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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味20年前天府火
锅那碗米酒的口感，今年中国
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朋友在
天府火锅十六分店等了足足一
个小时。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
为天府火锅的米酒免费，而是
因为天府火锅米酒的口感始终
如一，朋友能在那碗米酒里找
到20年前的感觉。

口味，始终如一
“每1公斤特供米需要配

20公斤水”“每500克水需要
一个鸡蛋”“开锅后15分钟必
须关火”……在天府火锅笔者
了解到这一组精准的数字或许
就是天府火锅米酒口感20年
始终如一的秘诀所在。

每天天不亮，天府火锅的
采购人员就会把特供的大米运
送至厨房；厨师也会按20年始
终不变的比例拌上酵母进行发
酵，并根据不同的天气温度确
定每次的发酵时间；各个分店
则根据事先预计的数量再次加
工。每天天府火锅各分店在顾
客到来之前都要对米酒进行质

检和成品检查，而每天的夜班
质检还要检查剩余米酒是否倒
掉。

在天府火锅的管理人员眼
里，即便是赠品，也要严把质量
关。他们认为并不是用了特供
米就能得出应有的口感，并不
是用了有427个眼的筛子下蛋
花就合乎公司的品质要求，他
们必须保证制作出的米酒，它
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公司标
准执行，如果米酒颜色达不到
黄白诱人，口感达不到回味无
穷，就绝不能上桌，必须保证口
感始终如一。

小碗，越换越大
因为口感好，所以天府火

锅的米酒深得消费者喜爱。有
的餐桌连上三遍米酒，顾客还
是觉得不过瘾。

对于顾客连续上米酒的要
求，天府火锅管理层认为有可
能是碗太小了，就决定把用了
几年的小黑碗全部换成方口绿
碗。为此专门成立的天府换碗
小组还从使用中是否烫手、消

毒时是否会炸裂、清洗时是否
容易碰缺口、金漆是否易脱落
从而影响食欲等方面对盛米酒
的碗进行重新评定。清花骨瓷
碗、描有清明上河图的白色骨
瓷碗甚至不锈钢壶等米酒盛具
纷纷在各分店内被投入试用。

越换，容器越大；越换，顾
客的满意度越高，甚至有顾客
喝完后还要带上两小碗。据服
务员小方回忆，曾经有位客人
连续两次在天府火锅就餐完毕
后都要求再带点米酒回去，即
使付费也可以。后来，店长得
知是因为顾客的家里人特别喜
欢天府火锅的米酒，就把整壶
米酒送给了客人。店长就此评
价说：“顾客带走的不只是米
酒，而是对天府火锅米酒品质
的肯定。”

从天府火锅对米酒的品
质把关、盛装容器的改变以及
天府火锅对客人的服务之中
不难看出，利润并不被天府火
锅的经营者太过看重，他们更
看重顾客对天府火锅的那分
信赖！

顾客，越集越多
20年来，作为免费赠送的

米酒口感和品质丝毫不减，盛
装米酒的容器越来越大，正说
明天府火锅的大方。也正是因
为天府火锅的大方，为天府火
锅吸引来越来越多的顾客。

“偶尔进店，二次回头的顾
客，或许是因为天府火锅的服
务；但经常光顾天府火锅的顾
客，却多是因为天府火锅的管

理。”王总对顾客的分析极其到
位。作为赠品的米酒都能不减
品质，充分反映了天府火锅管
理完善。那作为天府火锅收费
项目的正常菜品，更是要严格
按照公司制定的标准执行。

