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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创业有‘利他’的初衷，想做出
健康的食品，满足顾客的需求。顾客的正
向反馈，比赚钱更让我开心。”10月31日，
在位于中心城区学苑路凤凰小区东门一
侧的“家方向”·霞姐全麦坚果馒头店，创
始人之一祁彩霞告诉记者。

去年以来，祁彩霞和合伙人蒋志杰一
起用心经营，开起了3家全麦坚果馒头店。
虽然在餐饮行业打拼多年，管理经营经验
十足，但在日常忙碌之余，她还不断学习
先进理念，探索门店发展未来。对总店全
面升级改造，做好分店的装修营业，给员
工设置休息日……下一步如何发展，祁彩
霞已成竹在胸。

找准赛道再次创业

“我47岁的时候才学会了揉面、做馒
头、包包子。一开始只做普通面点，后来加
工全麦坚果馒头，搭上了绿色健康食品快
车。”谈及创业缘由，祁彩霞笑着说。

今年 52 岁的祁彩霞，在国外深耕餐
饮行业多年，她制作的全麦坚果馒头，在
留学生群体中反响不错。

“全麦坚果面包虽然一次能烤十几
个，但是制作工艺麻烦。我当时想，如果蒸
成馒头怎么样？”祁彩霞说，这种办法不仅
能批量生产，营养价值还高，其实就是一
种“蒸出来的面包”，性价比也非常高。

去年回乡之后，祁彩霞决定从熟悉的
豆浆领域入手创业，并把全麦坚果馒头作
为引流产品进行售卖。前期，他们在线上
平台进行销售、推广。

“一上线，就卖爆了。”回想起当时的
情形，祁彩霞说，没想到全麦坚果馒头火
得“一塌糊涂”，备受好评。她从中发现了
商机，因此萌生了转换赛道的想法。

在祁彩霞看来，当下快节奏的生活，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对健康饮
食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全麦坚果馒头的
市场潜力很大。就这样，她将全麦坚果馒
头作为主推产品，再次踏上创业之途。

产品自带社交属性

干净整洁、内饰精美、摆盘吸睛，还有
专门的休息处、品尝台，看上去不像是常
见的馒头店。“我们想改变大家对传统馒

头店、中式面点店的印象，馒头店也可以
更加高档、有品位，也可以有明厨亮灶的
中央厨房。”祁彩霞说，近期他们将对总店
进行升级改造，让顾客能看到产品的制作
过程，吃得更安心。

精选优质面粉，纯净水和面，多次调
整配比，直到试出最佳口感。一年多时间
里，祁彩霞研发出了 8 个系列、50 余种产
品，全麦坚果馒头、全麦包子、全麦烙饼等
多种健康食物，成为不少家庭餐桌上的

“重要角色”。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坚果馒头

里有大颗粒的坚果，肉馅包子用料也很扎
实，吃起来很过瘾，我经常来买。”市民段
先生说，祁彩霞店里的面点营养又美味，
服务也很不错。

“我们的产品自带社交属性，不用过
多耗费精力去推介，基本是老顾客自己宣
传，回头客很多。”祁彩霞说，做餐饮，机器
效率最高，但缺少一种纯手工制作的情感
和情怀，所以店内坚持手工制作面点，这
样更有家的味道。

用心传递爱与温暖

“今天我们休息了。”这是祁彩霞从河
南省许昌市胖东来考察学习归来后，在店
内放置的新展板。

“我们决定每周日闭店，给员工一个
休息调整、陪伴家人、提升自我的时间，员
工休息好才能安心工作。带着开心与爱意
做出来的食物，带给顾客的不只有健康，
还有正向、积极的情绪。”祁彩霞说，她想
打造特色的关爱文化体系，让员工快乐起
来，在规章制度中传递善意。

目前，霞姐全麦坚果馒头共有3家店
铺——总店、黄金水岸店和钟楼小区店，
带动20余人就业。员工年龄基本在45岁
以上，平均每月工资5000元左右。

“3 家店的员工以后都是每周日带薪
休息，明年我们还计划带大家出去旅游、
团建。”祁彩霞说，如果今后盈利多，还打
算提高员工薪资待遇，让大家更有干劲。

“我到店里半年了，这里的工作环境
不错，新的休息制度也很好，这样我就有
时间陪陪老人和孩子了。”员工袁麦玲说。

祁彩霞的店内有免费让环卫工人、外
卖小哥等户外劳动者休息、饮水的区域，
店外还有爱心流浪猫窝，这些都为店铺增
添了许多温馨。

“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在户外工作时
间长，我就想让他们就近有个喝水、休息
的地方，赶上馒头出锅，也会让他们品尝
热乎的食物。”祁彩霞说，她会用自己微薄
的力量去影响、带动更多人，分享爱、传递
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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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姐全麦坚果馒头店创始人祁彩霞：

