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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许伟涛）由市组织部人
才办主办、焦作怀庆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承办的焦作市大学生“村官”培训于6月
24日正式开班。

此次培训邀请了京东商城、万堂书院
高级讲师前来授课，他们将系统地讲解电
商的各种知识、讲解它的过去、现在和将
来，讲解淘宝店的各类知识及操作流程，
还将有成功案例分析和大家分享，课程安
排得丰富多彩。

“希望通过这次培训，能对有志于创
业的大学生‘村官’有一个很好的帮
助。”焦作青年商会副会长、怀庆府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马卫东说，新一代
大学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胸怀祖
国、立足农村，服务农民、奉献社会，为
发展农业、促进和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智慧和力量。现在
他们的任期将满，为了积极响应中组部的
号召，市组织部人才办积极组织了此次培
训工作，旨在引导聘用期满的大学生“村
官”进入人才市场自主择业，开拓门路，
实现多元化发展。

近年来，作为焦作青年商会会员的焦
作怀庆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坚持以诚信为
本，结合农产品市场特色，依托现代互联
网的先进技术，推出了“四大怀药”现货
订单种植、买、卖交易模式，将地道的

“四大怀药”销售到了世界各地，先后获
得了“河南省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河南
省网络营销协会理事单位”“河南省青年
农民合作社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单位”“河
南省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常务理事单
位”的称号。

青商会员助力大学生“村官”创业

这是一次迟来的采访。
迟来的缘由，是因为被采访者一

次次低调地推托：“我们才刚走上创业
之路，还没做出多大的成绩来。”

然而，放在焦作旅游这个异军突
起的产业样本中，她绝对有着无法绕
开和回避的理由与实力。其他姑且不
论，单说能把300年技艺传承、非物质
文化遗产、怀庆老董家闹汤驴肉第九
代传人、焦作餐饮文化新名片等这些
关键词汇集在一起，就有着足够的想
象空间。

日 前 ， 记 者 终 于 见 到 了 这 个
“80”后女孩——焦作市青年商会副会
长、怀庆董氏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董事
长董颖，听她讲述一个有关舌尖上的
传承故事。

三百年技艺的文化传承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一句俗语
既饱含着天下食客对驴肉的无限遐
想，也隐含着舌尖对美食的无限挑剔。

据 《本草纲目》 记载：驴肉性
温，具有补气养血、养精壮阳、滋阴
补肾和利肺等多种功能，尤其在止
烦、安神、清脑上有独到效果。

在此语境里，具有300年历史的老
董家闹汤驴肉，也早已作为焦作的一
种“餐饮文化符号”，在各地驴肉中脱
颖而出，享誉全国。2011年12月，作
为焦作的老字号，始于清朝顺治年间
的怀庆老董家闹汤驴肉制作技艺被评
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介绍，在传承董家300年传统驴
肉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怀庆老董家酒
店不断更新、丰富驴肉菜品，闹汤驴
肉、元宝汤、驴肉丸子、驴板肠……
各色地方菜肴多达百余种，形成了特
色鲜明、品种丰富的全驴宴及地方风
味菜系——怀帮菜。其中，闹汤驴
肉、驴肉丸子、元宝汤、驴肉汤泡饼
更被称为怀庆老董家的镇店之宝。

说起老董家驴肉的前世今生，董
颖如数家珍。她告诉记者，从明洪武
年间董家由山西洪洞县迁至怀庆府柏
香南大董庄村，到清顺治年间董自振
再迁到柏香南关，开始经营起驴肉生
意，一直到现如今，董家历经十三世
九代传承，一直经营着驴肉生意。特
别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焦作本地
有名的几家国营饭店，像新华街老服
务楼、焦南实验饭店、东方饭庄、四
海春等几家老字号的熟肉全部都由董
家供应。1997年，位于市团结街上的

“董氏驴肉馆”开业，标志着老董家闹
汤驴肉在焦作的传承和发展，正式扎
根发芽。

“无论是来到焦作旅游的游客，还
是地地道道的焦作市民，只要吃闹汤
驴肉，第一时间都会考虑来我们家品
尝。”董颖说，如今，他们每年接待全
国各地的游客可达10万人。

然而，作为怀庆老董家闹汤驴肉
制作技艺的第九代传人，董颖似乎想
得更深更远。“有着300年传统技艺的
怀庆老董家闹汤驴肉，承载的绝不仅
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文化。”董颖
说，作为董家的后人，不仅要在祖先
们创下的基石上，将老董家驴肉做大
做强，还要将其打造成地方性乃至全
国性的知名餐饮企业，并进一步挖掘
传承怀庆老董家闹汤驴肉300年的文化
积淀，打造焦作旅游中另一张闪亮的
文化名片。

