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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居生态酒店
热带丛林中的美食乐园热带丛林中的美食乐园

承接婚庆、生日、乔迁酒宴，同学会、战友会及会议，可提供上门服务。
电话：87191219 755080（市府网）

□记者 施美园 应玲菲

过年过节送“油”，不知不觉中成

了市民送礼的选择。而近年来，山茶

油更是备受大家青睐。

楼家乡山茶油精选野生山茶

籽，采用纯物理的压榨工艺，经去

壳、烘干、粉碎、清蒸、压榨、过滤、精

炼等多道工序精制而成，从而成就

了楼家乡纯天然、无污染的健康食

用油。

咨询地址：兴达一路 13 号 永康

市楼氏食品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4008268267

过节流行送山茶油

林峰饭店
走红30年
因为有“三怪”
□记者 应玲菲 见习记者 姚岚

但凡历史悠久的餐馆都会有自己的独到

之处。今天，我们说一说林峰饭店和其他饭

店不一样的“招数”。

怪现象一
不做年夜饭生意

在旧时，凡是逢年过节俗称“三日慢”，意

思是这几天大家都在家自己烧团圆饭，不会

到外面吃。而现在，大家为了图方便，都会出

来“下馆子”。所以，年夜饭是大多数饭店每年

的重头戏。而与众不同的是，林峰饭店从开

业以来就不做年夜饭生意。一直在林峰饭店

做厨师的林峰小妹林香翠说：“我们每年营业

到农历十二月廿八，来年正月初六开张。”

以前大家在家里吃年夜饭，餐馆没生意

关门很正常。而现在为什么林峰饭店还是坚

持不做年夜饭呢？

原来，前几年林峰饭店还没搬到塔海来

的时候，林香翠和家人很难有机会在一起吃

上一顿饭。一次，她的女儿说：“学校放假了，

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带他们出去玩，而我的妈

妈反而更忙了。”女儿的话让林香翠听了十分

内疚，觉得应该多抽点时间出来陪陪家人孩

子。有一年，很多顾客要求做年夜饭，甚至要

给他们加钱，老板娘差点被说动了。但林香

翠一直坚持不做，终于换得饭店在一年里难

得的几天休假时间。

怪现象二
不扩张，不走团购，不追潮流

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市不

少餐饮店在团购、朋友圈中都下足了功夫，想

在互联网经济中占据高点。而林峰饭店也不

曾参与其中。也有不少顾客劝其做促销、搞

团购，但都被林峰一一拒绝了。

几十年来只开一家店，只做老味道，每天

宾朋满座却不扩张。在这样“浮躁”的时代，

有餐饮人说他们任性，也有人说他们固执。

可在大多数餐饮人看来他们更像是“隐士”，

是生长在尘世的“修行者”。

从 18 岁起跟父亲学做菜，一直做到临

产，凡事林香翠都要亲力亲为才会放心。这

也是林峰饭店一直扩张不开的重要原因，但

正因这样每一道工序的考究，才能保证林峰

饭店30年老味道不变的真相所在。

怪现象三
只推荐合适的，不推荐贵的

“老板，我们第一次来，您有没有推荐的

菜？”每当顾客这么问，饭店服务员十有八九

都会推荐几个“硬菜”，价位高的招牌菜。而

在林峰饭店，服务员不仅不推荐这些“硬菜”，

身为老板的林先生还会建议顾客点上“葱花

肉”“青菜香菇”这些十分普通的家常菜。

以上几种现象，与其说是林峰饭店的“怪

现象”，倒不如说是林峰的一种生活态度。因

为几十年如一日的产品已经经过了市场检

验，顾客的味蕾已经被培养出来，大家对饭店

的忠诚度也十分的高，即便是在如今日新月

异的餐饮界，也不会把它打倒。不争不抢，做

好自己的本分，打理好原有的生意，林峰饭店

成为我市餐饮界独树一帜的标杆。

出发，为人瑞
建档案

24 日上午，志愿为百岁老人建

生活档案的 16 名摄影爱好者在市

档案局三楼会议室集合，开启了由

市档案局与本报联合主办的“我为

百岁老人建生活档案”活动的序

幕。这些志愿者将分赴各地采访

我市53名百岁老人，并为他们送上

慰问礼品。 通讯员 周晖栋 摄

杜红武闯荡东北20余年，意外和猪结缘

从打印机修理工到“黑猪司令”
一群黑猪在大

兴安岭的深山里活
奔 乱 跳 ，吃 的 是 橡
子、榛子、蓝莓，个个
体型匀称亮丽健美，
肉质含低胆固醇、低
脂肪。抓到一只现
场 宰 杀 ，空 运 到 萧
山，第二天便到永康
——这便是近来风
靡永城的大兴安岭
黑猪，主人就是永康
人杜红武。

