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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海淀区交大东路附近，有个
不大不小的饭馆，红色的牌匾上醒目地
写着“阿里食府”。“这是咱们宁夏人开
的，品尝一下我们正宗的宁夏味道吧！”
说话的小伙子眉目俊朗，帅气十足。一
旁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们老板，
北京回夏真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冶春广。”42 岁的冶春广亲自下厨，一
刻钟不到，泾源香辣黄牛肉、阿里回夏
真味烤大串、双辣羊脖子、吴忠粉汤几
道菜就上来了，美味可口。

“餐馆日营业额多少？全年下来营业
额是多少？”“每天三四万元，去年全年营
业额 1000 多万元吧。”冶春广不紧不慢
地回答：“这是主店，规模最大。我们还有
几十家连锁店，都是西海固农民开的。”谈
及走出西海固、来到北京的创业史，冶春
广越聊越激动。

走出西海固

宁夏素有“塞上江南”的美誉。然
而，六盘山脚下的西海固地区，山大沟
深，贫瘠甲天下。冶春广来自宁夏泾源
县泾河源镇龙潭村，小时候经常吃不饱
肚子，小学二年级便辍学回家放羊。10
岁时，他就来到银川建筑工地打工。那
时，兰州拉面是他吃到的最好吃的面。
于是，冶春广有了一个梦想：什么时候
我也能开个面馆，让全村乡亲们都能吃
上这样好吃的面？

17 岁那年，父亲终于同意冶春广去
陕西西安一家餐馆打工。由于勤劳肯
干，餐馆老板介绍他去自己云南昆明亲
戚家的拉面馆工作。“我高兴极了！从
此，我折腾餐馆的生涯便正式开始了。”
冶春广说。

到昆明拉面馆不到一年，冶春广学
会了做兰州拉面。店老板看他人好又肯
干，执意把店以 600 元的价格兑给他。
他火急火燎地赶回老家，恳求父亲：“把
家里的 3 头牛卖了吧！”“牛卖了，咱家
吃啥？”父亲急了。“我开饭店供养全
家。”父亲同意了，咬牙卖了家里的 3 头
牛，却没等来儿子的一分钱汇款——4
个月后，冶春广在昆明的拉面馆倒闭。

冶春广无奈，继续去打工，一年后，总
算把父亲卖牛的钱还上。

1997 年，他在村里借了 1 万元，带
着新婚妻子，再次离开家乡西海固出去
闯荡。可是命运依旧没有垂青他们，在
浙江杭州，他们再次将一个餐厅赔个底
朝天⋯⋯

听说表哥在北京卖烤肉串很赚钱，
1998 年，冶春广又带着临产的妻子，来
到北京。

初尝成功滋味

“真没想到，北京竟然成为我餐饮事
业的成功之地。”冶春广越说越兴奋。

不过，他在北京创业也是一波三折，
先后辗转多地，早晚做快餐，白天做小买
卖。可他不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决心要在
北京开家像样的西北餐馆。

2004 年，有位青海人在西直门开了
个小饭店，面积仅 8 平方米。看冶春广勤
劳能干，就想跟他合作。“你烤串，我炒菜，
行不？”“没问题。”冶春广愉快地说。合作
没过几个月，这位青海人要到别处发展，
就把这个店以 2 万元的价格兑给了冶春
广。对于冶春广来说，在北京能有这 8 平
方米，已经是很大一个舞台了，他决心在
这个舞台上大显身手。

冶春广给饭店取名为“阿里食府”，经
营正宗宁夏菜。多年的摸爬滚打，让他领
悟到，搞餐饮一定要做好三件事：口味、价
格、服务，三者缺一不可。营业第一天，盈
利 195 元；第二天，200 元；第三天，外边
加了十几张桌子⋯⋯仅半年时间，他就净
挣 3 万多元，2005 年挣 12 万元，2010 年
挣 180 万元，店面也先后装修、扩建到目
前的 1000多平方米。

“好吃的东西自己会说话！”冶春广兴
致勃勃。每个月，阿里食府都要从宁夏发
来这些货：1吨同心县茏葱、500斤西吉粉
条、50 斤固原胡麻油等，用这些特殊的食
材酿造出特殊的宁夏味道。

