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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启
不求所有 但求所在

说起成立于 1956 年
的原郑州市饮食公司，人
们自然会想到合记烩面、
郑州烤鸭总店、德化街老
蔡记、西兰轩菜馆、雪园酒
家这些极具地方特色深受
消费者喜爱的“老字号”。
光阴似箭，一晃53年的光
景，虽说合记烩面、郑州烤
鸭总店等招牌仍然屹立不
倒，但是原郑州市餐饮公
司却变成如今知名民营企
业——郑州市饮食责任有
限公司。

53年的商海前行，成
为中原餐饮业历史进程
中的缩影。经历着辉煌、
没落、改制等时代进程的
代名词，也在无数中原历
史进程中，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嬗变，我们可以理解
成变迁，当年的国企叱咤
风云，但如今已是寥若晨
星。郑州市饮食有限责任
公司的嬗变，从“不求所
有，但求所在”的坚持，到
新貌新颜的变化，体现着
中原餐饮业的底蕴和市场
经济中适者生存的道理。

新时期新局面，对于
现任郑州市饮食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王建启来说，
深刻体会到几十年的老国
企自救之路，用他自己的
话，“现在一说工作我就很
有激情，再累我也要做点
什么，企业走上正规而且
正在步入辉煌，心里非常
的欣慰，但是我们却不能
忘却过去。”

晚报记者 谢宽/文
赵楠/图

成立于1956年的原郑州市饮食公司是当时
省会最大的餐饮企业，在物质极不丰富的计划经
济时代，凭借着自身的规模优势和国企这块金字
招牌，在郑州餐饮市场可谓独占鳌头。王建启回
忆起计划经济时期时说：“当时旗下的合记、老蔡
记、葛记等餐饮店遍布全市，规模多达160多个网
点，当时的情况可谓风光一时。”

但在改革开放以来，郑州老城改造，原先
的众多网点被拆得只剩下了20多家，再加上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餐饮市场竞争越
来越激烈，反而因为国企机制原因而日趋窘
困。“最厉害的时候，一个月拆掉了十几家饭
店。大批职工下岗，那是饮食公司最艰难的时
候。在当时流行一句话，‘里三层、外三层，三
层后面是国营’的顺口溜。”王建启说。

在当时的情形下，王建启觉得要渡过难关，

必须有自己的阵地。“其实从1996年开始，我们
企业就被提上改制的日程，但由于企业资产少、
网点少、职工多等问题，因此改制一直没有得到
解决。直到2003年，在市政府强调必须要改制的
情况下，召开公司创立大会，然后挂牌，而在此之
前，国有资产中有7000多万，还有300万的缺口
存在，再加上当时企业要下岗的500人需要资金
1500万，退休职工的工资等，可以说当时是企业
最艰难的时期。”

在他看来，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最后的邂
逅是多年来最难忘的一幕，“郑州饮食公司有20
多家饭店，但一个个破破烂烂，曾经高高在上的国
营饭店就这样忽然荣光不再。”王建启知道这是一
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又是一次机遇的开始，如果再不
改制，郑州饮食公司这个牌子说不定很快就被人们
淡忘了。

“企业的拐点就是在 2003年，这一步是艰
辛的，但这一步我们都相信我们能够成功。”
谈到此，目光中透着睿智的公司董事长王建
启无比感慨。他告诉记者：“改制之初，公司
董事会决定要克服各种困难，理顺财产关系，
彻底解决改制带来的各种遗留问题，尤其是
要解决好巨额经济补偿金问题，做一个对国
家、对社会、对职工负责任的企业。但是对于
企业来说没钱怎么办，我们想到了向在职的
职工集资，并承诺一年之后连本带息还清职
工。就这样，按时支付了离开企业职工经济
补偿金和新公司退休职工经济补偿金总额
1800多万元。其间，还为全体职工办理了医
保，交纳退休职工医保‘入门费’800万元，补
交原国有企业拖欠的失业保险金 106万元，报
销退休职工参加医保前产生的医药费 78万
元，清偿改制前遗留工程款226万元。”

和谐稳定是企业发展的基石，经历改制震
荡的企业更是如此。郑州市饮食有限责任公
司前 5年来能够稳健发展，正是得益于企业有

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说到此时，王建启激动地说：“按照改制后

‘一年保稳定、两年求发展、三年见成效、四年
创辉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现已基本完
成，而且在第三年就实现销售翻翻，实现利润
由2003年的2489万增长到2005年的5600万，
每年保持 12%的增长速度。以优异的业绩回
报了社会、回报了股东和职工，更为重要的是
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为下一
步企业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制决非换块牌子，它不仅带来企业经营
管理体制的转换，而且还要求职工在思想观念上
彻底更新。6年来，郑州市饮食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会兼顾改革和发展，一方面重点在人事制度、
分配制度、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大胆改革，进行
管理创新，最大程度地调动全体职工的主动性、
创造性和积极性；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对经营门店
进行更新改造，开拓市场，提高企业的经营效
益。也正是这一套组合拳，最终使我们的企业由
没落走向辉煌。

