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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党员，哪里急需用人，安
学琴总是第一时间出现。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安学琴主动向
社区请缨，在自己所居住的永安花园小
区进行卡点值守，连续 40多天，她都坚
守在一线，为小区居民测量体温、消毒、
送米送菜，而自己家中尚有 70 多岁老
人和孩子需要照顾，她都无暇顾及，尽
管如此，家人毫无怨言、全力支持，令她
感到既欣慰又愧疚。

2020 年 10 月，安学琴受委托接管
西夏区芦花苑社区食堂，因交通不畅，
居民入住率不高，但是小区中还有一部
分孤寡老人、残障人士需要服务。为了
保证完成这项“硬任务”，安学琴事事亲
力亲为，在食堂内提供免费汤类、水果
和米饭，得到群众一致好评。

勿以善小而不为，安学琴用实际行
动将爱心传递。她在自己经营的食堂
里，面向失独人员提供免费餐饮；高考期

间，为考生们提供免费爱心早餐；在炎炎
夏日，给环卫工人熬制绿豆汤，送去西
瓜；针对鳏寡、失独、家庭困难等弱势群
体，让其半价用餐；与敬老院结成共建单
位，在老人生日送去蛋糕和礼物……

聚小善成大爱，多年来，安学琴以
爱为圆心，用善行掀起一圈圈涟漪，她
的举动让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温暖，
而她自己内心更加充实而有力量，勇敢
朝着奔向美好生活的路上坚定前行。

2004 年，安学琴开始创业，在宁
夏牛街开了一家翅酷烧烤店。从创业
初期，安雪琴就把诚信经营记在心间，
以此为经商之本，促进事业发展蒸蒸
日上。

做餐饮行业，要特别重视树立口
碑。安学琴经营时会特别留心顾客需
求，收集客户的意见和建议。有次一
位顾客慕名而来想吃酱羊骨头，但当
时已经卖完，客人有点失望，安学琴见
状便说：“明天来，我一定让您吃到。”
言出必行，虽然不确定客人是否会
来，但安学琴依旧专门酱了一大盆羊
骨头留着，直到晚上 10 点左右，顾客
带着 10 多名员工来到店里，大家边吃
边称赞，说诚实守信就要以安学琴为
榜样。

要做事先做人，诚信的本质还包含
着为人老实厚道的深层含义。2018年 6
月，安学琴外出办事路过长城路时，捡
到厚厚一沓 50元人民币。当时正值夏
季，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安学琴顶着烈
日站在路口焦急的等待失主。失主接过
失而复得的 4800元时，红着眼眶对安学
琴连连道谢。

生活中的安学琴乐于助人，工作
中的她一丝不苟。为了保证顾客“舌
尖上的安全”，安学琴每天都要检查
食材，坚决杜绝不合格产品出现在餐
桌上。 2020 年冬季物价上涨，但她的
烧烤店依旧保持原价，并保质保量给
顾客提供优质的菜品，员工们都说
她 太 傻 了 ，安 学 琴 却说：“咱宁可赔
本，也要讲究诚信，顾客的信赖才是第
一位。”

二十年如一日，安学琴一直秉持着
“注重商品质量”的理念从事经营，被辖
区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家庭”荣
誉称号。

做餐饮行业诚信经营“引路人”
——访兴庆区政协委员 宁夏牛街餐饮联合会党支部书记安学琴

本报记者 李 莹 文/图

▶安学琴管理的社区食堂免费
为环卫工人供餐。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兴。在宁夏牛街，有
一位“牛”人叫安学琴，她从事个体经营近 20
年，靠着诚信经营把店铺打理得井井有条，还
团结其他商户促经营、谋发展，让大家的生意
越来越红火。

作为兴庆区政协委员，宁夏牛街餐饮联合
会会长、党支部书记，安学琴时时处处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商户致力于公益事业，
在关心弱势群体、开展志愿服务、助老助残服
务等方面积极行动，让困难群体感受到社会的
温暖。

