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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者简介：
赵进闯，今年43岁，卫东区东高皇街道人，河南鹰城人家餐饮服务有

限公司创始人、总经理，曾获河南省餐饮住宿行业金鼎奖、鹰城餐饮界领
军人物等荣誉。

归根者感悟：
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

营环境。作为一名职业餐饮人，我怀揣梦想，立志带领公司大步向前，为
传承和弘扬美食文化贡献力量。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
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
大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
助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
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进一步优
化了我市的营商环境，让我能全身
心地投入到自己钟爱的餐饮事业
当中。”2月 14日下午，在市区新华
路北段鹰城人家饭店，总经理赵进
闯正带着前厅经理等人布置餐厅，
迎接元宵佳节到来。

踏实肯干 深耕餐饮行业

赵进闯中专毕业后，出门闯荡
过，在我市一家企业工作过……后
来，赵进闯到平顶山中房酒店工
作，无意中闯进餐饮行业，竟干出
了一番事业。

“餐饮行业不只卖饭那么简
单，烹饪、管理等都有大学问。”凭
着勤奋好学、踏实肯干，赵进闯在
餐饮行业摸爬滚打10多年，一步步
做到了店长、经理等职务。开办一
家饭店，成为他最大的梦想。

赵进闯从中房酒店离职前往
上海，创立了上海共润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夜以继日地忙碌。“在半年
的时间内，我们实现了对所托管的
7家企业全部扭亏为盈和经营指标
提升 20%以上的目标。”赵进闯颇
为自豪地说。

后来，赵进闯回到鹰城，在市
区开源路南头开办了鹰城人家饭
店，成立了河南鹰城人家餐饮服务
有限公司。

良心匠心 提升用餐体验

“豫菜需要传承，鹰城文化需
要传播，作为平顶山人，我有义不
容辞的责任。”赵进闯说。

他用鹰城特有的历史文化元
素装扮饭店，将地方文化与美食融
合，打造富有文化味儿的餐厅，为
消费者带来难忘的用餐体验。

不久，“升级版”的鹰城人家第
二家店——新华路店开业。赵进
闯更忙了，一年当中他有一个多月
时间在全国各地寻找美食。为了
在内蒙古找到高品质的羊肉，他带
着厨师驱车奔波6000多公里；看到
《舌尖上的中国》里的湘西腊肉，他
带着员工来了一次说走就走的旅
行……

用匠心做产品，用爱心做公
益，赵进闯是认真的。第一家店开
业，他将用于庆典的3000元钱捐给
了贫困大学生。每逢腊八节，他会
免费送出近千份爱心粥。他还带领
员工为疫情防控卡点值勤人员送饭
菜，组织饭店员工捐款捐物送往遭
受洪涝灾害的新乡……

去年，赵进闯拜豫菜陈派创始
人陈进长为师，在守正创新中努力
传承、弘扬豫菜文化。

“用良心做美食，用匠
心做豫菜。在市委组织部
人才‘归根’工程的扶持
下，我要把师傅的‘陈家
菜’在平顶山发扬光大，让
更多人品尝到舌尖上的河
南味道。”赵进闯说。

赵进闯：

守正创新
用匠心做好豫菜

□记者 邢晓蕊 实习生 蔡宗桦 文/图

归根者简介：
窦越阳，29岁，鲁山县尧山镇上坪村人，“那年那夕”民宿创始人。

归根者感悟：
依托市委组织部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我要把民宿经营得更好，

让游客感觉更温馨、更舒适，为家乡旅游业添彩。

平顶山市深入实施在外人才
“归根”工程，用“归根”文化汇聚人
才智慧，通过“归根”鹰才鹰商寻访
大行动，吸引“归根”鹰才鹰商资智
助乡推动鹰城发展。“市委组织部
实施的人才‘归根’工程，让创业者
吃了‘定心丸’，我会牢牢把握机
遇，为家乡旅游业增光添彩。”2月
17日，在“那年那夕”民宿前，望着
兴致勃勃的游客，窦越阳坚定地
说。

追求浪漫 偶然发现商机

与其他女孩儿相比，窦越阳似
乎更喜欢浪漫。一只小狗，一座小
院，一片草地，一条小溪，幽静之处
追寻自己快乐的生活，成为窦越阳
一向的追求。

但生活没有一帆风顺，窦越阳
只能把梦想藏在心底。

18岁那年，她到郑州一家公司
做出纳工作。20岁那年，父母特
意在老家为其打造了一座小院，周
围种上了花草，养了小狗，甚至通
往小院的路也是曲径通幽的羊肠
小道。

窦越阳一直憧憬诗情画意般
的生活，对这座小院十分满意，
节假日回家浇花、遛狗，听门前
潺潺的流水声，享受富有诗意的
生活。

窦越阳结婚成家后，小院闲置
下来。“当时也是好奇，想
看看有没有人喜欢我这
样的生活，便把房屋照片
传到网上，起名‘那年那
夕’，然后对外租赁，一天
268元。”窦越阳说，令她

没想到的是，当天就有人订房，从
那以后，那座房屋再没闲置过，她
由此看到了商机。

生意火爆 悉心布置民宿

虽然房间开价高，但订房者络
绎不绝。后来窦越阳才知道，她精
心设计的房屋其实就是现在的民
宿。

由于生意一直很好，窦越阳就
辞掉郑州的工作，回家让父母又建
了一座小院，生意依然火爆。

“就连我们也没想到，女儿能
歪打正着，追逐梦想居然追出了商
机。”窦越阳的父亲窦振营说，此前
他和妻子都出门打工，自从经营民
宿后，不但不用出远门了，还雇人
帮忙。

两座民宿无法满足客人需求，
窦越阳又打造了两座民宿，还分别
起了优雅的名字，如“墨渊居”“如
初见”，每个名字旁边配上意境优
美的诗句。

民宿的院内、阳台上、客厅内，
全部种上了花草，其中一座民宿室
内还垒了炕。

位于青山绿水中的民宿，加上
窦越阳的精心布置，吸引着一拨儿
又一拨儿的游客。也就是从那时
候起，尧山镇的民宿如雨后春笋，
成为当地一道靓丽的风景，并各自
以独特的艺术氛围和情调，成为旅
行者追逐的对象。

“今后我要依托市委组织部实
施的人才‘归根’工程，让民宿更加
精细化，给游客不一样的梦幻感，
自己也从中收获更多的快乐。”谈
及未来，窦越阳笑着说。

窦越阳：

经营民宿
让梦想照进现实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赵进闯向顾客介绍鹰城风貌 窦越阳查看游客住宿登记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