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年 32岁的柴爽是新乡市原阳县
人，她出生于中医世家，她的祖父和父
亲都是故乡小有名气的中医。所以，上
大学报志愿时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家庭
影响的她，毫不犹豫报考了河南中医
药大学中医学骨伤方向专业。2013年
她大学本科毕业后选择了继续深造，
先是到湖南中医药大学攻读中医骨伤
专业硕士研究生的课程，而后去广州中
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中医骨伤专业学
习深造。

柴爽告诉记者，让她真正想成为一
名骨科女医生的梦想从她 2011年实习
时第一次走进“百年洛阳正骨”开始。
当时，“洛阳正骨”厚重的中医药历史文

化和精湛的诊疗技术深深地折服了她，
从那时起她就更加坚定了成为洛阳正
骨一员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她要为更多
的骨病患者解除病痛的理想。为了这
个美丽的梦想，她不断学习，追求进步，
历时 10年，求学经历走过了京广线的
南半段，龙子湖畔、岳麓山脚下、越秀公
园里都留下了她努力为梦想而奋斗的
身影。终于在 2019年，她如愿以偿地
成为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
医院）的一员。

2021年11月，按照要求，经个人申
请，单位推荐，双方单位沟通，省委组织
部人才工程处选派柴爽到郑州中医骨伤
病医院挂职锻炼，任分管科研的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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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弘扬黄河文化，展现母亲河这一中华民族精神纽带的强大凝聚力，更是今
天这一代人的责任担当。

为讲好黄河故事、凝聚好传承力量，《郑州晚报·经开时报》联合郑州国际
物流园区、经开区科技人才局特设《讲好黄河故事 做出彩经开人》栏目，用文字
和图片展示经开区各领域的时代担当，看他们如何立足新时期，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增添精神力量。

王伟强

将寿桃制作技艺
发扬光大

柴爽

为骨病患者解除病痛
是我的理想

近年来，在郑州率先
成立寿桃专门店“桃园喜
事多烘焙坊”创始人王伟
强的名字，在中原大地的
烹饪行业，越来越为更多
的同行所熟知。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文/图

不断学习 追求进步 不断尝试 提升技艺
现年 45 岁的王伟强祖籍许昌

市长葛县。 1995 年，高中毕业的
王伟强为了生计开始四处闯荡，先
后在许昌亚细亚大酒店、郑州龙源
大酒店、郑州大河锦江饭店等知名
酒店工作。王伟强近年来先后受聘
于郑州梧桐树假日酒店、郑州鲁班
张餐饮有限公司、河南省特味村餐
饮管理公司等，任面点出品总监
一职。

为何会痴迷于寿桃制作工艺？王
伟强告诉记者，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
将桃树视为仙木，认为桃子有延年益
寿之效，以寿桃贺寿。在长达几千年
的中国历史中，寿桃文化从没有消失
过。但令王伟强感到惋惜的是，经过

多方调研他发现市场上要想买到承载
寿桃文化的称心如意的“寿桃糕点”着
实不容易。于是，王伟强凭着对面点
事业的热爱，1996年开始学习传统寿
桃制作技术：没有人教做法，就从网上
扒来资料，依着自己做面点的经验反
复试验。从和面开始、到擀面、发酵、
成型、烤制，每个流程来不得半点马
虎，否则寿桃起泡或开裂，5个小时的
活儿算是全白费；市场上找不到合适的
模具，便自己琢磨着反复设计……后来
终于在前辈名师的言传身教下使自己
的技能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2012
年,王伟强靠着一手寿桃绝活，在郑州开
了河南省第一家寿桃专门店——桃园
喜事多烘焙坊。

真诚谦逊 善于学习
据了解，王伟强的桃园喜事多烘

焙坊制作的寿桃都是纯手工制作无添
加，连叶子的色儿都是纯天然菠菜汁
染的，寿桃的口味可以根据消费者的
需要随心配。每次制作寿桃，王伟强
都力求精益求精，每次欣赏“桃尖儿粉
嫩，叶子碧绿，通体雪白，晶莹如玉的
寿桃”作品时，对他都是莫大的享受。
王伟强制作的“百子寿桃”更是出神入
化，令人拍案惊奇：祝寿时，老寿星亲
手剖开大寿桃，里面露出99个小桃，让
众子孙抢食小桃为乐，这是其乐融融
的“百子闹桃”，寓意寿星子孙满堂，百
岁吉祥……

由于王伟强为人真诚谦逊，善于
学习，2002年王伟强制作的寿桃及其
他面点在河南省第三届烹饪技术大赛
获个人金奖，他本人被河南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授予“河南省技术能手”荣

誉称号。如今，王伟强精通寿桃制作
工艺，能制作各种创意造型寿桃上百
种，被不少行业内同仁称为“寿桃大
王”。近年来，他先后荣获“中国烹饪
名师”“国家高级面点技师”等称号，并
且 2014年荣获中国烹饪协会颁发“中
华金厨奖”、2016荣获开封汴梁杯烹饪
大赛特金奖、2017年荣获第五届豫菜
品牌大赛金奖、2018年荣获北京一带
一路第二届美食艺术交流大会团体赛
获得金奖、2018年 10月荣获北京药膳
大赛金奖、2019年郑州市第五届烹饪
大赛任面点评委。2021年 4月，他以
“寿桃制作技艺”申报的项目成功入选
“郑州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和扩展项目”名录。

王伟强正将寿桃这个祝寿名点发
扬光大，为非遗传承、为中国文化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

坚守初心 造福患者
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实践，不断提高

自己的各项专业技能，是柴爽挂职郑州
中医骨伤病医院锻炼的主要目标之
一。入职以来，她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
给广大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今日事
今日毕，能今日做好的工作尽量不要推
到明天去做。”她多次对她负责的科研
部门的工作人员这样说。刚到郑州中
医骨伤病医院报到时，她就接受了组建
河南省骨坏死中医药重点实验室的工
作。她当时了解到郑州中医骨伤病医
院经过近 20年的发展，已在中医药治
疗骨坏死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而组
建河南省骨坏死中医药重点实验室的
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群众，把
这些宝贵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来，运用现
代科研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和归纳总结，
她就更加坚定了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
决心和信心。

柴爽自从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

（河南省骨科医院）工作以及挂职郑州
中医骨伤病医院锻炼，短短近 3年时间
里，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指导申
报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研究基金河
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省部共建项
目 1项，并成功立项；指导申报河南省
中医药科技成果奖 3项，获奖 1项；河
南省卫生健康委 2022年度河南省中医
药科学研究专项课题 16 项，立项 4
项。其中，护理类科研项目首次立项；
指导申报 2022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 6项，包括青年项目 1项，面上项
目 2项，联合基金项目 3项；指导进行
中医药及有效成分防治股骨头坏死的
基础实验 2项；组织开展的河南省中
医药重点实验室、郑州市骨坏死基础
与临床重点实验室、郑州市骨伤病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运行工作，细胞房和
PCR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已取得令人
欣喜的成绩。

自去年11月份以来，
在郑州中医骨伤病医院广
大员工中间，只要一提起
参加“省博士服务团”的
该院挂职副院长柴爽，大
家都会由衷地对她交口
称赞。
记者 王赛华
经开时报 李洪永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