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我腾出手来，想把于城咸菜肉丝
面开到更多地方。”何驰说。9月 6日中
午，百尺路上的于城咸菜肉丝面海盐旗
舰店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丝毫不夸张，主
厨何驰在后厨忙碌着，油炒水煮，面条出
锅，热气腾腾。

一名 90后四川小伙，在海盐创业做
餐饮，不是做擅长的川菜，而是专注于于
城味道的咸菜肉丝面，而且仅用3年时间
就把面店开到了 13家，这背后有着怎样
的故事？

一碗面的味道：最美好的儿时记忆

“在于城吃一碗热气腾腾的咸菜肉
丝面，是我最美好的儿时回忆。”何驰6岁
时跟随父母来到海盐，从小在海盐长大，
因此，于城咸菜肉丝面对于他来说既是
家的味道，又是于城的味道。

缘于这份惦念，长大后，何驰萌生出当
厨师的念头，他应聘去于城一家饭店当店
员，并拜大厨许忠为师，一学就是8年。

“我和师傅对于城咸菜肉丝面都有
特殊的情结，这些年，我们常去各种面
店吃面，尤其是听说哪里有好吃的咸菜
肉丝面，就一定会去打卡。”何驰说，市
场上各式面店很多，但真正能烧出本土

味道的面店越来越少，两人便有了想
法：“要不合伙开一家面店，专卖于城咸
菜肉丝面？”

于是，两人分头准备，找店面、选原
料、定配方，开店创业。

“最初我们想回于城开店，后来由于
各种机缘巧合，店面选在了海盐县城百
尺路上。”何驰说，面店的名字也取得朴
实，充满于城味道——“桥土头于城咸菜
肉丝面”，这是师徒俩对儿时家门口那碗
面的纪念。

对于咸菜、面条等原料，许忠花了大
功夫研究，坚持用于城咸菜肉丝面的原
始配料，只肯在浇头上进行微调。比如，
在咸菜里加入榨菜头、大头菜提鲜，制作

老少皆宜的猪背骨、鱼豆腐、韭芽香干等
浇头。

一碗面的出圈：与师傅携手追梦

2021年 7月，于城咸菜肉丝面首店
开业。刚开业就爆单，不到 1 小时卖出
150碗面。

“那天11点就停止接单了，因为要认
真对待每一碗面。”何驰说，虽然累但很
开心，面店终于开出来了，而且开得不
错，“此后生意一直火爆，中午很忙，晚上
更是关不了门，一天可以卖出300碗面。”

何驰从沸腾的大锅里捞起煮得正好
的面条，放进加了些许猪油、细盐和汤水
的大碗，再浇上刚炒好的咸菜肉丝，汤汁
清透，清香扑鼻。这样一碗最基础的咸菜
肉丝面只要13元。

“新鲜现烧，价格亲民，方便快捷。”
食客刘月蓉用十二个字来形容面前的这
碗面，“来这里并非追求精致的体验，而
是那股冲入脑门的香味。”

到饭点时常要排队用餐、被社交平
台多个美食博主点名……于城咸菜肉
丝面颇有网红气质，但师徒俩不想开网
红店。

“每一道程序都严格把关，任何一个

细节都不含糊，我们开面店，就是希望把
这个传统手艺延续下去，让更多人品尝
到这个美味，不要像部分网红店那样昙
花一现。”何驰说。

制作一碗好面，原料的品质至关重
要。因此，面店的运营虽已步入轨道，但
许忠对原料的选购仍亲力亲为。

每天凌晨三四点，许忠就前往市场
选购新鲜原料，对此他有一套秘诀：“肉
丝必须是土猪肉，还要手工切，太精了口
感会柴，太肥了又比较腻，精瘦搭配要刚
刚好。咸菜是凌晨四点准时出缸的，保证
鲜味，分量有讲究，配比也不能搞错。”

“中式餐饮的标准化很难，但我们每
一碗面的原料在入锅前都会过秤，分毫
都不能差，这可能就是这碗面得到市场
认可的最主要原因。”许忠说。

一碗面的坚守：让更多人知道于城

经过3年的打拼，面店在市场站稳了
脚跟，师徒俩便有了一个更远大的梦想：
把于城咸菜肉丝面打造成百年老店，让
更多人通过这碗面知道于城这座温暖的
小镇。

2022年，师徒俩注册成立了嘉兴桥
土头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准备大展拳脚。

武原、通元、秦山、沈荡、百步、西塘
桥、望海、嘉兴……陆续开出13家店。

今年 4月，各家面店统一挂出了“一
年卖出 1000000碗”的口号，店内墙上挂
着“食材新鲜，口味地道，新鲜土猪肉配
上奶奶腌的咸菜”的承诺。

“我们不仅是做大，还要做精。”何驰
说，“开面店只是创业的第一步，要把于城
咸菜肉丝面推广到全国各地，让更多人喜
欢，成为浙江各式面条中的代表，打造属
于海盐的全国知名连锁餐饮品牌。”