十二年旅游产业链上的创新积淀

读创业者，一言知其胸怀。
也许，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如董颖

者，从没把怀庆老董家酒店当作单纯
的美食作坊来定义，而是自我定位于
旅游产业的重要一环。

出生于1981年的董颖，之所以有
着如此的真知灼见，与她曾在焦作旅
游产业链条上的浸润积淀密不可分。

这话还要从董颖上大学时说起。
曾就读于西安外事学院公共关系专业
的董颖，在校期间就受到西安作为国
家旅游城市的影响，主动考取了高级
文秘和国家导游资格证书。当时，焦
作旅游也正方兴未艾。每到暑假，董
颖都会到旅行社实习。

“印象最深的是从未自己出过门，
却背着包一天跑了1000多公里参加培
训、考试。”董颖坦言，正是那段岁月
让她对“旅游是载体，文化是内涵”
有了初步的印象。

2002 年，董颖大学毕业后来到净
影风景区工作。三年时间里，她当导
游、做策划，参与了景区景点命名和
传说故事的挖掘整理工作，并对焦作
地质地貌的形成进行了系统的认识和
了解。同时，由于景区发展需要，董
颖还被选派到郑州龙源大酒店见习总
经理助理，之后又去了山阳建国饭
店，系统学习了酒店管理和运营。

时至今日，董颖仍十分感谢那段
经历为自己积淀下的坚实基础。正是
在那个过程中，董颖认识到，在旅游

产业吃、住、行、游、购、娱的六个
环节中，吃排在首位绝非偶然。

“民以食为天。中国是一个历史文
化久远的国家，饮食文化流传至今，
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并在
世界饮食文化上占据重要地位，饮食
文化已成为每个中国人不可或缺的一
个基因。”董颖认为，传承中国文化的
不仅仅是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它包含
着与我们生活相关的每一个细节。而
董家驴肉制作技艺传承至今，正是对
当时古怀庆府百姓饮食习惯、民风民
俗的一种体现，也应该成为焦作特色
文化的传承者和开拓者。

仿佛一切，皆有前缘。
从小受家里人耳濡目染的董颖敏

锐地认识到，老董家闹汤驴肉制作技艺
这一丰富资源，在焦作旅游发展的大时
代里，理应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008 年，厚积薄发的董颖决定接
过这杆大旗，立志要把传统技艺传承
与旅游业紧密联系起来，结合现代餐
饮的发展规律，挖掘提升文化品牌，
打造焦作旅游的一张名片。

走进位于焦作市果园路大杨树餐
饮街的怀庆老董家酒店，但见古色古
香的桌椅以及传统的陈设，与同样古
朴的桌布交相辉映，整个店里呈现出
深厚的文化和历史氛围。

“传统美食除了味觉的享受这一落
点之外，还应有着第二、第三落点，
比如文化和体验。”董颖说，“北京的
全聚德、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洛阳的
真不同、开封的第一楼……每一个老
字号背后都有一段悠长的故事。怀庆
老董家，就是要做焦作的老字号。”

第九代传人的产业畅想

从怀庆老董家驴肉产品的传承创
新，到传统技艺传承的文化体验，董
颖追求着一种传统美食色、香、味、
触、法的一个层级一个层级的延伸，
还有一个有关文化传承背后的产业梦
想。

怀庆老董家酒楼自开业以来，始
终坚持在原汁原味传承老传统、老工
艺、老口味的同时，运用现代烹饪技
术对菜肴进行提升发展，促进了董家
闹汤驴肉的精致化、标准化、高档
化。而在传承之路上，不变的却是对
制作技艺的不懈追求。

董颖说，在选料方面求精，而在
制作上更是讲究精益求精，严格按照
老工艺的制作法。

“从肉质上讲驴肉的肉质细嫩，且
蛋白质含量远高于牛羊肉。食用时取
薄片驴肉蘸汁，入口芳香四溢，唇齿
留香。”董颖说，闹汤富含人体所需的
蛋白质、胶原蛋白、维生素、矿物质
等营养元素，是滋补健身的佳品。此
外，驴肉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亚油
酸、碳水化合物、钙、铁、锌、磷等
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元素。

与此同时，董颖还近乎固执地坚
持要把老店留在老城区具有浓郁文化
符号的大杨树餐饮一条街。“ 在焦作
人心中，‘大杨树’既是一个商业名
词，又是一个历史符号。 而从某种
意义上来讲，大杨树附近的这几条老
街道也正是焦作近现代城市文化的起
点。”董颖说，她要真正把文化的味道
做到骨子里。

