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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我市首家餐饮管理公司，我们最强

的竞争优势就是精细化管理模式，而造就这一

竞争优势的，是我们民鑫一流的管理团队。 我

们坚信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财富，人才的发展

和稳定是企业经营的生命线。 在日常托管工作

中， 我们以提升各托管单位的餐饮品质为己

任， 坚持以精细化管理促餐饮公司人才储备，

结合鹤壁餐饮业实际， 创建餐饮优质人才管

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7 月 26 日，鹤壁市民鑫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晁道书在接受采

访时说。

晁道书告诉记者，餐厅人员的分工是需要

技术性的。 人数越多的餐厅，分工更应细致，而

且要将责任步步到位，层层到人，这样，餐厅的

日常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在用人机制的精细化管理方面，晁道书介

绍，民鑫餐饮有五个原则，一是双向选择，做到

能进能出，自由流动；二是能者上，庸者下；三

是责权分明；四是建立激励机制，报酬与职务、

业绩挂钩；五是强化监督机制，约束不合规行

为。“目前，民鑫餐饮的项目总厨是一名拥有二

十年工作经验，曾在全国厨艺大赛中荣获金奖

的著名厨师，在我们公司工作的厨师们工作经

验都在十年以上，他们精通川、湘、豫、粤、信阳

菜等，以及各种特色风味小吃。 目前公司拥有

一套与收入挂钩的招聘、应聘、培训、换岗、解

聘的劳动用工办法，将根据客户对饮食服务的

要求，及时对厨师队伍、服务队伍进行调整，以

此提高餐厅的整体管理水平与服务品质。 ”

谈到下一步打算时，晁道书表示，公司已

将人才培养列入重点， 将在明年创办厨师学

校，培养专业化厨艺人才，同时将不断开拓新

的人员招聘渠道，以此储备餐饮人才，更好地

为各单位做好服务。

用精细化管理储备餐饮人才

———访鹤壁市民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人事经理晁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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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老兵们已经步入晚年，他们对党、对国家、对军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

他们心目中，一身军装永不褪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84 周年来临之际，本报记者走近这些最可爱的人，听他们讲

述当年当兵的故事。

记忆中的峥嵘岁月

赵金山：保卫陕甘宁的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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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金山，原郊区大河涧乡盘石头村人，

1943 年 1 月参军。 7 月 18 日下午，在淇滨

区钜桥镇盘石头移民新村，当 84 岁的赵金

山用颤巍巍的双手掀开有些破旧的革命军

人伤残证时， 记者才知道他曾参加过保卫

延安的著名战役———青化砭战役。

1943 年 1 月，16 岁的赵金山加入了冀

鲁豫军区教导七旅十九团，团长叫吴大明。

从此， 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的赵金山拿起

枪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道路。

1943 年 3 月，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

之命运》一书，鼓吹法西斯主义，暗示两年

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 掀起了

第三次反共高潮。 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

防卫力量， 保卫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延安，

1944 年 1 月 31 日， 赵金山所在的十九团

编入冀鲁豫西进支队开赴延安。 据赵金山

老人回忆，西进的部队中除了 32 个步兵团

外，还有两个被称为“黑马团和白马团”的

骑兵团，总人数估计有两三万。

夜行 180 里，日军一枪未发溃逃

为了保存保卫延安的战斗力，毛泽东下

令：行军路上一人一马都不能受伤。 为避免

我军伤亡，部队在西进的途中要绕过敌人的

封锁线、关卡，走险路。 有时候与敌人周旋，

行路几天几夜，又转到了原点。山西是“土皇

帝”阎锡山的割据地，到处都是他设的封锁

线。这一时期，阎锡山与日本人相互勾结，日

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

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

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

事实力。

“在阎锡山重兵把守的太行山区，我军

白天行军容易被敌人发现， 想要越过封锁

线，最佳时机就是夜晚。 ”据赵金山老人介

绍，部队行至太原时，要过一个重要的封锁

线，过不了这道封锁线，就到不了延安。 那

天吃过晚饭，赵金山和战友们接到命令：天

亮前要赶到 180 里外的一座山头， 突破日

军的封锁线。夜幕刚刚降临，战士们便扛起

枪，星夜奔驰目的地。 天蒙蒙亮时，赵金山

接到前方战士的传话：把机枪衣脱掉，枪口

拔下，按秩序急行军。他知道离封锁线越来

越近了，跟随大部队加快了步伐。

不一会儿，一座小山在赵金山眼前渐渐

显现。定睛一看，不得了！敌军在山头密密麻

麻设置了 30 多个炮楼。 赵金山还是第一次

看到如此阵势的封锁线，料想这是一场难打

的硬仗，但他没有害怕，他说：“战争年代当

兵就要打仗，打仗就要不怕牺牲。”司令一声

令下， 步兵团和骑兵团黑压压地向山头冲

去。 谁知，战士们没有听到一声日军的枪炮

声，只见敌人迅速撤离炮楼，狼狈逃窜。赵金

山和战友们占据山头向山下望去，这才看到

整个山坡都是我军的兵力，原来日军被我方

强大阵势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 战士们

行进途中又累又饿，纷纷坐在山头吃起了干

粮， 赵金山这时掏出身上的怀表看了看，早

晨 7 点多，约 12 小时他们急行了 180 里路。

一场不战而胜的战役，让赵金山看到了

共产党强大的实力，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

1944 年 4 月， 赵金山所在的冀鲁豫西

进支队跋山涉水终于到达陕甘宁边区。

到达陕甘宁边区后， 部队进行整编，由

团扩展到旅。冀鲁豫西进支队被改编为教导

一旅，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是贺龙。

原十九团、十一团、三团合编为教导一旅第

一团，赵金山成为该团一名战士，团长叫罗

少伟。 贺龙司令员在迎接这支部队到来时

说：“我们代表党中央、毛主席、联防司令部

欢迎你们！ 你们顺利进入陕甘宁，带来了这

么多的部队，增加了边区防御力量。 ”说完

后，他又拿起一把锄头说：“不过，还要给你

们增加一样武器。到了边区就要响应毛主席

的号召，党政军民都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生产自给。 ”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 这一天