2020年1月至2021年11月，杨正军
调到利通区疫情指挥部工作。“我现在
还清楚记得，2020 年利通区第一例新
冠肺炎患者的名字，以及我和利通区
领导到青铜峡市火车站接从武汉黄冈
返回的第一批人员，连夜寻找隔离酒
店的情景。”疫情最严重时候，利通区
30 多家隔离酒店同时隔离了 2000 多
人，杨正军也承担着重要工作，每天很
多时候都在接电话，半夜处理事情已
是常态。不接电话时就微信回复，最
多的时候有八九百条未读信息，杨正
军都耐心逐条回复。

2021年 11月以后，根据实际工作
需要，杨正军回到金积镇中心卫生
院。鉴于在疫情防控中的优秀表现，
他在 2020年宁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中被评为自治区优秀共产党
员，而更大的馈赠是他在疫情中积累
的丰富经验。

2022 年，杨正军担任利通区人民
医院院长。在今年第 13个“世界家庭
医生日”活动期间，他组织开展了“签
而有约 共享健康”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举办健康知识讲座，还组织家庭医
生签约团队在利通区开源广场开展义
诊咨询、健康监测、现场签约和签约政
策宣传活动，联合辖区爱心企业在大
院子村开展困难群众健康服务和慰问
活动，走进吴忠市敬老院开展健康服
务活动。

杨正军一如既往地忙碌在基层，
用一位医者的精诚之心，诠释出医者
的仁心。

用奉献诠释敬业精神

1985年马伟出生于贺兰县立岗镇立岗村，2000年初
中毕业后，随父母一起到银川市北环批发市场摆摊卖早
点。看着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忙碌着，却收入微薄，马伟便
萌生了学门手艺帮父母减轻家庭负担的想法。

2000年 10月，他来到兴庆区一家餐厅帮工学手艺。
每天 6点起床就开始洗鱼、洗鸡、剥葱、扒蒜，一直忙碌到
晚上 12点才能睡觉。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年的刻苦
练习，马伟掌握了做家常菜的技艺。他不满足于现状，毅
然决然去银川市一家大酒店继续当学徒学手艺。工作
中，他向师兄弟讨教怎样能把菜炒得好吃，向顾客悉心了
解菜品味道；下班后，他借来录像带、光盘继续学习各种
菜肴制作方法，反复研究。厨艺在一天天反复练习中突
飞猛进，马伟被贺兰县一家餐厅老板看中，从小学徒变成
厨师。

2004 年初，马伟萌生了自己创业当老板的想法。
父母拿出全部家当，全力支持他创业。马伟在贺兰县
盘下一家小饭馆，自己又当厨师又当老板。起初，生意
并没有他预期的那样红火，因为缺乏特色，顾客并不买
账。马伟便买来各种和餐饮相关的资料，潜心研究学
习菜品。在做好传统菜系的同时，又自创了“酸菜炒烩
肉”“马伟手抓羊肉”和“羊排饺子”等受到广大顾客青
睐的菜品。2008 年，这三道菜肴被宁夏烹饪协会评为
宁夏名菜，马伟手抓餐厅也被评为宁夏名店。饭店生
意红火起来之后，马伟趁热打铁，盘下一家濒临倒闭
的饭馆，把马伟手抓餐厅从之前的 90 平方米扩大到
300 平方米。 2009 年，马伟又在贺兰县开了一家 1000
平方米的分店，投资 100 万元。2010 年，马伟手抓餐厅
注册成功。2011 年，“马伟烩小吃”获评“中国名小吃”
称号。

从学徒工到企业家的完美蜕变
——记贺兰县政协委员 银川马伟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马伟

本报记者 韩瑞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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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伟，贺兰县政协委员，银川马伟餐饮经营管
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创立的“马伟手抓羊肉”
在贺兰县小有名气。凭着一股闯劲，他从一个餐
厅后厨杂工奋斗到如今拥有 4 家直营店、员工
200 多名的企业负责人。