“也许实现这个梦想要很多年，也许
一直都在路上，但值得我们踏实地做好
现在。”说这话时，师徒俩眼中透着光亮。

何驰还通过“同心荟议事”平台，推
广他们的创业经验、提供免费培训机会，
带动不少年轻人创新创业，他将对第二
故乡的感情寄托在每一碗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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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好三对关系，让村游走得更远
旅游的风，呼啦啦吹进了乡

村。在海宁大尖山搭上滑翔伞俯
瞰美景，在平湖马厩村划出一道
道浪花，在嘉善缪家村享受巧克
力的甜蜜……近年来，嘉兴的乡
村旅游越来越受到欢迎。目前，
全市已建成美丽乡村精品线50
条，成功创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
县6个、3A级景区村庄97个、特
色精品村198个。亮眼的数字背
后，透露出乡村旅游的蓬勃生机
和无限潜力。

但也必须看到，不少地方发
展乡村旅游，似乎存在后劲不足
的情况。伴随着农家乐等初级乡
村旅游产品的退潮，不少乡村旅
游的后续创新跟不上，无奈苦守
着“一亩三分地”，或是复制粘贴
其他村庄的设计，游客们往往只

是“转一圈”“看两眼”，愿意留下
来消费的较少。还有一些乡村旅
游项目，如采摘果蔬等，具有鲜明
的季节性、周期性特点，时常出现

“流量”多、“留量”少的情况。
随着乡村旅游进入下半场，

如何兼具“看头”和“赚头”，让村
游之路走得更远，笔者认为不妨
处理好三对关系。

在“追逐”中“放慢”脚步。乡
村主体应充分认识到本村的资
源禀赋，不盲目跟风模仿，也不
能被外界的热闹所左右，急于求
成想着一口吃个胖子。要让“头
回客”变成“回头客”，就要精心
打造每一个细节，做好交通、停
车、住宿、吃饭这些最基础的保
障。同时，要用心挖掘乡村的文
化内涵。比如，平湖马厩村通过

赛艇项目吸引一拨又一拨游客
时，还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历史，
通过举办特色庙会，让游客感受
到丰富有趣的民俗文化。

在“向新”中兼顾“保守”。十
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地域文
化差异是乡村的一大特色，也是
乡村旅游独一无二的资源。只有
留住乡风乡韵乡愁，乡村旅游才
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下去。这就
需要从规划层面善于利用原始
风貌和特色，避免过度开发，以
自然景观、历史文化为重点，打
造满足多种需求的综合休闲产
品体系。比如，在海盐沈荡，不仅
有“胜利饭店”承载起无数人的
记忆，还有改造后的闲置谷仓成
为年轻人的打卡胜地，节假日接
待游客近万人次。

在“独特”中走好“融合”。发
展乡村旅游，除了立足本地特色
外，还要坚持融合发展路径。一方
面，村民不应是旁观者，要引导他
们积极参与乡村旅游的接待和服
务工作，共享乡村旅游发展红利；
另一方面，要通过“串珠成链”，以
大IP带动小IP，在区域内实现资
源互补。比如，在海宁观潮不仅有
盐官的一线潮，还有梁家墩的交
叉潮，为游客提供特色化、一站
式、全链条的休闲文旅服务。

在这个“市井”常见、“乡愁”
难觅的时代，人们对于乡土的眷
恋和向往，恰恰赋予了乡村旅游
无限的潜能和发展空间。只要牢
牢守住文化根脉，积极开拓融合
发展的新路径，村游之路就一定
会越走越宽阔。

独家视角 读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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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融媒

以精细化管理破解城市养犬之困
当今时代，“汪星人”已不仅仅

是家庭的成员，更成了许多人心灵
的慰藉与情感的寄托。但不可避
免的，很多城市面临着不同程度的
养犬之困，也有不少市民直呼：“城
市养狗，为啥这么难？”

近日，嘉兴经开区秦湖公园
的公共遛犬区正式对外开放，这
里除了设有文明养狗宣传牌外，
还配备了拾便工具箱、垃圾桶等
设施，并落实专人进行管理。无
独有偶，南湖区大桥镇以废品再
利用的方式，为“毛孩子”打造了
一个充满环保理念的公园，让养
犬人可以带着萌宠尽情撒欢。

