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份黄焖羊肉，缘何能网罗四
方食客？

“小摊入店，没有招牌菜怎么
玩得转，我表哥的一个亲戚正好在
做当时红火的茅屋黑山羊，几番探
访后，答应把手艺教给我。”老万
说，从杀羊到烹制全过程，至今都
深深刻在他脑海里。

上午 10 半点，经过两个小时
的小火慢炖，老万快手将炖好的羊
肉去骨改刀，屋子里瞬间被羊肉的
醇香充满。他要赶在顾客到来前，
将中饭的食材备好。这番忙碌，他
每天要从早晨7点开始。

食材地道新鲜，是老万的招
牌。从杀第一只羊到现在，老万中
途未更换过供应商。“对食材来源

放心，顾客才能对我放心。”老万分
享道，靠羊肉一炮走红后，只要在
外面吃到他中意的菜，他都要尽可
能找到师傅拜师学艺。

“知不知，尚矣；不知知，病
也。”只上过初中的老万，深知自己
在餐饮中根基尚浅，每次师傅领进
门后，他都要反复试菜，直到达标
为止。靠着这一套略显“呆板”的
方法，硬是整出大厅黑板上的 20
多个硬菜。

“菜品虽少，每一个都拿得出
手。”经过 20 多年的历练，老万早
已脱去了“不知”的慌张，多了一份
笃定。

菜谱也并非一成不变。从冬
天的黄焖羊肉到夏天的小炒羊肉，

老万也在调整着顺应时节的味道。
在老万的店门口，晾晒着一排

排腌制后待脱水熏制的腊肉。“店
里只有几坨腊肉了，就等着这批上
新。”老万说。

最开始，老万每年都要委托乡
下的姨妈熏制，后来为了方便，母
亲特意学了这门手艺。“腌好后一
定要清洗晾晒，再熏制，才能保证
腊肉口感和健康。”说到这，老万脸
色黯然下来。原来，就在前不久，
领他入门餐饮的母亲仙逝。所幸
的是，妻子早已从母亲那里接过了
衣钵。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26
年，守一个小店，炒几个小菜。这辈
子，是母亲教会了他坚守和良知。

女儿那时刚大学毕业，和所有
热衷于社交媒体的90后年轻人一
样，惯于将自己的生活袒露于互联
网这个半匿名的空间。

阴差阳错的是，女儿将父亲店
里的菜品发到网上，有网友看到后
过来试吃，感觉不错，回去又发帖，
然后又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试吃,
这样聚合式的传播效果，竟让玻璃
厂家属区这个萧条破败的小店在
网上“红”了起来……

如今，搬迁的风吹了几年，老
万仍旧舍不得这个地方。“以前隔
几年都会装修一次，现在破败是破
败点，但卫生绝对放心。”今年已54
岁的老万说，到了逼不得已的那
天，他会考虑再换新址。

“换了新址，老顾客流失了怎
么办？”记者担心道。

“网络时代，美味和食客不会
失联。”对即将到来的变化，老万信
心满满。

受女儿启发后，这些年，老万网
络宣传的技能不断在进步。这两
年，他又在抖音上开辟阵地，将做菜
视频发到网上，大批食客闻香而来。

易亮就是其中之一。爱吃羊
肉的他，但凡有点口碑的羊肉馆，

都有他打卡的身影。巧合的是，与
他同来的朋友，正是这里的常客。

老万说，店小偏僻，菜的花样也
少，能做这么多年，除网络推广外，更
多的是仰仗了老客的大力推荐。怀
着这颗感恩之心，他做起来也有瘾。

女儿一个不经意举动
让老万的黑山羊餐馆成了“网红”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成姣兰

一菜招揽四方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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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印在斑
驳的老墙上，斑斑点点中，诉说着株
洲玻璃厂过往的辉煌。

11 点 10 分，陆续而至的汽车随
意停着，支桌子、点餐，黑山羊餐馆
瞬间烟火气升腾。院子里，领头的
食客向同伴炫耀着找到这家店的诀
窍，在分享中编织一张株洲隐藏的
美食地图，静默的老厂房因此有了
一点生气。

从厂矿工人到炒锅师傅，任由
时代潮涌，36年，老万安如泰山。或
许是一种宿命，因缘际会，黑山羊餐
馆与玻璃厂一样，也历经了安稳、低
迷，又赶着时代大潮，奔向新的远
方。

老万的小店故事，是追寻美味
的故事，更是你我奋斗的故事。

厂矿风云谋生计

左右两个炒锅齐开工，青菜翠
绿，羊肉的香气一阵强过一阵。10
分钟后，几个菜已陆续上桌，第一波
食客开启了美味的午餐。

从食客点菜到上桌，最少 10 分
钟，最多不超过30分钟。“中午吃顿
好的，还要留点时间休息下。”效率，
是老万给客人无形的关爱。

正是 26 年如一日的深切关怀，
虽店处破旧的老房，顾客对卫生和
菜品，格外放心。

“虽然破旧，但你看这桌面和
碗，绝对放心。”在云龙管委会上班
的唐先生，在上周偶然吃过一次后，
这次特地带着一些同事前来，“只要
好吃放心，再偏都能找到。”

能在厂矿打下一片天地，小有
名气的老万，用他自己的话说，原先
并不擅长做菜，只不过是逼不得已。

1996年，随着亏空日渐凸显，原
株洲玻璃厂在国企改革的大背景下
面临破产改制的命运，首当其冲的
便是没有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临时
工，老万和其母亲也在其中。