“截止到目前为止，企业由第一个五年计
划向第二个五年计划迈进，但现实是我们要比
过去轻松许多，公司没有了包袱，而且每年都
在保持不错的增长速度。”王建启坦言，2009年
前6个月完成收入8300万元，按照第二个五年
计划要实现收入 1个亿，纯利润 1200万，职工
收入再翻翻。

从2003年企业遭遇的拐点至今，公司共投
资 1000多万元，先后对郑州的雪园酒家、烤鸭
总店、人民路合记、南阳路烤鸭店、德化街蔡记
等所属门店进行改造，扩大营业面积1500多平
方米，月收入较改造前增加100多万元，相当于
增加了一个大型店的营业收入。通过装修改
造，公司骨干企业就餐环境和硬件设施得到较
大提升，不仅使现有资产增值，而且培育了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今年，公司又筹资 500万元重金打造南阳
路合记烩面连锁店，6月 6日已经破土动工，营
业规模达1700平方，预计10月初完成，年收入
能力达1500万元，建成后将成为合记烩面在郑
州市最大的门店，为公司获得持续稳定收益奠
定了基础。

连锁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公司改变过
去管理分散的弊端，统一管理连锁发展工作，
提高品牌价值。面对目前形势，王建启认为，
未来的发展方向，还是应该以合记烩面为突破

口，兼顾烤鸭店、老蔡记、葛记、西兰轩、雪园等
等品牌，走向全省，进而走向全国。

人才是企业的决胜之本发展之源，是企业创
新的核心和关键。公司3年来投资50多万元用
于各类技术培训活动，先后组织500多名职工参
加了面点、凉菜、热菜、服务等方面技能培训。“前
段时间的烩面师的评定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了两
届，如果一些职工连续三年获得冠军，便可获得技
师，由此可见，我们对技术队伍的发展十分重视，
但是我们更关心我们的职工生活。”

“别拿职工不当回事。”说到此，王建启坦言最
让自己感动和深刻的就是改制时留下来的700多
位职工，他们都是精英，活跃在各个饭店之中。也
正因为如此，董事会及经理班子依靠职工，关爱职
工，落实和维护职工的各项权益，让职工在企业的
发展中得到实惠，这些都激起了广大职工的主人翁
责任感，他们为企业的发展奉献出了自己的聪明才
智。

“心系职工，职工为先。”不到5年的时间，职
工收入较改制前翻了一番，这是董事长王建启
经常讲到的一句话。去年，公司还认真落实了
员工“带薪休假”制度，较好地维护了职工的合
法权益。在基层各单位每年组织职工到省内外
旅游的基础上，公司用一年半的时间分批组织
500名一线职工到港澳旅游，开创了省会餐饮业
的先河，一时成为职工议论的热门话题。

回望：计划经济时期的“邂逅”

现实：新时期形势下的起死回生

未来：改造扩张过程的创新发展

足迹·餐饮篇

郑州合记烩面郑州合记烩面
合记烩面至今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被

中原人民誉为“河南烩面鼻祖”。曾荣获“全
国清真名牌风味食品”、“中华名小吃”、“中
华餐饮名店”、“郑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南老字号”、“河南省豫菜风味品牌店”、
“河南著名商标”等荣誉。

海派名店雪园酒家海派名店雪园酒家
在郑州众多菜系分明、流派众多的餐馆

中，有一家不分菜系，不分流派并且50年经
久不衰，这就是雪园酒家，它汇聚了蔡记蒸
饺、葛记焖饼、三鲜伊府面等多种中华名小
吃。被称之为“风味独特，南北皆宜”。 2001
年雪园酒家在河南省贸易办、河南省烹饪协
会等11家单位主办的“名师名店名菜”认定
活动中，被组委会认定为“河南名店”。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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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名店西兰轩清真名店西兰轩
“羊肉哪里鲜，郑州西兰轩。”这是不少

消费者对西兰轩菜馆的赞誉。它既反应了
西兰轩菜馆的特色，又表达了“美食家”们对
西兰轩饭菜质量的信赖。西兰轩除经营传
统炒菜外，挖掘整理了大批传统风味品种，
并推出了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经堂席”，满
足了民族传统消费群体的需要。

郑州烤鸭总店郑州烤鸭总店
郑州烤鸭店1989年曾荣获原国家商业

部命名并颁布的“金鼎奖”，2000年又被中国
烹饪协会授予“中华名小吃”。郑州烤鸭采用
传统工艺，但是在制作上又有创新，烤鸭上桌
时，有师傅当面表演飞刀片鸭。每只烤鸭可
片出108片，且薄厚均匀，片片带肉，片片带
皮，给客人一种观看魔术表演一般的感觉。

老蔡记蒸饺老蔡记蒸饺
老蔡记蒸饺创始人蔡士俊系河南省长

垣县人，清朝末年在北京皇宫帮厨，后专为
清朝大师姜老过做炊事。1930年正式起名
为“京都老蔡记馄饨馆”。1956年，公司合营
后划归郑州市饮食公司，1997年被中国烹饪
协会首批认定为“中华名小吃”，2007年被授
予“河南老字号”，2008年被授予“郑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