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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拟申请注销中牟县人口

和计划生育药具管理站的公告
根据中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妇幼保

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通知》（牟编〔2017〕
26号）文件精神，中牟县人口和计划生育药具管理
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0122MB0R03724A)将撤
销事业单位建制。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拟向中牟县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 2019年 10月 14日起 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 人事科 电话：0371-62156190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10月14日

潘文松：做生活的攀登者

10月28日早上7点，住在中牟县官渡大街西段路南西关公寓小
区的潘文松已经起床做饭，他的动作很轻，不会吵醒身子孱弱的妻子
张代见和睡在一楼年事已高的岳父岳母。“早上第一件事是送孩子上
学，然后赶到农贸市场买菜。”潘文松说，“上午11点半出摊，9点左右
就要把各种新鲜蔬菜买回家，洗净、淖熟、调拌一系列工作做好，现在
每天打300个左右烧饼。”

2003年春天，潘文松和妻子张代见从老家来到中牟县城，在路边
摆摊打烧饼，风霜雪雨，春祈秋报，一干就是17年，苦辣酸甜，付之一
笑，潘文松说：“幸福生活就是靠艰苦奋斗得来的，我们要做生活的攀
登者。”
记者 张朝晖 中牟时报 崔合林 文/图

1995年，经亲戚介绍，潘文松与邻村
姑娘张代见相识，结婚后入赘上门，从郑
州回到老家。婚后8年，潘文松小厂打零
工、浴池当搓背工、做零碎小生意，生活却
始终不见起色，便想重操旧业。2002年
某日，潘文松来到中牟县城贸易区，见一
个打烧饼的生意不错，心想自己在郑州
时也曾多次到烧饼铺帮忙，面案功夫不比
别人差，就主动过去和打烧饼的师傅攀
谈。此后又不断去买烧饼，给师傅送点小
礼物，时间长了，师傅明白他的心思，就让
潘文松跟着学习。4天后，师傅说：孩儿，
你以后不用来了。潘文松问为啥。师傅
说：你比我打得还好嘞！

2003年春，潘文松张代见夫妻俩装
了60块钱，背了半袋面饭来到中牟县城，
在新世纪广场附近摆摊打烧饼，“第一天
就卖了150块钱！以后逐渐增加，最多的
时候一天卖到六七百元钱。”回想当时的
情景，张代见很激动，“俺两口到现在也不
租房，就拉着一辆架子车，每天下午 5点
多出摊儿。早上和上午都在种地，俺家中
了 16亩地，种有大蒜、花生、玉米、小麦，
俺两口一天睡不到仨小时，拼命地干。”

2005年，夫妻俩在官渡大街置地盖
房，两层半楼房拔地而起，老家的乡亲和
亲戚们几乎不敢相信：不就是打烧饼吗，
凭啥盖起这两层半的楼房，还是在县城。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拟申请注销中牟县新型农村
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公告
根据中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撤销中牟县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通知》（牟编
〔2017〕41号）文件精神，中牟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
理办公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10122672868996K)
将撤销事业单位建制。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拟向中牟县事业单位
登记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 2019年10月14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
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 人事科 电话：0371-62156190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10月14日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拟申请注销中牟县人口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服务站的公告
根据中牟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妇幼保

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的通知》（牟编〔2017〕
26号）文件精神，中牟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服
务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410122F706310189)将撤
销事业单位建制。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有关规定，拟向中牟县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权人
自 2019年 10月 14日起 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联系人: 人事科 电话：0371-62156190

中牟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019年10月14日

潘文松今年 47岁，中牟县郑庵镇郑
油磨村人，12岁那年，父亲母亲因病先后
离世，少年潘文松跟着哥嫂艰难度日。
15岁初中毕业后，潘文松离开家乡，只身
一人到郑州，在建筑队搬砖打零工，到小
饭店择菜干勤杂工。曾摆地摊卖水果，
也曾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沿街叫卖老冰棍

儿，“那时候运气好的话一个月能挣到四
五十块钱，运气赖几个月挣不到一分
钱。”潘文松说，“累确实很累，但是心里
总有一个梦想，一定要活出一个名堂，浑
身上下也就有使不完的劲儿，总感觉吃
苦不算啥，受累不算啥，也不知道愁是啥
滋味。”

潘文松至今还能清晰记得那时候在
饭店“偷学”炸油条技术的情形。“俺师傅是
西华县逍遥镇的，炸油条技术不一般，我想
跟他学，他不让，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潘
文松人小鬼大，师傅和面时他总想方设法
朝跟前凑，套近乎，师傅说桌凳没摆正，潘
文松马上去摆正；师傅说桌凳没擦干净，潘
文松就赶紧去擦干净；师傅说地面没打扫，
潘文松二话不说就去打扫。后来他每天凌
晨两点起床，把屋子打扫干净，桌凳擦洗得

明光发亮，虽然每个地方都收拾得井井有
条，师傅还是不教他。潘文松在师傅离开
操作间时，悄悄称和面的作料，时间长了牢
牢记住。师傅发现后很受感动，倾囊相
授。潘文松炸的油条酥脆金黄，备受顾客
青睐。行家问：你炸的油条几个头儿（一斤
油条炸几根），回答：10个头儿（一斤油条
炸10根，一般人一斤油条炸六七根）。潘
文松声名远播，小饭店门庭若市。师傅对
他说：“你走吧，可以单干了。”

下午 5点 30分，位于中牟县新世纪
广场东侧的潘文松夫妻俩的“潘集烧
饼”出摊了。潘文松用两手打烧饼，动
作娴熟，“现在还不是旺季，春节和元宵
节那段时间，我最多一天能打 7袋面，
将近 2000个烧饼。”潘文松很自豪，“我
打烧饼 17年，可以说童叟无欺，烧饼误
差不会超过 5克。”

“潘师傅的烧饼就是好吃，我们几乎
天天来买，这一块儿的市民都是潘师傅的

老熟客。”一名大学生和几个同伴对潘文
松夫妻俩的烧饼赞不绝口。

和 17年前相比，潘文松夫妻俩说日
子可说是天地之别，“俺两口算是货真价
实的勤劳致富，每一分钱都挣得问心无
愧。”潘文松说，“虽说现在身体力行不如
从前，但从未想过要闲下来，虽说是小本
生意，自食其力，人活一辈儿不容易，勤劳
持家是本分。活着就像爬大山，要做攀登
者，只能前进，没有退路。”

命途多舛 少年壮志不言愁

潜心“偷学”感动师傅倾囊相授

穷则思变 白天种地晚上摆摊

生活就是拼搏，要做生活的攀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