如今，经过5年的努力，怀庆老董
家酒店先后荣获了中华餐饮特色老字
号名店、全国绿色餐饮、河南省旅游
三星级饭店、焦作名吃等国家、省、
市级数十项荣誉，成为焦作市名副其
实的地方餐饮品牌。而董颖也先后当
选河南省餐饮协会理事、焦作市餐饮
协会副会长等职务。

对于未来，董颖说，她很喜欢
“凤凰涅槃”这个词语，它意味着自己
创业路上的所有曲折与磨难，都终将
开花结果。

而回首来时路，董颖告诉记者，
选择创业这条路，就必须树立起自己
的信念，做好不被认同和理解的心理
准备，学会去承受和担当别人不能承
受的压力，勤于思考，善于倾听，锻
炼一种自我内视与反观自我的能力，
还要懂得授权，更加包容，带领年轻
团队的共同成长。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创业
也是这样。没有这种精神，很难做出
成绩。”董颖同时坦言，一项传统技艺
的传承和发扬，不可能通过一代人的
努力就能实现，她已做好了扎扎实
实、长久坚持的准备。

说这话时，这个看似瘦弱的小女
子身上，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强大力
量，让人感受到一种坚持和笃定，真
诚与善良。也许，这也正是她从传统
技艺的文化传承中得到的最珍贵的东
西。

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是必然的规律。
而正如浪推浪的前行一样，所有长

期以来流传下来的美好事物，也需要一
种递相传授的继承与发扬。这正是传承
的意义。

坦率地说，类似怀庆老董家闹汤驴肉
这样，能体现焦作历史文化特色的老技艺
还有很多，比如武陟的油茶、五里源的松
花蛋、博爱的竹编、柏山的缸……这些
从历史文化衍生出来的老产业，既是祖
先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宝贵资源和财
富，也为当下的传承提供了一种可能，
一旦我们合理开发，定能衍生出新的文
化和产业生命力。

当然，但凡是一种产业，都有其自
然的消长过程与规律。特别是在这个始
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新技术革命引
起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以及经济
运行规则变化的新经济条件下，产业发
展呈现出了以创新为核心，由新科技所
驱动的经济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怀府老董家餐饮
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颖算是趟出了一条新
路。她从没有把怀庆老董家酒店当作单
纯的美食作坊来定义，而是自我定位于
旅游产业的重要一环。如此一来，就把
一个老技艺的传承顺势放在了一个顺应
时代发展的大旅游产业的链条之上，跨
界融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产业洪流中，
顺势前行。

说完宏观的传承，我们再来说商业
模式的创新，特别是品牌创新。怀庆老

董家闹汤驴肉不仅占据了旅游产业吃、
住、行、游、购、娱中的首要一环，还
创新开发出来真空包装的闹汤驴肉产
品，以满足外地游客购买特色商品的需
求，并进一步延伸传统美食的味觉享
受，找到了文化和体验的第二、第三落
点，也找到了打造焦作旅游一种闪亮文
化名片的切入点。

如此商业模式创新，不仅是传承的
应有之义，也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
有一席之地的制胜法宝。曾经有一个公
司做西红柿酱时，面对的却是一种再普通
不过的商品和几近饱和的市场。这个时
候公司的进入，就意味着从原有的市场的
份额里切下来一块，其难度可想而知。特
别是作为一家没有品牌资源、没有渠道能
力的小公司，压根就没法跟大公司去竞
争。但这家公司并没有选择正面地去抢
夺市场，而是把西红柿酱变成另外一种东
西——可以往蛋糕上“写字作画”的笔，它
的“墨水”就是西红柿酱。这样每个消费
者在吃饭的时候，都可以拿一块面包，在
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或者画一朵花等
等。结果，这家公司的西红柿酱销售非常
好。尽管这家公司实际上最终卖的还是
西红柿酱，但是它把这个概念和规则进行
了创新，不再是在卖一种普通的消费
品，而是一种新产品。

由是而言，在当下时代已然不同、
环境已然变化的情况下，能否在传承的
过程中，不断创新商业模式，找到新的
卖点，当是其中关键。

所谓传承
□许伟涛

青 商 样 本
青 商 资 讯

青 商 快 论

舌尖上的传承
——对话市青商会副会长、怀庆董氏餐饮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颖

本报记者 许伟涛

在温县祥云镇东南王村的一
户农家里，有一个“开心园”，
在这个外表看似平常的农家里，
却有假山、鱼塘、雕塑、奇花异
草、林荫小路、教室、防空洞等
你想不到的东西。让你更想不到
的是，所有这些是一个 87 岁老
人创建的。这位老人名叫马立
山，是一位退休教师，他在自家
创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培养
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为青少
年的健康成长作出了杰出的贡
献。6月25日，祥云镇一中团委
组织学生们在“开心园”上了一
节生动的团课。

