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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海霞 王如
陈城市 黎文辉

在巴州餐饮界，新疆天山
新丝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宛
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健康、
养生的特色赢得梨城市民的
青睐。而公司掌舵人李晓娜，
这位来自浙江的女子，在西北
大地上书写着餐饮传奇。

近日，记者专访李晓娜，探
寻她的创业心路历程与经营
之道。

跨越千里，逐梦美食创业

“人生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
负。”李晓娜笑着说。初入社
会，她在北京建国饭店当服务
员，其间接待了众多社会名流，
也由此与美食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她来到乌鲁木齐继
续深耕餐饮行业，并在那里邂
逅了自己的爱人。怀揣着对美
食的热爱，她毅然选择在新疆
开启创业之旅。

李晓娜是浙江台州人，台

州那家拥有 13颗米其林星的新
荣记餐厅让她深受触动。“我也
要向这家餐厅学习，将美食传
播到祖国的每一个角落。我跨
越几千里来到这里，就是为了
圆心中的这个梦想。”李晓娜
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品质立足，坚守匠心传承

从学校毕业，在北京建国饭
店和钓鱼台国宾馆实习开始，李
晓娜在餐饮行业已摸爬滚打了
20 余年。谈及成功的关键，她
认为，能在这一行业立足的人，
都是有理想信念和匠心传承精
神的。

“做餐饮不能仅仅为了赚
钱，更要热爱这个事业。”李晓
娜强调。

近年来，预制菜成为餐饮
行业的热门话题。李晓娜认
为，预制菜是食品产业发展的
趋势，但对于追求健康和品质
生活的消费者来说，新鲜菜品
才是首选。“我们做餐饮，就是要
以顾客吃得健康安全为目标。”

李晓娜说，新丝路餐厅在巴州经
营了 13年，始终向消费者承诺，
餐桌上不会有一道预制菜。

以食为媒，留存时代记忆

在巴州经营餐饮的 13 年
里，李晓娜有许多难忘的瞬间。
餐厅拥有近3万名会员客户，其
中一位老顾客的故事让她尤为
感动。今年年初，一位曾在餐厅
开业时留下墨宝的老顾客从北
京回到库尔勒，第一件事就是来
餐厅看看。看到餐厅还在，味道
依旧，他感慨万千，还重新写了
一幅字给餐厅挂在墙上。“餐厅
不仅仅是提供美食的地方，还留
存了一代人的记忆。”李晓娜感
慨道。

不少顾客告诉李晓娜，结
婚、生子、孩子升学宴都选择在
新丝路餐厅，这让她觉得自己
的坚持意义非凡。

融合创新，续写美食新篇

新疆本土美食丰富多样，

作为外来的餐饮从业者，李晓娜
一直在探索新疆特色美食与疆
外美食文化的融合。她发现，新
疆的烹饪习惯以炒和烤为主，而
南方先喝汤，菜品多以炖和蒸为
主。于是，新丝路餐厅开业时，
她带来了功夫养生汤，并免费让
顾客品尝。如今，许多老顾客已
养成了喝汤的习惯。

此外，餐厅还研发出香梨
辣子鸡、恰玛古炖羊肉等用本
地食材制作的特色菜品，备受
欢迎。

配送突围，应对市场挑战

当下，巴州餐饮行业正面
临着新的挑战。美团、饿了么
等平台的低价团购餐吸引了
消费者，却压缩了餐厅的利润
空间。但李晓娜坚信，品质才
是追求健康安全饮食消费群
体的首选。

为应对市场挑战，她联合
同行业人员，与同城配送企业
合作，提供同城配送服务。还
根据客户需求，将原材料和厨

师送上门。

行业担当，引领自律发展

作为巴州烹饪餐饮协会的
会长，李晓娜积极推动行业自
律公约。协会制定了自律公
约，要求会员企业使用新鲜、健
康、安全的食材，并配合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进行常态化检查。
此外，协会每年举办大型美食
大赛，带领会员企业参加全疆
美食大赛，鼓励创新，提升烹饪
技艺。

“我们提倡大家做长期主
义者，打造老店，通过连锁走
向全国，同时融入文化元素，
让全国食客记住巴州的好味
道。”李晓娜满怀憧憬地说。

李晓娜，这位在巴州餐饮
行业乘风破浪的女企业家，用
她的热爱、坚守与创新，不仅书
写了自己的传奇故事，更为巴
州餐饮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与希望。相信在她的引领
下，巴州的餐饮行业将迎来更
加灿烂的明天。

女企业家的“食”代传奇与行业担当

本报库尔勒 3月 20日讯
（记者 周海霞 通讯员 史鹏
飞）“春天到了，有些人会花粉
过敏。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花粉
过敏吗？该如何有效预防呢？”

“树木和人一样，营养跟上了，
免疫力提高了，就能茁壮成长，
果实的产量和质量也能得到提
升。”……为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促进知识普及与实践应用，
巴州科协整合优质科技资源，
近期，巴州“百名院士、千名专
家、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活
动全面开展。

活动开展以来，覆盖范围
广泛，重点面向干部、村民、学
生等群体，内容涵盖果树种植、
畜牧养殖、卫生健康以及青少
年科普教育等多个领域，丰富
实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综合
成效。

