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年间，她先后经历下岗、就业、创业，最终带动20多名员工稳定就业；26年
间，她经历了创业的艰辛，也享受到拼搏奋斗努力追梦带来的甜；26年间，她从“借
鸡生蛋”日子举步维艰到自创地方品牌占据餐饮行业一席之位，再到建成生产流水
线填补当地行业空白。在她看来，这26年人生轨迹貌似曲折但张弛有力，为此她心
怀感恩，并将继续逐光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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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厨师长小高被
甘肃省饭店协会评为甘肃
省饭店与餐饮创业创新发
展“十佳优秀厨师长”的喜
讯传来，王娅萍看着眼前憨
厚老实的小高，心里有说不
出的高兴。在她看来，跟着
她一路打拼过来的员工都
不容易，作为“大家长”，她
能做的，就是给大家创造更
好的就业平台，让大家的努
力看得见、收获摸得着。

“我曾经历经两次下岗，
那种茫然不知所向的凄楚
感，我比谁都清楚，所以，只
要大家一起努力打拼，抱团

求生存，我不会让任何一名
员工掉队。”王娅萍说。

据了解，“王娅萍米线加
工厂”已经建成，500 多平方
米的生产流水线设备安装已
到位。预计投产后，王娅萍米
线的生产规模将大大提速，品
牌知名度也会得到相应提升，
同时带动更多人就业。

据介绍，“王娅萍米线加
工厂”建成投入使用后，将填
补天水米线流水线的空白，米
线生产也将会朝着规模化、品
牌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迈进。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 王兰芳

C越努力越幸运 >>>

心中有光,追梦路越走越敞亮
天水人王娅萍经营米线生意20余

载，年复一年，身上的“米线”标签早已
熬进了她的岁月，写进了她的生活，如
影随形。

10 月 19 日下午 3 时许，中午就餐
高峰时段过去，王娅萍忙里偷闲从店员
手中接过一碗面，坐在里屋麻利地吃了
起来。眼前的王娅萍年逾五旬，个头不
高，微胖，一脸和气，说起话来急人急
语，言语带笑。

“现在两家店共有员工20多名，其
中绝大部分是和我一起摸爬滚打打拼
过来的，时间最长的已跟了我20多年，
处得和家人一样。”王娅萍说。

自1997年创下自己的米线招牌至
今，王娅萍不但没有主动辞退一名员
工，反而时时给予员工精神上的抚慰和
生活上的帮助。久而久之，店员跟着她
工作如同吃下“定心丸”，20 多人拧成
一股绳，在经营路上抱团打拼、奋力向
前。

今年 30 多岁的小刘负责后厨工
作，说起王娅萍，不善言辞的她一个劲
儿地说好。

“十几岁时，我就到店里干了。从
刷碗、打扫卫生干起，干到现在已20多
年了，王姨是看着我长大的，现如今我
的孩子都 10 岁了，打工人遇上这样的
老板，是我的福气。跟着她干，心里踏
实。”小刘说，干餐饮是她的梦想，她想
一直干下去。

厨师长小高和小刘一样，打小心心
念念就想干餐饮，初中刚毕业那年，一
心想学厨师的他说什么都不肯继续上
学，经村里人介绍进城到“王娅萍过桥
米线”做了学徒。

“刚到店里时，王姨看我穿得少，花
好几百元给我买了件羽绒服，那是我第
一次穿羽绒服，真的很暖和。”回想起当
时一幕，小高不由湿了眼眶。在那以
后，王娅萍给自家孩子买衣服时，偶尔
就会给小高买一件。小高说，王娅萍是
他的老板，更是他的家人，他很感激也
很感恩。

当年，看着小小年纪就出门打工的
小高做事认真、好学，当听到他想学做
厨师时，王娅萍不想断了孩子的梦想，
十几年间先后让他跟了四五位师傅学
艺最终出师。小高逢人就说，是王娅萍
帮他圆了厨师梦。从最初一个月工资
700元到现在7000多元，这些年，小高
跟着王娅萍不但学到一技之长，还实现
稳定高薪就业。