马立山老人为同学们上了一
节生动的团课，他说：“打开中
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册，每一
页无不闪烁着爱国主义的灿烂光
辉。中华民族的爱国志士，不畏
强权压迫，不畏虎豹柴狼，为了
国家的独立和昌盛，为了民族的
自由，为了人民的幸福，谱写了
一曲曲响彻云霄的爱国主义壮
歌，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强大的
精神支柱，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
量！在历史长河中，英雄事迹，
层出不穷；爱国人物，群星灿

烂。战国时期的伟大
爱国诗人屈原，宋代
的民族英雄岳飞、文
天祥，明代的爱国将
领戚继光，焚烧鸦片
的抗英将领林则徐，
他们忠于祖国、热爱
人民，不畏贬谪，不
怕牺牲，忠烈千秋，
永垂千史，这正是爱
国主义力量的集中表
现。爱国主义是中华
民族的精神支柱，是
炎黄子孙高尚的美
德。不论在古代，还
是在近代；不论是白色恐怖的过
去，还是春风和煦的今天，都是
如此。任何邪恶势力，任何卖
国、叛国之徒，都会败倒在它的
面前。爱国主义力量是不可战胜
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
祖国开始了新的历程。让我们每
个有志气的同学，把对祖国诚挚
的热爱，倾注于紧张的学习中去
吧！”

最后，祥云镇一中团支部书
记王广远对同学们说：“今天，
我们来到这开心园，你会不敢相

信，这优美的环境，一砖一瓦，
美丽的雕塑、花卉，还有绿色环
保的地下室，是一个 87 岁的老
人干出来的，希望同学们学习马
老师这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
精神，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
的梦想。”

团课结束后，同学们参观了
“开心园”，同学们热情很高，对
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各
种精美的手工制作都为之赞叹，
也从中学到了很多在课堂上学不
到的知识。 温 团

本报讯（通讯员温团）为进一步做好新
形势下少年儿童工作，引导少年儿童把自身
的成长与祖国的未来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勤
奋学习，放飞希望，共筑中国梦，日前，团
温县县委决定举办“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大
型主题图片展，全面展示当代温县少先队员
的风采。

该活动以“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为主
题，通过图片的形式展示优秀少先大 （中）
队和优秀少先队员的风采，促使少先队员认
识到“中国梦”既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青
少年的梦，每个青少年都应把个人梦想融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同时，向
全体师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展示温县少
先队建设成就和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按照计划，主办单位将组织人员对各中
小学校推荐的展板和优秀少先队员拍摄的照
片进行筛选，制作成标准展板，于2014 年
10月1日至10月13日在全县进行集中展览。

右图为温县前进小学三年级学生在开展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主题班会活动。

温 团 摄

温县一小：

拓展训练 强健体魄
温县一小积极响应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号召，前不

久组织五年级近五百名小学生，在该县学生拓展基地进
行了为期五天的训练。

孩子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学校，独立生活，接受
高强度的训练。通过此次拓展活动，学生们不仅锻炼了
身体，更磨炼了意志。带队老师与学生们同吃、同住、
同训练，每天都要等孩子们睡熟了，才会休息。老师和
学生克服种种困难，赢得了教育局领导和学生家长的好
评。 温 团

团温县县委将举办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大型图片展

一节生动的团课

6 月 24 日，温县温泉镇一中以“关爱残疾儿
童、支持特殊教育”为主题，开展了爱心捐赠活
动。该校学雷锋小组的20名志愿者用打零工挣来
的200多元钱，购买了彩笔、绘本、文具盒和笔记
本，来到该县特殊教育学校，向这里的孩子们献上
了一片爱心。

特殊教育学校的师生以表演舞蹈 《感恩的
心》、旗操，朗诵古诗词等形式，向温泉镇一中的
志愿者表示感谢。

这次爱心捐赠活动虽然短暂，却让两所学校的
学生都体会到世界需要热心肠。温泉镇一中的同学
纷纷表示：要做个有爱心的人，今后将继续关注残
障儿童，将爱心传递下去。 温 团

董

颖
（
本
人
供
图
）

6月25日，温县一小举办2014年艺术节。图为一年级小朋友表演舞蹈。
温 团 摄

温泉镇一中开展关爱残疾儿童活动

祥云镇一中团员到马立山老人家上团
课。 温 团 摄

温县特教学校师生表演旗操。
温 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