活动全面覆盖多元群体，
精准对接实际需求。针对干
部、村民、学生的不同特点，精
心安排授课内容。截至目前，
共组织专家面向干部、村民开
展讲座 9场次，吸引 1.1万人次
参与；科技工作者为学生开展
科普讲座101场，覆盖101所学
校，3.4万人次受益；深入乡村举
办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35场，干
部、村民0.25万人次参与。

在丰富课程内容方面，该
活动助力各领域发展。农业技
术指导夯实农村发展根基，农
业领域的专家和科技工作者向
村民传授先进种植技术。焉耆
县、博湖县农业专家在农作物
高产栽培技术培训中，详细讲
解新型播种方式、精准灌溉与
施肥技术，180 名农民参与培

训。轮台县林业专家针对杏树
种植，为果农讲解果树修剪、肥
水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
术要点，并现场示范，解答果农
生产难题。和硕县专家积极推
广西梅种植新技术、新品种、新
模式，355名果农参与培训。

畜牧领域专家为村民带来
现代化养殖理念与技术。尉犁
县畜牧专家在牲畜养殖培训
中，介绍科学饲料配方、疫病防
控体系建设情况，90户养殖户
参与培训。

普及卫生健康知识，提升
全民健康意识。卫生健康专家
和科技工作者走进乡村，开展
卫生健康知识普及和义诊活
动。博湖县卫生领域科技工作
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
讲解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
治疗，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等知
识，并耐心解答群众咨询，提供
专业诊疗建议，帮助群众树立
健康观念，提高健康素养。

科技辅导员开展科普讲

座，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全州 100 余名科技辅导员参
与活动，结合学生年龄特点
设计生动有趣的科普课程，
截至目前，已开展科普讲座
101 场。部分学校还成立科
技创新兴趣小组，进一步激
发学生创造力。

学生们纷纷表示：“聆听了
这些讲座，我们更加热爱科学，
对未来充满期待。”

巴州“百名院士、千名专
家、万名科技工作者上讲台”活
动，通过广泛深入的知识传播，
切实提升了不同群体的科学素
养与实践技能，为推动巴州经
济社会发展和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干部们将
所学科技管理理念运用到工作
中；学校让学生们在心中埋下
科学种子，为未来科技创新储
备人才力量；村民们掌握实用
技术，有效促进农业增产、农民
增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奠定了坚实基础。

巴州“百千万”科普活动成效斐然

3月12日，在且末县第二小学，科技辅导员开展科普讲座。
通讯员 史鹏飞 摄

本报库尔勒 3月 20日
讯 （记者 赵爽） 20 日，以

“楼兰古韵映巴州 工伤预
防保无忧”为主题的巴州工
伤预防工作部署会召开，聚
焦工伤预防关键领域，进一
步深化巴州工伤预防行动，
全力推动相关工作有序开
展并落地见效，为劳动者撑
起“安全伞”，助力企业健康
发展。

会议明确了今年工作
的三大核心目标，即降低工
伤事故发生率、优化工作场
所劳动条件减少职业病发
生率、提升用人单位和劳动
者工伤预防意识与能力。

自 治 区 人 社 厅 、巴 州
人社局、巴州工伤预防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的相关负
责同志，以及重点企业代
表围绕工伤预防工作展开
深入交流。各方共同为巴
州年度工伤预防工作精心
绘制蓝图，确定清晰目标，
力求在新的阶段取得更大
突破。

近年来，巴州始终坚守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
针，在工伤预防领域积极探
索、大胆创新。通过实施

“环州行”宣传行动，深入开
展重点行业专项治理，精准
发力，解决行业痛点；扎实
推进精准化教育培训和入
企调研指导服务，切实提升
工伤预防工作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此次会议是动员令，也
是冲锋号，更是落实国家工

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的具
体实践。巴州人社局将以
部署会为契机，凝聚各方力
量，紧盯目标、抢抓节点、高
效推动，积极构建“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企业负责、职
工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伤
预防共治体系，结合地方实
际，确保工伤预防工作取得
实效。

在教育培训上出实招，
针对矿山、机械制造、铁路
运 输 、铁 路 建 设“ 四 类 行
业”、四类重点人群（公安系
统、园林环卫、教育系统、社
区基层一线人员）以及新就
业形态从业人员等重点领
域、人群分类开展专项治理
培训，最大程度延伸工伤预
防宣传教育触角，实现“要
我预防”向“我要预防”“我
会预防”的转变。

在精准治理上抓实干，
对 20家重点企业开展“一企
一策”“一企一课”精准治理
工作，打造工伤预防示范企
业，带动行业安全水平整体
提升。

在宣传扩面上求实效，
通过开展工伤预防“七进”
（进园区、进协会、进技工院
校、进企业、进工地、进社
区、进机关事业单位）宣传
活动、实施新业态关怀计划
等一系列暖心行动，让工伤
预防知识深入人心，营造全
社会关注工伤预防的良好
氛围，将工伤预防的“责任
清单”转化为职工群众的

“幸福清单”。

巴州工伤预防行动全面深化巴州工伤预防行动全面深化
为劳动者撑起为劳动者撑起““安全伞安全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