对赵金山来说，永远不会忘记。记者采访时，

几个数字被老人常挂在嘴边：“1937 年，‘卢

沟桥事变’， 日本全面侵华；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 ；1945 年 9 月 3 日，日本

人全部滚出中国，从宣布投降到滚出中国一

共 18 天。 ”

1946 年 1 月，由贺龙担任总指挥，我军

出动 12 个旅约 10 万兵力，从延安出发直插

内蒙古，全歼了国民党 22 军。据赵金山老人

回忆，当时国民党 22 军有三个师，估计有三

四万人。那场战斗，敌军军长被击毙，我军抓

了很多俘虏，受伤的国民党军被送往医院治

疗。

青化砭战役：不到两小时全歼敌人一个旅

1947 年 3 月 19 日，毛泽东等率领中共

中央机关和部队撤出延安，转战陕北。 毛泽

东英明地预见敌人占领延安后，必定要找我

主力决战，在离开延安前夕，就布置了青化

砭战役。 而蒋介石企图利用其 34 个旅共 25

万人的兵力，3 天内攻占延安，3 个月内聚歼

西北我军于延安及以北地区，或逼迫西北我

军东渡黄河。

3 月 21 日， 胡宗南以 5 个旅的兵力由

延安向安塞方向急进，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军

主力于安塞东北地区。 另外，胡宗南整编第

27 师的第 31 旅（欠第 91 团）由临真镇向青

化砭前进， 担任其主要进攻部队的翼侧掩

护。 西北野战军在侦知胡宗南的上述情况

后，遂以第 2 纵队、第 1 纵队的第 358 旅、教

导旅及新编第 4 旅共 5 个旅的兵力，以敌军

整编第 27 师的第 31 旅为歼击目标，在青化

砭周围地区，利用公路两侧的山地隐蔽设下

了袋形伏击阵地。

3 月 25 日凌晨，第 31 旅主力沿咸（阳）

榆（林）公路北进。赵金山和战友们埋伏在山

地一动不动，只等号令一响，冲锋杀敌。眼看

敌军排着队跳进我军设的口袋伏击圈内，战

士们异常兴奋。 10 点多钟，在敌军后方粮草

马队还未完全进入埋伏圈内， 冲锋号响了，

这时三面埋伏的机关枪扫向敌军。西北野战

军主力立即展开拦头、断尾和两翼攻击。 不

到 12 点，便将第 31 旅全部歼灭。

就在这场战役中，赵金山负伤。 在与敌

军交战中，一颗燃烧弹在他前方爆炸。 赵金

山伸出三根手指跟记者比划，燃烧弹是如何

伤人的。“燃烧弹通常发出三声响，第一声响

时钻地，第二声响时把地炸个大坑，第三声

响时火星四溅，沾着皮肤就燃烧，但千万别

用手去扒拉。”赵金山说，他上军事理论课时

首长曾讲过，被燃烧弹击中的同志首先要用

身上所带水壶将火浇灭， 水壶没水的话，用

土扑灭，千万不能用手去灭火，否则燃烧面

积会更大。 燃烧弹一响，火星溅到了包括他

在内的 7 名战士身上，其中 6 名战友由于身

上着火面积过大，无法扑灭，最终壮烈牺牲。

当时，一个绿豆大的火星溅到了赵金山左脚

踝处，由于脚被裹着，火没有迅速蔓延，并很

快被扑灭。

伤疤好了，但燃烧弹释放的毒气侵蚀着

赵金山的皮肤。当时一块黄豆大小的炮弹皮

还崩到他左腿膝盖上方， 最后取了出来，如

今也留下了一道伤疤。 从火线下来，赵金山

在后方医院治疗了不下三个月。由于腿疼得

不能走路，上不了战场，出院后的他在河北

邯郸的晋鲁豫军区办理了退伍手续。

当兵 5 年，未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当兵 5 年， 他没往家里写过一封信，他

的母亲经常因想念儿子而流泪，村里人都说

赵金山回不来了。“五年没给家人写一封信，

还不知道被打死到哪儿了。 ”村里有人说。

1947 年， 赵金山回到老家盘石头继续

养伤。 虽然样子没有太大变化，但在外时间

长了，赵金山的口音已经变了。 当他走进家

门，站在父母面前时，全家人喜极而泣。“我

当兵时俺这里是敌战区，要是让地主和国民

党知道了，全家人就没命了。 所以部队要求

对外保密，一直没给家里写信。 ”赵金山说，

1949 年， 他从广播中听到国民党战败的消

息后非常兴奋。

退伍后，赵金山没有再回过延安，当记

者问他还想不想回去看看时， 他感慨地说：

“想去也动不了，延安，我在那里生活过，路

还是认得的，以前的一元钱上就印有延安的

宝塔。 ”

2005 年， 老兵赵金山获得了由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 60 周年纪念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