□记者 程高赢

从修打印机、复印机做起，围着朋友创业
1974 年出生的杜红武是我市经

济开发区炉头村人。19 岁那年，初

中文化的他就跟随兄长杜新华去大

庆闯荡，干起修理打印机、复印机的

行当。

当时东北机关单位用的打印机、

复印机大多从日本进口，杜红武对此

一窍不通。“全靠哥哥带我，我自己拆

开，再装回去，渐渐地也就学会了。”

杜红武回忆，20 世纪 90 年代初修理

一次的收入是 500 元至 2000 元不

等，除去衣食住行花销，一年下来能

结余2000多块钱。

“1992 年大庆油田的工人月工

资才 200 元，我这行当丝毫不比他们

差。”杜红武怀揣一种乐观的心态，在

大庆闯荡了好多年，积累了不少财

富，直到 1998 年，他开了一家经贸公

司，专门销售、维修办公设备。

再后来，他又倒腾“三类物资”，

专供大庆油田；他还给企业做过配

送，专门供应大米、豆油、鸡鸭鱼肉等

食品。

谈起早年的创业生涯，杜红武总

结：“那个时候，不是自己来决定做什

么，而是看你认识的朋友圈子在做什

么。”由于他的朋友大都在大庆油田，早

年的创业项目他都围着那帮朋友转。

直到 2012 年，他开了一家专榨

豆油的油厂，自己进口设备，自己设

计生产线。“这个油厂还是专供大庆

油田，7 万多亩的大豆每年能榨 700

多吨油，赚到了不少钱。”

去大兴安岭打猎、抓鱼，发现黑猪商机
2007 年至 2009 年这三年里，杜

红武经常跟朋友去大兴安岭打猎、抓

鱼。他发现那里有非常多的野猪，这

让他看到了商机：东北人都习惯吃黑

猪肉，能不能把黑猪改良下，搬上南

方人的餐桌？

有了想法，他马上和朋友一起行

动起来。2010 年秋，他在大兴安岭

投放了 500 只内蒙古纯种黑猪仔，因

为缺乏养殖经验，500 只猪仔没能抵

御过寒冬，全部冻死，杜红武一下损

失40多万元。

第二年开春，他又投放了 1000

只猪仔，并住在农场细心记录、观察，

最终成功繁育出大兴安岭黑猪。

如今，在杜红武的农场里有多少

只猪，他不知道；存活率有多少，他也

不知道；今年能向市场供应多少只，

他也不知道。“因为它们都在深山里，

一共多少只，在哪里，我无法统计，只

能确定一个大概的数量。”杜红武笑

称，自己想吃黑猪肉还得看运气，因

为捕捉黑猪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除了放养黑猪之外，杜红武还在五

常地区种植了 100 多亩稻花香大米。

杜红武说，办榨油厂那会儿，经常要装

卸大豆。冬天的时候室外积雪深，很多

大豆掉落在地没法捡起来。他就等到

第二年开春雪化了之后再把大豆收集

起来当肥料种植土豆、玉米、蔬菜，没想

到种出来的粮食非常好吃。从那之后，

杜红武就自己承包土地种植水稻，因为

有豆厂提供的豆粕当肥料，他种出的大

米绵软略粘、芳香爽口。

今年 9 月，杜红武回到永康开了

家大兴安岭有机食品专卖店，专卖他

的黑猪和大米。他说，黑猪肉每天只

卖一只，保证新鲜；“稻花香”大米也

是新米，卖完就得等明年。

杜红武正接受辽宁卫视采访，因为养猪他成为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