冶春广的生意越来越红火。2008
年，他在北京开了第二家店，之后就一
发不可收拾，五道口、南三环等分店、
连锁店先后开设。消费者也越来越认可
这类西北风味的小店，阿里食府的名字
不胫而走。

带动乡亲致富

冶春广富了，可家乡人依然贫困，这
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心想，我不仅要
让乡亲们来北京“吃面”，还要带他们一起
致富！

再次偕妻子回到老家的冶春广，已被
家乡人看作传奇人物。“北京人口多，搞餐
饮容易赚钱。启动费用我出，感兴趣吗？”

冶春广这么一张罗，一批批的乡亲跟着他
来到北京。“那几年，阿里食府成了接待家
乡人的地方。每个月，都有西海固老乡来
到这里，我们管吃管住，还当导游，每年都
有几十万元的开销。”冶春广说，可这些家
乡人里只有两三成愿意跟他在京创业，有
不少乡亲来这里就是白吃白喝。“我不跟
乡亲们计较。”冶春广说，“我真心待家乡
人，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老乡理解我，跟
我走上致富道路”。

在冶春广的引领和培训下，近 10 年
来，从宁夏泾源县先后走出 1000 多名农
民，来到北京从事餐饮行业，开办了 60
多家各类西北风味餐馆，年营业额 1.2
亿元左右。

“他身上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自
己富了不忘乡亲，日子好了不忘宁夏！”
乡亲们常这样评价冶春广。

冶春广介绍说，宁夏独具特色的小
吃有很多，除了众人皆知的枸杞，还有
八宝茶、泾源小汤面、吴忠粉汤等。他
希望把这些特色小吃原汁原味地带到北
京，让更多北京人品尝到宁夏味道。

谈到今后的打算，冶春广说：“我还
要努力吸引更多家乡人加盟。为加大宣
传宁夏菜系的力度，今年还准备成立北
京宁夏商会。我就认准一个理儿：人一
生做一件事，把简单的事重复做，没有
做不好的！”

冶春广在北京开餐馆成功后不忘乡亲，10年来带领、培训1000多名西海固老乡来北京从事餐

饮业，年营业额达1.2亿元——

让北京人品尝宁夏味道
本报记者 许 凌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

代，来自西海固的普通农民冶春广为何

能在北京创业成功？记者辗转宁夏、北

京跟踪采访他后，发现他身上有几种精

神十分可贵。

一是创业路上百折不挠。冶春广立

志拥有自己的餐馆，为了这个梦想，他

辗转多地，几度失败，几度爬起。他勤

奋好学，朴实厚道，因此总被“老板”

看好，并伸手相助。

二是富了不忘乡亲。12 岁那年，

他 立 志 “ 让 乡 亲 们 都 吃 上 这 样 好 吃

的 面 ”。 15 年 后 ， 他 兑 现 心 中 的 承

诺 ， 将 一 批 批 乡 亲 们 接 到 北 京 ， 管

吃 管 住 ， 还 一 遍 遍 地 问 他 们 “ 在 北

京干餐饮容易赚钱，感兴趣吗”。在

他 的 带 领 和 培 训 下 ， 1000 多 名 西 海

固 农 民 来 到 北 京 创 业 ， 跟 他 一 起 走

上致富路。

三是独树一帜，执意打造宁夏菜品

牌。在菜系林立的北京，他偏偏要打造

宁夏菜系，酿造独特口味儿，将正宗宁

夏食材引进北京。

靠艰苦奋斗摆脱贫困实属不易，致

富后懂得回报社会、带领众多乡亲共同

致富更为可贵。为冶春广点赞。

致 富 不 忘 乡 亲
许 凌

前不久，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南太合村
村民刘飞新婚大喜。翻开他的结婚礼金
簿，记者发现邻里乡亲随的份子钱都是 5
角。“也有随 100、200 块的，俺就留下 5
毛，把剩余的钱找给他们，钱给多了，反而
觉得生分了。咱不能坏了老辈子定的规
矩。”刘飞的母亲刘桂美说。

时下，不少人不堪忍受沉重的人情
负担，把亲朋好友的鲜红请帖戏称为

“红色罚款单”，但在有着 900 人的南太
合 村 ， 村 民 对 红 白 喜 事 随 礼 只 随 5 毛
钱。这个坚持了 30 多年的“老规矩”，
为南太合村村民减了负。