1996 年，由于企业效益
下滑，在天水某厂做钳工的
王娅萍遭遇下岗潮。习惯了
在厂里忙忙碌碌的她突然间
没了工作，看着襁褓中嗷嗷
待哺的孩子，经人介绍到一
家私企干老本行，虽说一天
工时长但挣得钱相对比厂里
多，她十分珍惜这次再就业
机会，只可惜好景不长，干了
没多长时间，企业把她干的
那条生产线撤了，又一次被
迫下岗的她再也控制不住自
己的泪水，一路哭着回了家。

回家之后，王娅萍想了
很多，不甘心在家吃闲饭的
她萌生了去夜市摆摊的念
头 。 于 是 ，她 向 朋 友 借 了
100 元钱从秦安小商品批发
市场进了 70 多元钱的玩具，
又在一名好心老板处赊来
一批书包，开始白天在市场
出摊，晚上去夜市挣钱，前
后仅用了 22 天就把第一批
进货全部销完,净赚了 800
多元。之后，她在给酒店、
饭馆上门推销餐巾纸的过
程中捕捉到商机，从此踏上
从事餐饮生意的创业之路。

当时正值 20 世纪 90 年
代后期，王娅萍听说麦积区有
家卖米线的生意很好，于是去
这家米线店给人洗碗、做杂
活，学做米线。一个月后，王

娅萍向妹妹借了1000元钱，
在秦州区饮食一条街卖起了
小吃。刚开始，好多人对米线
不认可,一天只卖十几元钱。
曾经有段时间，她干脆让客人
先吃，如果不满意就不收钱，
经过不断地征求意见不断改
进,她的米线卖出了名堂，生
意逐渐红火了起来。

1999 年，王娅萍因意外
摔伤膝盖，在家休息的她从书
上看到云南米线知名度很高
时，不顾伤势未愈，怀揣 800
元只身远赴云南学习米线制
作技术。到达昆明后，她选择
了一家当地很有名气的米线
店，继续从打杂做起。白天，
她借着去餐馆义务洗碗的间
隙偷偷学习米线制作技法，
晚上就做笔记将学到的知识
记下来。就这样坚持了3个月，
因腿伤感染，王娅萍返回家中。

2001年，王娅萍在天水最
繁华的地段租了一间不大的铺
面，摆地摊变为“坐地商”。此
后，她将全部的心思都花在研
究米线口味上，并不断改进、不
断调制，云南米线特色与天水
地方风味一经结合，王娅萍创
出了具有自家特色的米线。随
着客流量的逐日增加，在许多
顾客的建议下，比之前更大、环
境更好的第二家店随之开张，
生意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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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怀揣800元千里“偷艺” >>>

每天在店里忙碌是王娅萍最开心的事。

A点亮梦想照亮他人 >>>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通讯员张旭 孙炜 记者张秀芸）
10 月 22 日 13 时许，敦煌市公
安局七里镇派出所接到辖区居
民报警，称当天 11 时许，家里
老人外出散步迟迟未归，家人
寻找多时也没能找到，请求派
出所民警帮忙寻找。

接警后，民警通过调阅视
频监控，确定了老人最后出现
在监控里的时间和地点。随
后，值班民辅警兵分两路，以老
人最后出现的地点为中心，对
方圆5公里范围内的区域展开
搜寻，一组通过走访询问周边
农户了解情况，另一组采取道

路搜寻，驾驶警车在相关区域
村组道路和临河路段不间断巡
逻，不断向外扩大寻找范围，同
时，社区民警通过在警民工作
群发布老人走失消息，发动村
委干部、治安户长一起寻找。

功夫不负有心人，10月23
日上午 9 时许，经过了近 20 小

时的寻找，民警终于在敦煌市
七里镇大庙村某路口找到了走
失老人。经民警细心检查发
现，老人有些疲惫，但身体无
碍。随后，民警第一时间将这
一好消息告诉了报警人刘先
生。刘先生接到母亲后，对民
警和参与搜救的工作人员表示

衷心的感谢。
警方温馨提示：
老人因身体、年龄等因素，

容易出现离家后忘路、走失等
情况，建议家属为老人制作一
张身份卡挂牌，缝在老人常用
的外套上，便于老人走失后及
时得到救助。

暖心！连续搜寻20小时，走失老人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