以 利 他 之 心 经 营 店 铺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创业

运城晚报讯（记者 范楚乔）10月28日至31日，省人社
厅科研宣传中心相关负责人一行前往永济市、河津市、盐湖
区，对我市申报的“樱子好管家”“晋运管家”两个省级劳务品
牌和“山西德义劳务协作基地”“泽源人力劳务协作基地”“山
西格瑞特劳务基地”3个省级劳务协作基地，进行实地考评。

近年来，我市劳务品牌打造与劳务协作基地建设工作取
得明显成效，基础扎实、载体丰富多样、文化底蕴深厚、地方特
色明显，在带动就业创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得到考评组的
充分肯定。考评中，相关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实
地查看、查阅台账、电话回访等方式，详细了解两个劳务品牌
和3个劳务协作基地的具体情况，对品牌建设、历史传承、打
造标准等方面的工作，按照考评标准逐项打分。

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该局将创新思路、完善措施，进
一步找准支撑点和切入点，把提技能、就好业、好就业、促增收
作为打造劳务品牌和劳务协作基地建设的重点，不断促进就
业创业工作，助力我市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

我市劳务品牌和劳务协作基地接受省级考评

运城晚报讯（记者 郝丽莎）10月29日，临
猗县临晋江石榴种植专业合作社开展农业示范
展示基地石榴培训班，对75名种植户进行冬前
管理技术培训，引导种植户科学种植、科学管
理，提高石榴产量、增加经济收入。

此次培训采取理论讲解和田间教学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理论课堂上，临猗县村级技术员
许言山围绕石榴采后施肥技术这一主题，从采
后施肥的时间与方法、肥料的种类与选择等 5
个方面进行认真细致的讲解，并耐心解答种植
户提出的问题，让大家了解了石榴采后管理的
重要性。在示范展示基地，许言山则示范讲解
了石榴采收后田间管理、施肥的注意事项。

此次培训活动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好评，
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对来年石榴增产增收
的信心更足了。

技能培训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见到祁彩霞时，她正在和合伙
人蒋志杰一起，交流前段时间在河
南省许昌市胖东来参观时的感受，
一本《觉醒胖东来》放在他们手边。

作为创业者，他们清楚地知
道，必须不断学习，才能游刃有余
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除经营管理店铺外，祁彩霞还
经常邀请营养学专家开展沙龙，为
顾客进行健康小科普。她说：“希
望健康的食物为消费者提供一定
的情绪价值，帮助他们提升生活质
量，得到更好的消费体验。”

顾客的及时反馈和定制需求
给予了祁彩霞很多灵感，也是她克
服困难、坚持创新的动力。

祁彩霞身上，不仅有创业者坚
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还有利他为人
的大爱之心。她爽朗的笑声和热
情的笑容，带给了自己积极向上的
力量，也感染着身边的每个人。

记者 郝丽莎

▲一杯热水温暖环卫工人的心

▲创业路上不断学习提升

▲优质产品受顾客青睐

运城晚报讯 11月2日、3日，稷山县在该县稷王
文化广场举办2024年金秋招聘月暨高校毕业生就业
攻坚服务招聘活动，县内外8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
5000余个，涵盖煤焦化工等数十个重点行业领域。

此次招聘会旨在搭建优质的公共就业服务平台，
满足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工、脱贫劳动力、退役军人、
残疾人等群体的就业需求，促进求职群体更加充分、更
高质量就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求职者在
大型展板前仔细寻找有意向的单位，用人单位向求职
者介绍岗位、薪资等情况，解答求职者的问题。“招聘会
岗位类型丰富，行业门类多，为我提供了广泛的选择空
间。我给符合专业的用人单位投了简历，希望能应聘
成功。”应届毕业生冯杰说。

据统计，两天共有 1800 余名求职者来到活动现
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450余人；直播带岗观看量达4
万余人次，抖音账号新增关注500余人。 （翟建平）

稷山举办高校毕业生招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