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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0 日晚 10 时许，在三门峡现代服务业开发区
一家老碗面海鲜烧烤店，后厨炉火正旺，下单顾客接连
不断。“80 后”老板李刚揩去额上的汗水，一边处理预约
订单，一边热情地招呼客人。

如今餐饮业竞争日益激烈，但每个品类中仍有经
营得当的“领头羊”。在三门峡奋斗近 20 年的李刚便
是其中之一——他白手起家，先后开过 3 家店，最终在
三门峡餐饮行业站稳脚跟。

李刚出生于山西运城，由于父母就是开饭店的，所
以他便想在餐饮方面闯出些名堂。20 岁那年，在家人
的支持下，他在新乡开了一家饺子馆。初次创业，李刚
满怀信心，可真正干起来才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由
于不善经营之道，这家店仅维持了 3 个月便以失败告
终。这让李刚体会到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于是
他收拾行囊，打道回府，在家中的餐饮店重新学习锻炼
了两年，在餐品质量、经营策略等方面苦下功夫。“开店
不仅需要耐心，更要懂得管理，当时在很多环节上都还
不太懂。”李刚回忆时说。

2006 年，李刚重新走出家门，这次他立志自谋出
路，不再花费家里的钱。机缘巧合之下，他和妻子杨萍
来到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在该校食堂窗口经营起一
家馄饨米线店。学校食堂客流量相对稳定，他便把更
多精力放在提升菜品和口味上。他抓紧一切时间，边
干边学，为了迎合当地顾客口味，他跑到三门峡经济开
发区几家做得好的馄饨米线店做义工，免费为店里刷
碗扫地，一点点积累经验和技巧，然后再结合自家产品
潜心研究进行改良。有时为了一个问题，他几天几夜
吃不下、睡不好，经过两个月的调试，他终于研制出理

想的餐品口味，在该校开店 12 年，他的营业额常年保
持在前两名，后来还被选为该校餐饮协会主席。

然而他没有止步于此，2018 年，李刚离开学校食
堂，在市区韩庄新城附近开了一家面馆。然而，半年多
过去了，这里的客流量始终不大，李刚无奈只好舍弃这
家店。经过细致考察，他吸取教训，在现代服务业开发
区德高路路口重新开了一家面馆，这里客流量大，加上
他用心经营，饭店很快便红火起来，尤其是该店的牛肉
油泼面和干拌面成为“金字招牌”，得到顾客的认可，甚
至吸引了平陆等地的顾客慕名前来。李刚告诉记者，
来到三门峡的这些年，他每年都会外出考察学习，曾到
过北京、郑州、西安等地，研究学习面食等的制作技艺，
加上自己十余年做面食的经验，所以才能得到顾客认
可。“每一个环节我都严格把控，亲力亲为，力争把质量
和服务做到最好。”李刚说。

面馆稳定经营几年后，李刚再次寻求突破，把烧烤
项目加入经营范围，现在他的饭店中午卖面，晚上主营
烧烤，去年烧烤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雇了 18 位员工，
每晚有几百位顾客，常常经营到凌晨一两点。“真材实
料、保证新鲜，这是我的经营原则。”李刚认真地说。

饭店生意越做越好，与李刚始终秉持着高质量低
价位、用心用情服务的经营理念分不开。开始经营烧
烤时，李刚就为顾客提供了好几项贴心服务，比如有时
有客人喝酒没法开车回家，他就自己开车将其送回；为
一些过生日的客人免单，送上一份惊喜；他还会为带小
孩的顾客送上小零食和玩具，让大人安心用餐……渐
渐地，很多顾客都把他当成朋友。“质量诚可贵，服务价
更高，用心用情为顾客服务十分关键。”李刚说。

良好的经营离不开默契的团队，李刚目前雇有 12
位员工，这些人在店里工作时间最短的有 3 年，最长的
有 12 年。为何这些员工对他不离不弃？答案是他把
员工当亲人。平时，他对员工关爱有加，有位员工意外
骨折，他曾在医院陪护整整两个月，年底还会开车送外
地员工回家过年……

在餐饮行业摸爬滚打 20 余年，李刚始终保持着一
颗初心。“让顾客吃饱吃好，把他们当成朋友、家人对
待，让他们来到我的饭店就能感到舒适和幸福，同时坚
持高质量、低价位，这就是我的经营宗旨。”李刚说，“有
机会我还要寻求突破，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这样才能长久地把生意做下去。”

精细化整治无主绿地
近日，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组织工人对市区崤山路与上官路交叉口口腔诊所门前、崤

山路电业局对面碧城府二期东西两侧无主绿地进行精细化整治，全面清理装运绿化带内断枝、枯叶、
杂草及生活废弃物，精心修剪绿篱、草坪，达到“整齐划一、通透干净”的标准，进一步提升城市形象。

