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近中午，河北魏县北台头乡敬老院
传来了阵阵欢声笑语。记者循声进入院
内，只见这里窗明几净、休闲娱乐设施一
应齐全，老人们有的聚在一起打牌、下棋，
有的健身、唱戏⋯⋯其乐融融。“这儿老伙
计们多，不嫌闷。”66 岁的刘孝顺动情地
说：“能有今天的好生活，都是刘院长的功
劳，她是我最亲的人！”老人口中所说的刘
院长便是刘香梅。

有了家，生活不再孤独

刘香梅是北台头乡台后村人，1984
年，23 岁的刘香梅嫁给了该乡台西村的
刘孝军。婚后，夫妇二人勤劳创业、勤
俭持家，家境逐渐殷实。1992 年 4 月的
一天，刘香梅碰到本村的五保老人马
文，只见他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流落
街头。望着老人瘦弱孤独、蹒跚离去的
背影，刘香梅心中涌上来阵阵酸楚。

刘香梅萌发了“创办敬老院，让孤
寡老人享受幸福晚年”的想法，没想到
丈夫刘孝军听说后，非常赞同。刘香梅
说干就干，在民政部门批准和乡政府的
支持下，她个人投资 40 余万元创办了

“ 北 台 头 乡 敬 老 院 ”。 经 过 认 真 筹 备 ，
1993 年春，敬老院刚一开业，就有 5 位

孤寡老人住了进来。对于入住的孤寡老
人，她不仅免费，还每月给老人们 10
元零花钱。目前，已有 22 位孤寡老人
在这里安度晚年。看到孤寡老人入住的
那一刻，刘香梅激动落泪：“孤寡老人
终于有了一个温暖的家，他们从此就不
再孤单了！”

有了爱，贫病不再无援

20 多年来，刘香梅既是院长，又是
护理员，还是炊事员，把孤寡老人当做
自己的亲人。每天清晨天还没亮，她就
起身为老人们烧好水、灌到暖壶里，放
到房间；8 点钟，准时准备好可口的早
餐；白天还忙中抽空，搀扶行动不便的
老人锻炼身体；夜深人静，安顿老人们
都入睡后，又开始洗衣服；半夜里，还
要起床巡查房间，确保老人突发意外能
及时得到救治。“我就是想让这些无依无
靠的老人们，能得到家的温暖，过上幸
福晚年！”每逢人们问她这样做累不累，
她总是如是坦言。

现年 86 岁的王俊荣老人就是敬老院
的“幸福一员”。老人没有子女，丈夫去世
后，更是一日三餐不保，心中异常悲伤。
刘香梅听说后，主动到老人家把老人接到

敬老院，一住就是 12 年。前几天，老人因
感冒出现咳嗽、胸疼等症状，刘香梅不但
陪着老人到县城找老中医看病、开药，回
来后还把中药煎好，端到老人床前喂药。
经过十多天的细心照料，老人逐渐好转。
刘香梅仍不放心，专门陪老人到县里检查
复诊。“住在这里香梅照顾得非常周到，她
就是我的亲闺女，这里就是我的家。”王俊
荣幸福地说。

2014 年 9 月的一天，刘香梅收拾完
毕刚躺到床上，就听到老人的呼喊。她赶
紧起身，循声跑到了老人的房间，只见刘
孝顺老人上吐下泻，弄得地上、床上到处
都是。刘香梅不顾恶臭，连忙为老人擦洗
了身体，又找来医生为老人治疗，并按照
医嘱，为老人单独开小灶。经过三天三夜
的诊治和照顾，老人终于康复。

有了情，精神不再空虚

看着每天乐呵呵下象棋的杨新堂老
人，谁能想到 2 个多月前，他还在异地
流浪？回忆起往事，老人流着泪，声音
哽咽。由于家里没了亲人，老人感到精
神非常空虚，在外地整整流浪了 5 年。
其间，他每天露宿街头，生活没有着
落，思想也很困苦绝望。去年 10 月，

老人回到了老家北台头乡汤村。此时，
乡里正在排查弱势群体和孤寡老人，但
杨新堂只有 59 岁，按政策不够入住养
老院年龄。刘香梅知道情况后，主动提
出把老人接到敬老院来。如今，杨新堂
老人每天和棋友下棋过招，生活过得快
乐充实。

为改善老人们的生活，刘香梅不仅
在院内增加了不少健身娱乐设施，还在
敬老院的空地上种了好几亩绿色蔬菜，
让老人们吃得放心。老人们有空就到菜
地里看看转转，逮逮虫子、拔拔草，说
说话、散散心，既锻炼身体，也自娱自
乐，菜园成了老年人精神的乐园。

