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见 彩丰

12/18
2024年 星期三

第1399期

农历十一月十八

报道最近的新闻 共享城市的幸福

FENGTAI TIMES

北京丰台公众号

■ 本报地址：丰台区文体路 2号 ■ 电话（传真）：63868091 ■ E-mail：tougaoftb@126.com ■ 印刷：北京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发行投诉热线：67613292（中国邮政集团公
■ 总编辑：张传力 ■ 副总编辑：何洪涛 ■ 执行总编辑：赵智和 ■ 排版：京报移动传媒有限公司 司北京丰台区分公司）

速读

12月16日，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
迎来了新兴咖啡品牌——喏町咖啡。喏
町咖啡来自一群不到而立之年的年轻
人，为京城市民群众带来独一无二的风
味与香气体验。 （详见03版）挂职干部风采

喏町咖啡总店落户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

本报讯（实习记者 姜欢）“镇里的工作节奏
比较快，大家干劲都很足，我对全镇旅游经济恢
复发展也很有信心。”丰台区挂职干部李欣谈及
在房山区石楼镇任党委委员、副镇长的挂职经
历时说道。从黯淡的墙面到多彩的墙绘，从破
旧的房屋到颇具特色的民宿小院，从鲜为人知
的农特产品到诚意满满的“石楼礼物”，李欣在
这片丰厚的沃土上找寻着让当地文旅产业“破
茧成蝶”之计。

街区改造：打造“贾岛故里”文化名片
石楼镇地处房山区中部，镇域面积 42.3 平

方千米，下辖 1 个社区和 12 个行政村，临近市
区，横穿两条高速公路，位处房山旅游资源中心
地带，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

件。“石楼镇发展旅游产业是非常有潜力的，除
了区域方位优势外，还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基础，
在这里生活过的诗人贾岛就为石楼镇留下了兼
具文化与文人的文化属性，因此这里也被称为

‘贾岛故里’。”李欣向记者介绍道。
“贾岛故里”的文化特色与内涵为灾后重建

的石楼镇也注入了许多新的活力，具有古典雅致
的特色民宿、正在筹备实施中的特色墙绘、路灯
变彩灯的视觉新体验……旧貌换新颜的石楼镇
一改灾后的模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欣
说：“我作为第二批丰台区援助干部来此后，接续
了第一批援助房山区石楼镇干部——卢沟桥街
道工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张克伟所主持的一条
道路建设完工和 5家民宿收尾工作外，其中一个
重要工作就是协助谋划街区旅游环境的提升。”

据悉，每年春节石楼镇夏村都会举行年会、夜市、
灯会、庙会等活动，即将落实的 2600余平方米村
街墙绘、彩灯照明等设施将助力提升村镇旅游景
观，给游客提供更好的体验感。

据了解，丰台区援建的 5家民宿及房山区自
建的民宿基本已施工完成，预计于明年三四月
份开门迎客，但建成后怎么运营？如何推广出
去？“民宿管家”的想法进入了李欣的头脑中，

“我们利用本村劳动力，让闲在家的阿姨们可以
来进行民宿管理，为顾客提供衣食住行等旅游
建议以及处理生活事务等贴身服务。村民们听
说都特别积极，现在已经征募了 40多位民宿管
家了，并且已经开展了第一次培训，培训结束后
大家就可以等待正式上岗了。”李欣说道。

（下转04版）

庆福斋：请回“老”味道 走好焕“新”路
本报讯（记者 林瑶 实习记者 袁阳）提及

老字号，在 20世纪中期京城流传着一句：“东西
各一庆，还属西庆福。”其中两大著名的“庆”字
号企业，分别是东庆福和西庆福，而西庆福的声
誉和影响力更大。田记庆福斋是西庆福的代
表，以其擅长制作面食、应季食品而闻名，投料
足、重质量、讲信誉，生意兴隆。

近日，记者在位于丰台区的东颐食品科技
有限公司烧饼生产车间见到了北京老字号庆福
斋的第四代传人田相东。“我祖上田渔舫创立的
田记庆福斋，是以三个五（即油五斤、糖五斤、面
五斤）起家的‘老字号’企业。民以食为天，作为
传承人，如何推动老字号转型，重新焕发新生机
是我未来要探索的方向。”田相东说。

传承人三顾茅庐“请”回“老味道”
在很多消费者心中，老字号是情怀、乡愁，

它代表着世代传承的工匠精神和诚信经营的商
业道德。作为一家以擅长制作面食、应季食品
而闻名京城的老字号，“庆福斋”专注于为消费
者提供营养、健康、美味的主食产品。

1997年，24岁的田相东在北京档案馆查询
到原先庆福斋的资料后，重拾祖辈的“老本
行”。通过对市场的考察，田相东洞察到传统主
食被小作坊和大食堂垄断着，糕点又被西式糕

点占领着，初出茅庐的他冷静分析后，以时下年
轻人喜爱的乌冬面为主打产品，先撬开市场积
累经营经验，同步推进“庆福斋”的商标注册和
传统经典产品的研发恢复工作。

“‘庆福斋’于我而言，是儿时记忆里最怀念
的味道。但是起初仅凭味蕾的记忆和爷爷讲的
故事很难复原老味道，就以驴打滚这个典型的
老北京小吃为例，我们当时备齐了材料和设备，
但是怎么做都少了点老味道。”田相东告诉记
者，在“复活”庆福斋糕点之初还是遇到了不小
的困难。后来，他在朋友的引荐下，“三顾茅庐”
邀请到科班出身的老御厨姜逢腾，作为庆福斋
老字号重新面世以来的第一任厂长，全程负责
糕点的配比把控和制作。“驴打滚的粉生熟度炒
得没达到要求，要先炒到六分熟，晾干后再复炒