这样的公共遛犬区或宠物
专属公园，不仅为养狗居民及其

“毛孩子”提供了尽情玩耍的天
地，也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长久
以来困扰城市的养犬难题。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养狗的市民越来越多。遛狗
固然是城市的一道风景线，但也
给城市和他人带来了不少的烦
恼，除了狗吓人、狗咬人事件外，
令人生厌的还有一些“毛孩子”
随地大小便，把公共场所当成了

“狗厕所”。解决这些问题，设立
公共遛犬区或宠物专属公园无
疑是一个好办法。

对于不养宠物的市民来说，
公共遛犬区有效划分了人流和
宠物流，大大减少了在公共场所
遇到“毛孩子”的困扰，不必再担
心被突如其来的犬只惊吓到。
这样的分区管理不仅维护了市
民的出行权益，也降低了事故发
生率，促进了社区的安全与和
谐，让人宠各得其乐。

公共遛犬区并非简单的空

间划分，而是伴随着一系列科
学、规范的管理。从宠物登记、
疫苗接种到牵引绳的使用，每
一个细节都体现了对宠物的关
怀和对公共权益的尊重。在这
里，人们可以见证“毛孩子”的
快乐，感受养犬人的热情，这种
正面交流有助于消除人们对宠
物的偏见与误解，增进人宠之
间的情感联系。

设立公共遛犬区和宠物专
属公园，也彰显着一座城市在
公共管理上的智慧和温度。设
立公共遛犬区是根据《嘉兴市
养犬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而开
展的一项试点工作，现在很多
小区都有大片的绿地和休闲区
域，小区以外的公共区域也有
不少闲置空间，拿出来应对养
犬市民的诉求，让城市闲置资

源变成满足民众需求的民生资
源，可谓物尽其用。

当然，有了公共遛犬区和
宠物专属公园，并不等于可以
任性遛狗。公共遛犬区首先是
文明遛犬区，养犬人要遵守相
应的规范，绳子要牵牢，必要时
狗套也要戴上，排泄物要处理
好。场地管理方也要做好相应
的维护，执法人员则要加强监
管，做好巡查管控和市民投诉
处置，防止遛犬纠纷。

对待宠物的态度同样折射
出一座城市的温度。无论是在
公共遛犬区、宠物专属公园，还
是在其他公共区域，文明始终
是不能“溜走”的主题，需要我
们用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智慧，
让文明遛犬成为一道流动的城
市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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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我国第40个教师节，舆论场上关
于教育惩戒权的讨论有很多。前不久发布的《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

“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
中央顶层文件为何要旗帜鲜明地为教师的惩

戒权撑腰？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都是想要保护孩

子的，不想孩子受到任何伤害，甚至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草木皆兵。这种“高浓度”的父爱母爱，导致
教师在面对不听话或行为不当的学生时陷入困
境，难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管教，甚至轻微的身体
接触都可能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往往陷入两难境地：一方
面，他们需要维护课堂纪律，确保教学活动顺利进
行；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在处理学生问题时可能
引起家长不满，甚至要面对巨大的社会舆论压
力。这种困境不仅影响了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和管
理效果，还可能对学生的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事实上，“爱孩子”和“立规矩”并不是非此即
彼的对立关系。

古时候，戒尺作为教师常用的教学工具，常用
以惩戒不听话的学生。例如，孔子因弟子冉有擅
自为他人理财而惩戒他，甚至让其他弟子“群起而
攻之，鸣鼓而击之”。然而，这种惩戒并未影响师
徒之间的深厚关系，反而促使冉有反思并改正自
己的行为，最终成为“孔门十哲”之一。

虽然现代教育更加强调温和、科学、尊重和引
导的教育方式，但适度的惩戒在当下仍不可或缺
且具有重要意义。有尺度的教育惩戒，不仅能够
帮助孩子明确界限、规范行为，还能够引导他们学
会承担责任、改正行为，从而培养出更加成熟、自
尊、自爱的个性。这种明确的规范意识，有助于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为他们未来的社
会生活奠定基础。

前苏联杰出的教育家马卡连柯曾说，适当的
惩戒不仅是老师的权力，更是老师的义务，不了解
惩戒，老师就放弃了一部分自己应尽的职责。

把戒尺还给教师是一种理性纠偏，更是对教
师权威与纪律管理权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一把

“戒尺”让管教有理、惩戒有度，能更有效地引导孩
子明是非、懂事理，在维护师道尊严的同时，也会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长的教育负担。

当然，实施有尺度的惩戒并非易事。教育者
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以掌握惩戒的艺术，应该注
重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以便更好地制定和实施
惩戒措施。与此同时，家长和社会各界应该理解
和支持教师的教育惩戒工作，加强对学生的教育
和引导，与教师、学校通力协作。如此，才能共同
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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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小伙创业四川小伙创业，，为何专注于一碗咸菜肉丝面为何专注于一碗咸菜肉丝面 ■■记者 陶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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