一晃 22 年过去了，刘香梅一直在为
孤寡老人免费服务，经济状况究竟怎么
样？谈到敬老院的花销时，她介绍说：“我
家种了 10 来亩地，打的粮食够老人吃，政
府拨些钱，自己再贴补些，只要老人们在
这里过得开心，我就非常满足！”

采访中，乡党委书记蒿要领对记
者说，“刘香梅自费筹建敬老院，让孤
寡老人免费吃住，对待老人们如自己
的 亲 生 父 母 ， 关 怀 和 照 顾 无 微 不 至 ，
实 现 了 孤 寡 老 人 老 有 所 养 、 老 有 所
依 、 老 有 所 乐 的 目 的 ， 精 神 难 能 可
贵，值得学习”。

河北魏县北台头乡敬老院院长刘香梅：

“让老人们过上幸福晚年”
本报记者 雷汉发 通讯员 张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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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公斤重的一大盆黄瓜、胡萝卜炒
鸡蛋，“机器人大厨”自己放油、自己翻
炒，3 分钟后香喷喷出炉——这是南京市
一所引进烹饪机器人、试点集约化供餐
的小学食堂内一景。这位“机器人大厨”
由深圳市繁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虽然
没有头、没有手，却有一个厉害的“大肚
子”，最多一次可以炒出近 10公斤的菜。

中餐标准化困难重重

与西餐食材搭配和制作流程标准化
不同，中餐素有“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
特点，食材和火候掌握向来没有严格的
定量标准，谁会想到制造烹饪中餐的机
器人呢？

“1992 年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当时
是对麦当劳、肯德基这些西式快餐的标
准化制作感兴趣，想把这种制作模式引
入中餐，改变中餐传统的作坊式、手工式
生产。”全球第一款中餐烹饪机器人的创
始人、繁兴科技董事长刘信羽回忆道，真
正开始进行项目研发是 2002 年，当时这
一产业还是一片空白，技术环境并不成
熟，甚至在思想观念上，人们对中餐烹饪
是否标准化还存在较大分歧。

一无可借鉴和模仿的先例，二无从
事这一领域的人才，刘信羽完全是摸着
石头过河。洋快餐材料类型、产品形状比
较单一，而中餐仅烹饪工艺就有 200 多
种，菜式更是花样百出，哪些菜式适合机
器生产？最核心的烹饪动作和烹饪基本
工艺有哪些？厨师的动作变化如何通过
机器实现？对刘信羽来说，要攻破的技术
难题实在是太多了，要解决的问题也是
层出不穷。

“炒菜过程很复杂，火候的掌握是炒
菜过程的关键，急火快熟最考验水平。比
如一道银牙鸡丝，既要迅速把鸡丝打散
还不能让鸡丝断裂，然后要给鸡丝上浆，
再加入豆芽翻炒，火太慢豆芽容易出水，
火太急鸡丝会糊锅。要让机器人模仿这
一系列动作，还要精确掌握放料时机和
火候，确实非常困难。”刘信羽告诉记者，

“我们反复不断进行技术研究和工艺研
究，调整和挑选最适合机器生产的菜品，
模仿倒油、加料、翻炒、出锅等各种炒菜
动作。失败的实验很多，一开始炒出来的
菜黑乎乎的，根本没法吃”。

直至 2004 年，刘信羽的实验基本都
以失败告终。当时主要是研发的路径出
了问题，把做菜看得过于简单，给机器设
定的做菜动作与专业厨师大相径庭。经
过分析和总结，刘信羽将中餐生产标准
化归纳为两大要点：一是原料配菜标准
化，二是生产过程标准化。配菜标准化的
实现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繁兴科技通过
与中国烹饪协会名厨专业委员会的大厨
合作，让知名专家指导，确保配菜精准科
学。为了实现生产过程的标准化，他们不

断研究烹饪工艺和基本动作，特别是对
烹饪的基本动作给出运动学和重力学的
定义，实现机器的数字化，建立数字模型
规定机器人动作，以识别厨师炒菜的每
一个动作的含义并进行转化。

“让人们远离采购奔波之劳、腥污荡
洗之累、油烟蒸腾之苦、烹饪拿捏之难，
轻轻松松吃上标准化制作的美味中餐。”
从 1992 年这个想法产生，到 2006 年世
界上第一台会做中餐的机器人在深圳诞
生，时间已过去了 14 年。“这还仅仅是第
一步，实现从无到有。第一台样机只能做
一些基本动作，实现基本功能，不是最后
的产品。真正实现产品化，能够在工业化
模式下生产和出售是在 8 年以后的 2014
年。”刘信羽称。