本报记者 单义杰 摄

8 月 10 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当天，湖滨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迎来了婚姻登记小高峰，许多新人
选择在这一天领证，记录幸福瞬间，共度浪漫“七夕”。据统计，该婚姻登记处当天共有 35对新人领证。

本报记者 梁如意 摄

情定“七夕”浪漫领证

8 月 8 日，因供水管道破裂，位于三门峡现代服务
业开发区甘山路与召公路交叉口附近的多个小区临时
停水。鑫苑物业三门峡分公司滨河湾物业服务中心急
业主之所急，积极联系供水车辆到小区为居民送水，受
到居民交口称赞。

本报记者 虎建立 摄

近日，巴黎奥运会各项体育
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各国运动
员 在 赛 场 上 挥 洒 汗 水 、尽 情 绽
放。在观看奥运比赛，为中国奥
运健儿加油之余，越来越多的人
在健身房、球场、跑道挥洒汗水，
体验运动的快乐，奥运会掀起全
民健身热潮。

奥运会期间，炎炎夏日也抵
挡不住三门峡市民日益高涨的运
动兴趣和热情。8 月 9 日，在三门
峡国际文博城及其运动公园内，
记者看到，不少市民正在跑步、打
羽毛球、练乒乓球等，不同年龄、
不同群体、不同爱好的市民聚集
在此，感受运动的魅力。乒乓球爱
好者王先生告诉记者：“我以前每
天早上都来公园打乒乓球，基本上
都能‘抢’到乒乓球台，现在奥运会
期间打乒乓球的人多了，要是来晚
了，就‘抢’不到台子了。”

在“奥运热”的加持下，全民体
育热情被激发，运动点燃活力盛夏。

奥运叠加暑期，体育培训热
度持续攀升，不少家长希望通过
体育运动丰富学生的暑期生活。

市区追梦时代游泳馆一名教练表
示：“暑假期间，很多孩子来学习
游泳，既能强身健体，又能防暑降
温。”此外，记者看到，在文博城等
地，不少羽毛球馆、篮球等体育培
训馆内也是“人满为患”。这个暑
假，越来越多的学生倾向于学习
一 至 两 种 体 育 项 目 ，据 了 解 ，篮
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等都是
热门项目。

此外，奥运会也带动了自行
车热销。市民张先生是一名骑行
爱好者，坚持每天骑行 10 公里。
近日，他来到市区某自行车商行，
趁着这股“奥运热”，为自己购置
了一辆新的公路车。

“这几天自行车的销量是平
时的 3 倍，其中公路车是热销款，
很多人买后会到黄河生态廊道骑
行。”自行车商行负责人戴永介绍
道，他平时也经常和朋友们一起
夜骑，“我们当中不少人都在关注
巴黎奥运会，对奥运健儿勇争奖
牌印象深刻，大家被健儿们的精
神感染，运动激情更高涨了。”戴
永说。

本报讯（记者梁如意 通讯员肖晓敏）8 月 8 日，三门峡市
金玫瑰酒店成为一片青春的海洋，由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高新区）工会、区团工委、区妇联主办的“青春作伴 缘
起高新”青年联谊会在此成功举办。200 余名男女青年齐聚
一堂，共同寻找缘分与友情。

会场内，缤纷的气球与盛开的鲜花营造出温馨浪漫的氛
围。主办方精心设计了一系列互动环节，如“你比画我猜”

“踩气球”“数字炸弹”等游戏，让青年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增进了解，拉近彼此距离。而“深度交流”“爱要大胆说出来”
等环节更是让现场气氛达到高潮，许多单身男女在活动中交
换了联系方式，期待进一步发展。据工作人员不完全统计，
现场共有 12 对嘉宾互有好感，3对嘉宾现场牵手。

近年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
高度重视单身青年职工交友难、择偶难的问题，丰富教育形
式，做好思想引导，引导青年职工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积极
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党组织和群团组织的关怀作用，精准对
接职工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交友活动，拓展青年婚恋交友
渠道。

本次活动得到河南中原黄金冶炼厂有限责任公司、三门
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公司、宝武铝业科技有限公司、大唐三
门峡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三门峡日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
位的大力支持，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交流的平
台，帮助他们拓宽社交渠道，丰富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感。

连日来，一则“90 后”女孩改造陕州地坑院的视频在微博
走红。陕州地坑院以其独特的地下建筑形式和古老的历史
底蕴，成为乡村文化的象征。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以及自然灾害的损毁，这些珍贵的建筑面临着逐渐消失的风
险。“90 后”三门峡女孩朱麟与香港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林君翰
团队携手，对家乡的地坑院进行改造，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
化巧妙融合，创造出一个兼具实用性与美观性的现代化居住
空间。