1984 年，时任南太合村支部书记的
路宏源定下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办红白喜
事村民一律给 5 毛钱礼金。曾有一两名
村民将礼金涨到 2 元，但事后遭到异议，
就再没有人破坏规矩。如今，5 毛钱的礼
金成了全村人最大的骄傲。

在村民李芳美看来，感情不是用钱
买来的，5 毛钱的礼金让大家都轻松，

“关键是消除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攀比心
理，还节省了家庭开支”。

30 多年来，南太合村一直坚持简办
红白事。“村里每年的红白喜事有 15 个

到 20 个，照着老规矩简办，一年至少能
省下 20 万元至 30 万元。”南太合村红白
理事会成员路荣发告诉记者。

“辛店街道东夏社区的曹军给儿子在
社区小食堂摆婚宴，自带食材，才花了
2000 多 元 ， 照 样 风 风 光 光 、 热 热 闹
闹。”路荣发说。现在，红白喜事简办的
新风已走出南太合村，在潜移默化中改
变着整个临淄区群众的观念。

从去年起，临淄区推广“农村移风
易俗工程”，全区 12 个镇、465 个行政
村全部成立红白理事会。这一举措，旨
在 让 全 区 红 白 喜 事 按 一 个 标 准 操 办 ，
刹 住 农 村 随 大 礼 的 歪 风 ， 为 群 众 减
负，推动养成重情轻礼、纯洁交往的良
好民风。

标 准 有 了 ， 但 如 何 实 施 ？ 谁 来 监
督？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再好的标准也
不过是一纸空文。“红白理事会是个称心
的‘大管家’，都是义务帮忙，红公事简
办，白公事一律按统一的章程办。以前
一场喜宴起码花费两三万元，现在几千
元就行；经村里红白理事会办理的丧
事，每例平均花费 1100 元至 1200 元，
比传统殡葬节省 1 万多元。而且事情都

交由红白理事会办，我们也省心、省
时、省钱。”村民张恕林说，各村红白理
事由村民民主推荐产生，由村里德高望
重、善于协调沟通的村民担任。临淄区
还出台奖补政策，对按规定简办丧事的
村，每年给予一定补贴。

“与其大操大办葬礼，不如在老人生
前好好尽孝。以前，比的是谁办丧事排
场大，现在，都比谁每月给老人的生活
费多。村里再也没有出现因巨额丧葬费
用分担不均闹矛盾的现象，也没有发生
一起因不孝引起的纠纷。现在，节假日
期间，提着大包小包回家看老人的越来
越多了。”谈到新民风，西关村红白理事
会成员谢大杰一脸喜悦。

今年 2 月，临淄区表彰了 10 位道德

模范和 120 名“身边好人”代表，其中
就有齐陵街道杨西村的孝老爱亲道德模
范李世亮。6 年前，他的母亲患重度老年
痴呆，完全失去自理能力。他用细致耐
心的照顾，让母亲安享晚年。在临淄，
众多像李世亮一样的普通人成为好人

“明星”。
目 前 ， 临 淄 已 经 评 出 区 级 身 边 好

人 2000 名 ， 村 级 身 边 好 人 11.7 万 人 。
由 170 余 名 优 秀 团 干 部 、 青 年 志 愿 者
和 1200 名返乡大学生组建的志愿宣讲
队伍，还将身边好人的事迹整理成通
俗易懂的小故事，在村居、机关、学
校 等 巡 回 宣 讲 ， 覆 盖 受 众 38 万 余 人 ，
临淄也成了山东首批乡村文明行动示
范区。

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推行简办红白事，为群众减负—

5毛份子钱带来好村风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 霞

◀ 冶春广（立）讲解心目中的宁夏风味。

本报记者 许 凌摄

南太合村红白理事会成员路荣发展示儿子路坤结婚时的喜资账簿。 （资料图片）

每个周末，走进浙江宁波
北仑区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
就会有身穿白色马甲的人主动
上前询问需要什么帮助；每个
月的首个星期日，在北仑的各
个敬老院、福利院里，可以看到
一群穿着白色马甲的人陪老人
聊天、看报，为老人剪指甲、洗
头；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来
到北仑的马路边、公园中，会发
现有一群穿着白色马甲的人在
捡拾垃圾、清理杂草。