没有可参照的样本，完全靠自己培
养人才、创新技术、研发产品，繁兴科技
耗资 1.5 亿元打造烹饪机器人的过程是
艰辛的，但结局是美好的。截至目前，繁
兴科技拥有 300 多项发明专利，承接过
两项国家 863 重点项目和国家“十二五”
重点产业振兴及技术改造项目，生产的
烹 饪 机 器 人 已 经 能 够 制 作 八 大 菜 系
1000 多道菜肴，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地
域、不同口味的需求。

商用市场发挥价值

烹饪机器人配有类似电脑屏幕的装
置，上面有菜单可选择，旁边的操作栏中
包括常用菜肴、再次烹饪、序号选菜等选
项。烹饪机器人的烹饪工序和菜谱由名
厨指导制作，工作人员只需根据营养菜
谱配菜，设定好加油、加水等程序，机器
人就自动操作起来。

“这种机器人很智能，专业的厨师培
训 1 个小时就能完全掌握它的使用方
法。”繁兴科技副总裁曾志成介绍，“像学

校大厨房里的一样菜都有十来斤，翻动
相当花力气，还容易搅拌不均，各种食材
接触热量不均匀。用烹饪机器人把人力
解放出来，各种食材配比、油量控制更加
科学健康，机器人在炒菜时间、翻转均匀
性以及温控方面也更具标准化，菜品口
味更加统一。使用机械自动化烹饪，还能
避免人工制作带来的食品安全卫生问
题”。

目前，味千拉面、乡村基、大家乐、稻
香、唐宫、西贝等餐饮企业以及部分中小
学、医院、政府机关、部队、华为海外公司
等企事业单位食堂已经引入繁兴科技烹
饪机器人产品。2013 年起，该产品也在
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开
始销售。曾志成称，提高工作和服务效
率，减少人力成本是烹饪机器人受欢迎
的一大亮点。与传统烹饪模式相比，引入
机器人操作，一个普通操作员经过适当
培训可以操作 3 到 4 台机器。加上大规模
的集中源头采购，中央厨房机器流水线
生产，降低了综合生产成本。以 1000 人
食堂为例，安装 3 台烹饪机器人，节约的
成本可一年收回投资。机械化操作还可
以节能减排，顺应低碳经济的潮流，在节
约人工 40%以上的同时，节省能源 30%
以上，节省食用油 20%以上，油烟减排
80%以上，废水厨余减少可达 50%，厨房
面积节约 60%。

烹饪机器人受欢迎的另一个亮点，
就是借助大数据、云平台等现代科技手
段推出的集约化供餐模式。这一模式由
中央厨房配送、终端机器人智能厨房烹
饪和政府统一监督管理信息系统三部分
构成，由基地定点生产，规模化集中采
购，全程冷链配送，再由智能厨房采用机
器人标准化自动烹饪。整个过程通过互
联网进行全程信息化监管，保证了安全
溯源。

“目前集约化供餐已经在南京、山东
这些地方的中小学校，以及北京交大、武汉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一批高校试点，取得
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曾志成
说，南京市教育局在中小学引入繁兴科技
机器人的同时，还专门出台相关文件明确
提出“以智能烹饪机器人为先导，净菜配送
为抓手，学生营养午餐为目标，逐步推进学
校食堂的集约化生产模式”，以更好地配合
集约化供餐模式的推广和应用。

刘信羽告诉记者，与美国和日本相
比，我国的中小学营养餐供应模式还比
较落后，缺乏科学规范的管理，这与传统
中餐难以标准化制作不无关系。烹饪机
器人如能在学校广泛推广和应用，有利
于给孩子们提供安全、卫生、健康的营养
餐。刘信羽表示：“繁兴科技正在积极探
索科学有效的样板和模式，也希望更多
的相关行业和管理部门积极参与进来，
共同推动此项工作。”

刘信羽最初计划研发的是家用型烹
饪机器人，目标客户是家庭主妇，想把她
们从淘洗和油烟中解放出来。经过实践，
刘信羽发现家用市场培育比较困难，家
用产品要求个头更小、功能更齐全、价格
也不能太高，而繁兴科技掌握的技术还
无法满足这些要求，才于 2008 年调整思
路，转而研制商用烹饪机器人。但刘信羽
表示，家用市场是他的终极目标，烹饪机
器人走进家庭厨房是一定要实现的。