朱麟从小在张汴乡西王村的地坑院中长大，对这种传统
建筑有着深厚的感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发展，当
地许多人选择离开村子，地坑院面临被遗弃的境地。

“我热爱家乡的地坑院，很担心这些珍贵的传统建筑会
消失。”朱麟告诉记者，联系到香港大学的林君翰团队后，他
们进行了多次的沟通，最终选择联手对朱麟老家的地坑院进
行改造，保护这一传统建筑。 2023 年 7 月，陕州地坑院的改
造正式开始，朱麟介绍道，“香港大学的林教授君翰团队在
实地考察后，为整个改造计划出具了方案，其中使用了 3D
打印技术，开天窗改善采光与通风等，改造后的地坑院通
风特别好，采光也比之前好了很多。”在此过程中，朱麟与
团队也遇到过不少问题，如语言沟通问题，团队中有很多
外国人，他们在交流上有一定的阻碍，但在传统建筑的保护
与现代化改造与保护面前，他们努力克服困难，致力于共同
完成这一项目。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地坑院的改造终于接近尾声。改造
后的地坑院焕然一新，既保留了传统的建筑特色，又具备了
现代化的居住条件，也为传统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提供了新的
思路。

在问及未来对这座地坑院的使用计划时，朱麟表示，“这
个项目最初是以公益的目的进行改造的，所以会提供给附近
的村民休闲娱乐时使用，也会改造一部分作为民宿和农家
乐，吸引周边游客，带动当地的旅游发展。”

朱麟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改造，引起更多人对传统建筑
的关注和重视，让更多人投入传统建筑的保护行列中。

本报讯（记者梁如意）为广泛
传播中医养生知识，引导居民养
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近日，湖
滨区车站街道天元社区邀请医疗
机构为居民带来了一场中医养生
知识讲座。

讲座中，主讲人以夏季养生
为核心，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医
养生与饮食调养、简易养生运动
以及八段锦等内容，详细阐述了
中医养生的精髓，强调了日常饮
食均衡、适量运动及心态调节对
健康的重要性，并分享了夏季防暑

的有效方法，让老年人深入了解中
医养生的意义。为增加讲座的趣
味性和互动性，现场还设置了问答
环节，大家有问有答，气氛热烈。

该讲座不仅使辖区居民学习
了中医知识，还让他们深切感受
到中医养生的独特魅力，受到辖
区居民好评。

“社区将继续聚焦居民的健
康生活需求，精心策划并举办更
多健康活动，为社区居民的健康
生活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保障。”
天元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篮球健儿齐聚 激情点燃赛场
第17届中国中西部青少年篮球锦标赛（三门峡站）举行

“ 创 业 铸 就 美 好 生 活 ”系列报道

“舌尖”逐梦 烹出美好“食”光
文/图 本报记者 单义杰

李刚为客人上餐

“90后”女孩联手港大教授
改 造 陕 州 地 坑 院
本报记者 葛洋 实习生 员怡彤

“青春作伴 缘起高新”
青年联谊会成功举办

奥 运 会 掀 起
三 门 峡 全 民 健 身 热 潮

本报记者 葛洋

本报讯（记者张明）8 月 5 日
至 10 日，由中国篮球协会西部青
少年篮球培训中心、陕西省篮球
协会、中国中西部青少年篮球锦
标赛理事会主办，三门峡市体育
局、三门峡市篮球协会承办的第
17 届中国中西部青少年篮球锦标
赛（三门峡站）在三门峡国际文博
城伯明顿篮球馆举行。

此次赛事共有来自 8 省的 30
支代表队参加，按年龄划分为 7 个
组别，分别是 U8：2016 年 1 月 1 日
以后出生；U9、U10：2015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U11、U12：2013 年 1
月 1 日 以 后 出 生 ；U13：2011 年 1
月 1 日 以 后 出 生 ；U15：2009 年 1
月 1 日 以 后 出 生 ；U17：2007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U55—65（老年
组）：1974 年 12 月 31 日 以 前 出
生。比赛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
的最新篮球规则，其中 U8、U9 和
U10 组，每队可报 6—8 人（男女可
混 合 组 队），比 赛 人 数 采 取 4× 4
制，比赛时间为上下半场各 8 分
钟，其他组别采用 5×5人制。

为期 6 天的比赛中，参赛运动
员们争夺激烈，传球、运球、投篮，
每个动作都充满了活力与激情，
展现出了娴熟的篮球技术和顽强
的拼搏精神。此次比赛中，许昌
感恩代表队获得 U15 组冠军，连
云港代表队获得 U13组冠军，新疆
育博代表队获得 U12组冠军，连云
港 C队获得 U8组冠军。

中 医 讲 座 进 社 区
健 康 知 识 入 民 心

贴心送水解民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