生意越做越大，但马伟很快发现，因缺乏管理，
饭店服务跟不上。于是他作出一个决定：从银川高薪
聘请数名经理和厨师。有了专业团队，就有了“智囊
团”，他们先进的餐饮管理理念和高超的厨艺为企业
发展注入强有力的支撑。健康美味的理念及精诚的
服务赢得了顾客一致好评，企业迈入平稳健康发展
阶段。

2010 年，马伟应贺兰县招商局邀请，代表贺兰
县餐饮界参加了 2010、2011 两届中阿合作论坛。2010
年，马伟被选为贺兰县创业协会的常务副会长；2011年，
马伟被贺兰县政府、贺兰县工商联推选为贺兰县工商
联副主席。 2012 年 8 月，被贺兰县政府评选为 2012
年度全民创业“创业明星”。 2013 年 5 月，银川市共
青团授予马伟第四届银川市“青年五四奖章”荣誉
称号。

2012年 8月，马伟手抓餐厅乘势入驻银川市，在金凤
区新昌西路紫荆花商务中心 C座新开一家分店，营业面
积达 900平方米。马伟又计划把餐饮公司做成一流的餐
饮企业和管理公司。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2022
年 10月 1日，马伟禧悦大饭店在贺兰县开业，大饭店面积
达 7500平方米。除了保留特色菜品外，还增加了很多新
菜品，吸引了很多顾客光顾。

20年间，马伟拥有 4家店铺，固定资产 7000万元，带
动 200多名员工就业，完成了一个学徒工到企业家的完
美蜕变。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他务实肯干、敢想敢干、平
易近人、秉公守法、诚实守信的作风密不可分。无论是摆
摊做生意还是做企业，他始终坚持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几年来，累计为国家缴纳税款近 400余万元。“我现在还
是喜欢每天到店里参与制作菜品，让更多的人品尝到宁
夏特色手抓羊肉。”马伟说。

小学徒变成厨师

带领企业做大做强

秉大医精诚之心 行医者仁心之事
——访吴忠市政协委员 利通区人民医院院长杨正军

本报记者 梁 静 文/图

他是人民群众贴心人，及时解决患者的疾病痛苦。在
敬老院组建医生服务队，为孤寡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呵护
他们的晚年生活；他是服务群众带头人，团结引领基层医
疗卫生领域工作人员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在健康利通建
设、“互联网+医疗健康”、慢性病防治等方面作出突出贡
献。他就是吴忠市、利通区两级政协委员，利通区人民医
院院长杨正军。

1995年，20岁出头的杨正军从卫
校毕业回到家乡吴忠市汉渠乡卫生院
工作。那时医疗条件有限，交通不便，
这个小小的乡卫生院成为全乡 2万多
群众头疼脑热时的唯一去处。当时医
院的工作人员特别少，算上杨正军，正
式的医生也只有 3名。

那时候，杨正军基本白天黑夜都
守在医院，随时准备接收病人，夜间出
诊也是常事。杨正军回忆，一天凌晨 2
点，他接到出诊任务，前往距离医院
6000米的一个村子。他背上药箱骑着
自行车出发，到达患者家里时，发现是
一名小产大出血的病人。为了及时抢
救患者，杨正军用中医针灸止血，补充
体液，然后和患者家属一起将病人送到
市医院。虽然已过去 20多年，但这件
事却深深烙印在杨正军的记忆里。“那

时候老百姓看病就医太难了，医疗条
件、经济条件比较差，很多时候医生看
完病，几元、十几元的医药费都要打欠
条，有时只能由医生自己垫上。”

2003 年，杨正军离开吴忠市汉渠
乡卫生院。离开前他整理出一大摞账
单，草草一算，足有 1万多元。而当时
医生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三四百元。