繁兴科技自主创新耗资1.5亿元打造全球首款中餐烹饪机器人，终于实现——

“机器人大厨”烹饪标准化中餐
本报记者 杨阳腾

9 月 3 日 10 时 44 分，警灯闪
烁，摩托车礼宾护卫，载有平均年
龄在 90 岁的抗战老兵的乘车方
队，驶过天安门城楼，作为第一支
地面受阅方队，接受检阅。

从 10 时 44 分到 10 时 48 分，
4 分钟，很短，也很长。老兵们身
着戎装，胸前挂满勋章、纪念章，
或挥手致意，或行军礼，现场群众
自发起立，向老兵行注目礼。

94 岁的朱洪斌乘坐抗战老
兵方队的第 4 号车。“相比战争中
牺牲的战友，我是幸运的。祖国
没有忘记我们，这么高的礼遇，能
够成为特邀 33 位国民党老兵中
的一员参加受阅，我感到非常光
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朱洪
斌一边比划，一边激动地向《经济
日报》记者畅谈自己的感受。

参加检阅的半个月前，朱洪斌
抵京入住首都大酒店。进入老人
的客房，一身特制戎装映入眼帘。

这身特意为老兵准备的带有
原部队番号、个人职务等信息的
军装，平整地叠放在屋里。“看到
军装就想起了当年打仗的事，好
像回到了年轻时。”朱洪斌对记者
说，灰绿色的咔叽布，尽管面料与
当年有些微差别，但在他第一眼
看到它时，便勾起了很多回忆。

1921 年，朱洪斌出生在湖南
省浏阳市永安镇高中村。17 岁
那年，朱洪斌到云南昆明学做生
意。当时正值抗战期间，在战乱
中颠沛流离的朱洪斌毅然报考中
央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 18 期特
种兵化学兵科学员，后被编入独立 12大队 3区队。

20 岁时，朱洪斌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留校任
助教，获少尉军衔。两年后，朱洪斌被调至军政部学兵总
队重炮二团任少尉排长。1943 年 10 月，朱洪斌所在部
队编入了中国驻印军独立步兵第一团。

朱洪斌告诉记者，他所在的这支被称为“当时中国最
为精锐的作战部队”的队伍，为反攻缅北、协同中国远征
军打通中印公路、歼灭日军第 18师团立下了突出战功。

作为其中一员，朱洪斌参加了密支那、八莫、南坎战
役。枪林弹雨中，每一秒都有死亡的威胁，但是朱洪斌
说，当兵保家卫国，从来没考虑过危险。

1943 年，朱洪斌作为中国驻印军被派往印度，任务
是打通被日军封锁的中印公路，以畅通军需物资运输。
当时，中印公路被日军占领了两三年，日军严防死守，仗
打得十分艰难，很难攻下。面临困境，朱洪斌和战友们心
中的信念只有四个字：完成任务。

“没有哪一天不紧张的，随时都做好了可能牺牲的
准备。”朱洪斌说。两年的艰苦卓绝征战，迎来了日军
投降的好消息。反攻，将日军部队一直追到了曼谷。他
们在坦克的掩护下与日军作战，靠着血肉之躯抵挡敌人
猛烈的炮火。身为排长，年仅 22 岁的朱洪斌总是冲锋
在前。如今他的右胸口还有一个伤疤，这是激烈战争的
烙印。后来，在美国空军的帮助下，中印公路历时一年
多的战斗终于告捷。1945 年，朱洪斌的抗战岁月就此
结束，带着右胸和右臂上的弹片伤痕，被指挥部召回了
国内。

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已经过去 70 多年，回想起当时
的胜利场景，朱洪斌眉宇之间难掩骄傲。他说：“现在国
家越来越好，老百姓越来越幸福。勿忘国耻、铭记历史，
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幸福
生活。生活好了，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活着。”

抗战老兵朱洪斌

：

﹃
祖国没有忘记我们

﹄

本报记者

苏

琳

姚丽云（左）与银耳种植户交流食用菌的产品开发。

海归博士返乡 电商扶贫圆梦
姚丽云，2006 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

位。留学期间，她在英国创办过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2013 年 10 月，她决定回到家乡古田县开网店，实现用电

子商务帮助老乡脱贫致富的梦想。目前，姚丽云成立的

古田县新沃土果蔬专业合作社已经带动当地 124 户农民

脱贫致富。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姚丽云（右）培训毕业返乡的大学生电子商务销售。

图①图① 机器人烹饪出的中餐菜肴美味可口机器人烹饪出的中餐菜肴美味可口。。李小芳李小芳摄摄
图②图②““机器人大厨机器人大厨””工作中工作中。。 李小芳李小芳摄摄
图③图③ 厨师正在用切菜机器人切菜厨师正在用切菜机器人切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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