适应性训练。”这次拉力赛整个赛程
5000余公里，特殊路况的赛段2000余公里。

国际汽车拉力赛是一件磨炼人、锻炼人的事
儿。谈起这次比赛的经历，侯红宁说：“来参加比赛
的选手，都是世界上顶尖的冠军选手，当时面临的压
力还是很大的。要想取得好成绩，其中一点就是赛
车手经遇狭窄、艰险的赛段时，看谁首先把心态调整
好，看谁能把控好车的平衡和节奏，这样才不至于出
现大的失误。这次又拿了第五，我觉得以后还有更
大的提升空间。”

图① 侯红宁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图② 侯红宁（右一）和队友一起。
图③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左

二）与侯红宁握手。
图④ 侯红宁（左四）与俄罗斯体

育部领导合影。
（本文图片均由侯红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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