“我在那里出生、长大，对乡亲们充满
感情，不计得失。”杨正军说。

说起为何从医，杨正军说是为了
给常年患病的母亲治病。希望学有所
成，能解除母亲的病痛，可惜的是，在
他上学期间母亲就离开了。“这是一种
遗憾，我把这种遗憾弥补在乡亲们身
上，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缓解他们患
病痛苦。这也是我扎根基层的一个重
要原因。”杨正军说。

2003年，杨正军通过竞聘，先后成
为利通区杨马湖卫生院、板桥乡卫生
院、金积镇中心卫生院院长。

当时，面对新时期医疗体制改革
浪潮，他找准方向，在非常困难的情况
下，带领班子认真调研，从制度建设抓
起，对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管理机制
进行改革。通过健全完善绩效考核制
度，增强内部活力，完善医院的基础设
施、改进医疗设备，让卫生院的竞争力
有了很大提高。

然而，杨正军最用心的还是为
民服务。他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一幅

“厚德精术医泽百姓”的书法作品，
可以说是他“百姓情结”的真实写
照。从事基层医务工作 20 余年，他
一直把百姓的健康挂在心间。搭建
宣传教育阵地，努力提高群众健康
理念，组建 18 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队，进村入户举办健康教育讲座，为
百姓普及健康知识。再通过慢病管
理，让百姓健康素养持续提升。

“针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年

人，我们力争做好一对一服务。我要
求签约的家庭医生一个月必须下去两
次，对重点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宣传和
疾病防控指导。”杨正军说，“有一些科
普知识宣传起来不灵活，老百姓不愿
意听，我们就组织人员把相关内容改
编成歌曲、快板，通俗易懂，老百姓容
易接受。”

为了进一步解决群众看病难问
题，杨正军还大力开展“互联网 +医
疗健康”服务，联通了银川市、吴忠
市电生理和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开
通了专家远程会诊、远程诊断、区域
检验、远程培训等服务，使居民在家
门口就能得到三级医院专家的医疗
服务。

繁忙的管理工作之余，杨正军没
有放弃自己的老本行，坚持每周坐诊，
用中医技术诊断处理心悸、失眠、自
汗、胃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疾
病。他还积极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开
展针灸治疗内、外、妇、儿科等常见病、
多发病。

扎根基层发光发热

兢兢业业的医者

做事先做人
以诚为本以信立身

引领带动 成立联合会党支部打造餐饮示范街

宁夏牛街是餐饮一条街，有烧烤、
中餐、面馆等商户 20多家。2019年后，
因街区管理涣散，生意不好，安学琴想
着这样下去不行，琢磨着如何改变街区
面貌。于是，她挨家挨户做工作，在大
家理解和支持下，向新华街党工委提出
申请，成立宁夏牛街餐饮联合会党支
部，由她担任党支部书记。

餐饮联合会成立后，安学琴肩上责
任一下重起来，促进牛街繁荣发展，带

动商户共同致富的梦想促使她不断努
力。针对牛街餐饮商户只顾个人门前
卫生，无视周围街区脏、乱、差问题，安
学琴提出“135 治理模式”，1 是要发挥
餐饮联合会作用，打造示范商户，引领
带动大家亮化店面、美化街区；3 是组
建治安、环境卫生、综合治理三支志愿
小分队，大家互相监督，共同治理牛街
治安，维护牛街卫生；5是开展卫生牛、
秩序牛、环保牛、安全牛、诚信牛“5牛”

商户评选。
在餐饮联合会引领下，牛街的面貌

焕然一新。几年来，从电箱安装到疏通
下水，安学琴从未缺席，先后组织开展
志愿服务活动 125次，志愿服务时长累
计 2350 小时。现如今，宁夏牛街商户
动了起来、卫生干净了、治理顺当了，从
过去的无人问津到现在的模范观摩点，
安学琴付出的努力让大家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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