多少年来，天府火锅的米
酒还是那个配制方法；多少次
回头，天府火锅的米酒还是那
个味道，但在人们心中却早已
不只是一碗米酒。

（李宇辉）

家人团聚，喜欢去天府；单位庆功，喜欢去天府。因为每次火锅聚餐的最后都能喝到天府火锅免费赠送
的美味江米甜酒。

天府火锅：427眼筛子下蛋花

□记者 李砺瑾 通讯员 曹国丽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人大了
解到，从11日开始，有不少市民打来
电话或发来电子邮件，对市环保局、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水务
局、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这4家单位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11日，本报A02版刊发稿件，对
今年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市环保局
等4家单位开展工作评议进行了关
注。从目前市人大已经收集到的意
见和建议来看，大家对这4家单位都
有不少话要说。例如，在对市环保局
的评议中，噪声污染、排污问题成为
大家关注的焦点；大学生就业问题、
社保问题则成为大家对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的评议重点。此外，对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和市水务局，大家
也提了不少建议。

据了解，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的时间截止到今年6月20日。您可
以登录洛阳人大网（网址：http://
www.lypc.gov.cn），了 解 相 关 信
息。如果对上述4家单位有什么意见
或建议，您可以将意见或建议发送至
电子邮箱 lyrdgzpy@126.com，或邮
寄信件至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信息督查科（邮政编码为471023），也
可以拨打电话63911309咨询。

□记者 韩铁栓

也许您不会想到，部分被丢弃的
饮料瓶、矿泉水瓶在被重新利用时，产
生的污水竟然直接威胁到我们日常饮
用水的水源地。

昨日，洛龙区李楼镇10余家对水
源地造成威胁的废旧塑料加工作坊被
取缔。

废品随意放，污水直接排

昨日上午，我们来到洛龙区李楼镇
杨村的几个废旧塑料回收和加工作
坊。在一间不大的作坊里，废旧塑料
袋、塑料纸随意堆放，堆得有一人多高。

工作人员介绍，经过清洗、粉碎等
简单处理，它们都被制成豆子般大小
的塑料颗粒，并被转卖给一些生产拖

鞋、电线包皮的加工厂。在这一处理
过程中，产生的污水直接排到了地上，
而马路对面就是市民饮用水水源保护
地之一的李楼水源地。

昨日，市环保局对17家这样的废
旧塑料加工作坊予以统一取缔。

要想“水缸”净，得从源头治

在现场负责这次统一取缔行动的
李楼镇镇长马永伟表示，李楼水源地
治理主要就是彻底取缔这些水源地水
井附近的废旧塑料加工作坊，同时对
区域内垃圾、堆粪场、化粪池、养殖场
（2家）等进行清理，对保护区内排污沟
渠进行整治，确保饮用水水质100%达
标。此前，他们已给这些废旧塑料加
工作坊下发了停产拆除通知，这次是
彻底取缔。

在聂潘路南侧一家废旧塑料加工
作坊里，记者看到，其作坊大门已被推
倒，设备也正接受切割和装运。李楼
镇综合执法队一名工作人员说，为保
证这些建在水源地水井附近的废旧塑
料加工作坊彻底消失，他们采取的措

施包括拆除设备、断水断电，同时让其
将所有生产原料运走。

“治污就得从源头上治。下一步，
我们将对附近村庄所有集体或个人闲
置用地进行普查备案，和业主签订环
保承诺书，保证不让污染作坊、企业再
在这里出现。”马永伟说。

要堵也要疏，还得想出路

我市水源地环境专项治理活动自
4月底开始，7月5日结束。目前，其他
水源地的治理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对这些小作坊，不能只堵不疏。
你这里取缔了，它可能换个地方继
续。”洛龙区创模办副主任、洛龙环保
分局局长陈兵说，“我们市每天产生
的废弃饮料瓶、矿泉水瓶数量不少，
这些东西的处理还得靠废品回收和再
利用。”

“废品回收大企业不愿意做，小作
坊做不好。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规划
一个专门园区，对塑料等废品的回收
加工进行规范管理，既增强生产的安
全性，也能确保绿色环保。”陈兵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对4家单位公开征集建议已一周，不少市民有话说

噪声污染受关注 就业问题成重点
废水直接排出，污染地面，还威胁饮用水水源地……

这样的污染源，昨日取缔了17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