一次。”所谓内行人看门道，姜逢腾老师傅来到
制作驴打滚的车间，仅需一眼便精准点出了困
扰田相东数月的问题所在。

田相东边回忆边拿出珍藏的“老面肥”：“这
可是我起家的宝贝，当时为蒸好馒头，我亲自回
内蒙古老家取来的，之后经过反复发酵调试，才
逐一恢复了传统工艺手法制作的开花馒头、流
沙豆包、窝头、发糕、麻酱花卷、手切面等庆福斋
当年的主打产品。”

依托“庆福斋”品牌和产品创新，由田相东所
创立的东颐食品也从早先的食品厂发展成为一
家食品科技公司，现有职员 300余名，生产的烧
饼、馒头、面条、豆包等产品种类已经多达百余
种，拥有独立的物流配送链，以迅速、准确、保鲜
的服务覆盖北京、天津及石家庄等地区。由庆福

斋和东颐食品所制作的产品覆盖物美、美廉美、
沃尔玛、京客隆等商超大卖场 1100余家门店，其
中，面条这一品类目前在北京商超中市场占比超
过 70%。除此以外，我们耳熟能详的金鼎轩的牛
河、霸蛮米粉的米粉、呷哺呷哺的面条均由其供
应，覆盖800余家连锁餐饮门店。

老字号底气在“老”出路在“新”
老字号底气在“老”，出路在“新”。老字号

要在当下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实现基业长青，就
要与时俱进，不断调整优化自己的生产模式。

在东颐食品厂烧饼生产线，记者发现除了正
在给面饼均匀抹油酥的工人，生产环节中已基本
不需要人工操作。“一开始都是采用人工按压，但
后来发现时间一长，压出来的饼厚度不一致，烘
烤后口感也不一样。我们就开始思考如何用机
器设备代替人工，使产品更加标准化，烤出来的
口感也会更好。”庆福斋研发工程师田向华指着
一台正在进行按压工作的设备告诉记者，“这个
长得像大象鼻子的设备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拍
扁机’模拟人工，采用算法实现传感器自主识别
进行按压操作。为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我们还
不断增加智能数字化设备、提升生产节拍、改造
流水线，目前已经是第二代生产线，生产节拍已
经优化到1秒一个面饼。” （下转05版）

近日，丰台区少年宫举办了“传承红色基因 礼赞盛世华章”美育思政教育成果展演之情景舞台剧《复兴征程》。《复兴征程》分为点兵、和平、发展、复
兴四幕，融合了音乐、舞蹈、朗诵与情景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翻开青少年“美商”养成新篇章。图为《这里是中国》朗诵表演。原梓峰 摄 （详见04版）

丰台区少年宫美育思政教育成果展演举办

用艺术之美点亮思政之光

丰台区挂职干部李欣——

助力当地文旅产业“破茧成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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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娜 实习记者
贾慧娟）“化腐朽为神奇，是一门艺
术。”日前，记者从北京花乡花木集团
了解到，2024年北京市第六届地景艺
术节将于 12月 20日在南苑森林湿地
公园开幕，目前已进入决赛制作阶
段，预计共有 20 组团队参与此次活
动，为市民开启丰富多彩的环保艺术
创意之旅。

此次参展参赛作品中不乏立意
深刻、造型新颖的作品。以三星堆遗
址博物馆的商青铜神树为灵感，以扶
桑树为原型，用小树枝搭建出生命、
时间和空间的无限循环；将树枝、锡
纸、不锈钢三种不同材质巧妙融合，
绘制一幅企鹅一家在大树下的温馨
画卷，令人即使在寒冷的环境中，依
然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以房山特
产磨盘柿作为主题，废旧树枝喷涂
上绚丽的色彩，为冬日打造一处具
有文化底蕴的亮丽风景……选手们
用艺术形式宣传绿色环保理念，助力
首都花园城市建设，用一枝一叶搭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阶梯，扮靓北京
的冬天。 （下转02版）

●庆福斋和东颐食品所制作的产品覆盖物美、美廉美、沃尔玛、京客隆等商超大卖场

1100余家门店，其中，面条这一品类目前在北京商超中市场占比超过70%
●自主研发的“拍扁机”模拟人工，采用算法实现传感器自主识

别进行按压操作
●不断增加智能数字化设备、提升生产节拍、改造流水线，目前

已经是第二代生产线，生产节拍优化到了1秒一个面饼

今年，是窦珍志愿服务联合会成立
的第十个年头，十年来团队招募管理、
服务保障形成了成熟的机制，志愿者们
用真诚和耐心帮助了许多人。

（详见07版）

右安门窦珍志愿服务联合会
谱写志愿服务新篇章

近日，北京地铁3号线一期、12号
线及昌平线南延（含剩余段及朱房北
站）三条城市轨道交通新线路正式开通
试运营。其中，不乏丰台企业的“黑科
技”助力。 （详见05版）

丰台黑科技
助力北京城市轨道交通上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