那一年，他28岁，女儿4岁。“生
活还得继续，母亲在厂里做的就是
食堂工，下岗后在厂门口支个炉子，
卖起了炒菜。”老万回忆，最开始并
没卖饭，职工在食堂打餐后，来他摊
位加个菜。那时，一个辣椒炒肉才
一块多钱，靠着几毛钱一份菜的利
润，反而比在厂里上班工资略高。

从厂门口露天摊位到砖瓦房，
从仓库到食堂，四易其址后，2001
年，老万最后承租了这一空三进的
株洲玻璃厂幼儿园建筑，凭借一份
黄焖羊肉，一点点稳下了脚跟。

市场的风云变幻莫测。2014
年，作为清水塘搬迁升级的探路者，
旗滨玻璃搬迁醴陵，人流量减少。
因厂而生的黑山羊餐馆生意也一落
千丈，有时一天也做不了一单生意，
心灰意冷的他甚至都有了关店的想
法，谁也没想到，竟是平时言语不多
的女儿“解救”了他。

萧条小店成“网红”

▲左边焖羊肉，右边炒白菜，中间的蒸锅蒸着鱼，老万一人在厨房
“激战”。记者/成姣兰 摄

▲客人到来前，老万在忙着预处理菜品，以保证快速出餐。记者/成姣兰 摄

海中虾一份 32元
大闸蟹2只 96元
10头鲜鲍4只 72元
北海圣子王一份 48元
妙龄鲜尤魚一份 40元
蛤蜊一份 18元
清远鸡一只 98元
菌蔬拼盆一份 28元

红薯粉一份 12元
手工腐竹一份 15元
养生高汤窝底一个 38元
沾料4位 20元
茗茶4位 20元
香米饭4位 8元
餐巾纸1盒 2元

三文魚刺身 78元
波士顿龙虾一只 288元
海中虾一份 52元
10头鲜鲍4只 72元
澳洲雪花肥牛一份 88元
清远鸡半只 49元
时蔬拼盆一份 16元

红薯粉一份 12元
养生高汤锅底1份 38元
沾料4位 20元
芥沫酱油4位 8元
茗茶4位 20元
香米饭4位 8元
餐巾纸1盒 2元

5至6人天鲜配海鲜火锅套餐

5至6人肥牛龙虾海鲜火锅套餐

上述火锅套餐每桌限点一份，仅限堂食。部分菜品由于时令原因有所不同，请以店内当日
供应为准。用餐前敬请事先预订，以免等待太久。

广告

店铺地址：株洲市天元区体育中心内
订餐热线:0731-2222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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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株洲市景弘中学教学楼一楼常
常人头攒动。原来，学校为了更进一步加
强家校沟通、联系服务师生，在一楼设置
了“校长信箱”，将校长与学生的距离缩减
为一张纸条、一封信件。

记者看到，每到下课休息时间，一波又
一波的学生聚集于“校长信箱”旁，思索
着，探讨着。信箱旁，张贴了两张该校校
长邓春林关于来信的回复。

自从“校长信箱”正式上线，校长邓春
林就将此事挂在心上。面对学生提出的
问题，他一字一句地逐一写信回应，还会
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商讨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校行政部门还将以随机采
访的方式，对全校师生就校方“后勤服务、
教学管理”开展满意度调查，坚持问题导
向，狠抓整改落实，始终如一地贯彻落实

“服务于家长的省心放心，服务于学生的
成长成才”的服务意识。

学生看到校长两张洋洋洒洒的回信，
他们欢欣鼓舞，幸福满满。“校长伯伯的及
时回信，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学生的重
视，未来我们会更加坚定地做好校园小主
人，为建设美好校园贡献自己的力量。”学
生表示。

一封来信，体现了株洲市景弘中学德
育教育所取得的成果：学生不仅是学习的
主人，更是校园的小主人，敢于提出问题
和合理建议，积极参与学校管理。

一封回信，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真正的
关爱，是景弘中学教育者不忘育人初心，
为学生办实事的具体行动：敞开大门，解
决学生的急难愁盼。

（图/文 宋芋璇 通讯员 谢晓琳）

让学生的心声有“回音”
这所学校的“校长信箱”上线了

市十三中：

高三学子冬日毅行
为冲刺高考添动力

冬日暖阳晴空碧，西风尽染银杏黄。近日，株洲市
第十三中学全体高三师生开展了以“亲近自然，砺炼人
生”为主题的毅行活动。本次毅行从学校出发至大京水
库风景区，全程18公里。

出征仪式上，校长孟祥忠分享了他第一次登泰山的
故事，用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只要内心阳光，脚步坚定，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副校长孙金花殷
殷嘱托道：“毅行毅行，有毅才行。高考也是一场毅行，
大家作为即将奔赴高考战场的高三勇士，唯有主动学
习，主动探究，持之以恒，才能取得胜利！”

毅行前半程，一路上欢声笑语，大家手牵着手，大步
向前。到了后半程，疲惫让步履变得沉重了，高三学子
互相鼓励着，喊起了口号，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最终在漫山红枫黄杏的见证下，出色地完成了毅行。

历时近4小时的毅行，让同学们感触颇深。他们表
示，借着活动，不仅亲近了大自然，缓解了高三的学习压
力，为冲刺高考注入动力，还体验了战胜困难之后的喜
悦，增强了班级凝聚力，融洽了师生关系。

多年来，株洲市十三中以生命教育的视角，着力“阳
光德育、课程优育、艺体美育”，培育学生“深厚的家国情
怀、坚定的担当精神、阳光的内心世界”，打造“有特色、
高质量、现代化”的优质品牌高中，建设“学生喜欢、教师
幸福、家长满意”的阳光家园。

（通讯员 曹玉萍 刘萍）

学生
往“校长信
箱”里投进
自 己 的 心
里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