这群穿白马甲的人有个红
色的名字——“红领之家”志
愿者。

按“菜单”做公益

“红领之家”党员志愿服务
队成立于 2012 年 5 月。创立
者们将那些拥护中国共产党党
章、乐于奉献的中共党员、预备
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及其他
积极向上的热心公益人士统称
为“红领”，他们组成的志愿性
社团组织就成为“红领之家”。

红领之家的活动方式很特
别，他们设计了一套菜单式项
目 ，每 月 制 定 活 动 、学 习“ 菜
单”，成员们可以自主选择、申
报参加活动。

有些“招牌菜”是保留项
目，比如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
下午是“红领敬老日”；每月第二个和最后一个星期日
设为红领护绿日。团队成员林娟娟是北仑松花江中学
的老师，她不仅自己参加，还把孩子与学生都带到了现
场，“让孩子们亲身感受，效果最好”。

此外，红领之家还有“红领亲水日”“红领秀山日”
等活动。每个周末，成员们都忙碌着、快乐着。

像抢红包一样抢服务机会

去年 10 月 28 日，红领之家论坛挂出了组织活动
的“红色号角”：11 月 1 日，红领之家将开展第 41 个“红
领敬老日”活动。才过了一天，名额就被抢光了。

“每次发布活动都这样。红领之家的成员不仅要
有一颗火热的心，还要有一双灵活的手。”组织者“号
角”说，“因为红领之家的活动都实行申报认领制度，网
上发布、名额有限、先申报得机会，类似淘宝抢购模
式”。

由于名额有限，需要竞争，成员们不仅网上申报认
领志愿服务很积极，参加志愿服务的自豪感、责任感和
成就感也很强，因为这是好不容易才抢来的服务机会。

在这种制度的激励下，“红领之家”常常出现“爱心
需要排队，奉献需要秒杀”的氛围，许多志愿者常常因
为没抢到名额感到遗憾。

用“爱心券”帮助更需要的人

为确保“红领之家”中的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参加志愿服务的普遍性，新碶街道党工委将参加志愿
服务作为发展党员的必备条件和必经程序，还设置了
一套“志愿者积分库”系统，提高志愿者的积极性。

陈军浩是“红领之家”的创始人。据他介绍，“志愿
者积分库”类似于一家虚拟银行，志愿者进行实名注册
后，会得到一本红领成长记录卡，他们的服务时间在网
上公布，并记录在册，１个小时服务可兑换１个“爱心
币”。有了这些“爱心币”，志愿者可以兑换其他志愿者
提供的家电维修、管道疏通、理发等服务，也可换取订
报卡、演出门票等，服务资源还可以跨区域共享。

这些服务资源值不了多少钱，但带来的荣誉感却
是无价的，而且大部分志愿者都不太愿意自己花掉爱
心券，而是考虑送给更有需要的人。比如送给贫困老
人，帮他们换一次上门维修电器的机会。

陈军浩说，“志愿者积分库不是简单给予一线志愿
者的物质回馈，更是对志愿者劳动的尊重，使志愿服务
充满人情味，让志愿者获得价值感和归属感，鼓励更多
新老市民积极参与”。

在创新机制的引领下，志愿者们的爱心得到了充分
释放。4年来，“红领之家”先后荣获宁波市抗洪救灾先
进集体、宁波志愿服务20周年突出贡献奖等10余项荣
誉，成为宁波市乃至浙江省志愿服务的一面旗帜。

看

，这一群

﹃
红领

﹄
志愿者

本报记者

佘

颖

4 月 5 日，山东阳谷县李台镇王申楼村返乡青年宋

红芳(右)和工人正在马庄基地分拣切割芦笋。宋红芳

和丈夫王垒返乡后立志从黄土地里“淘金”，去年跨村、

镇承包土地 500 余亩，规模种植特色蔬菜，除去成本每

亩纯收入 6000多元，走出一条致富路。 陈清林摄

黄土地里“淘金”

▶ 冶春广（右）在后厨指

导厨师。

本报记者 许 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