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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承 “做菜一丝一毫不能凑
合” 的理念， 深耕餐饮业30余年
的北京萃华楼餐饮管理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培欣锐意进
取 ， 勇于创新 ， 先后带领东兴
楼、 萃华楼、 森隆饭庄等餐饮企
业走出困境， 让这些北京老字号
焕发新活力。

烹饪出2米长的芙蓉鸡片

萃华楼的芙蓉鸡片年销售超
3万份，年销售额达200余万元，现
已成为该店的招牌名菜。 一改传
统鸡片小圆片造型， 王培欣创新
的这个超长版芙蓉鸡片一经推
出， 便凭借其颇具震撼的视觉冲
击力收获广泛关注。随后，这道人
们口口相传的“分子料理”开始在
互联网平台传播， 视频浏览量过
百万，吸引万千食客慕名而来。

如何把一道传统菜做出新
意， 正源于王培欣的细致观察与
大胆创新———他观察到现在人吃
饭不是先用嘴吃， 而是 “手机先
吃”。 长达２米的超长鸡片虽然看
似只是造型上的变化， 但由短变
长， 还要保证鸡片洁白如玉、 纤

薄筋道却很难。 光是为了做到这
几点， 王培欣反复试验了20多天
才成功。

自1991年参加工作以来， 王
培欣在餐饮经营过程中深深体会
到北京老字号的餐饮文化传承的
重要性， 他充分发挥自身在行业
内的丰富经验知识， 提出 “新感
觉 老味道 ” 的经营理念 ， 将传
统鲁菜做到经典， 将创新菜做到
令食客味蕾惊艳。

擦亮老字号“金”字招牌

王培欣始终践行 “店要好，
菜先好； 菜要好， 料先好， 做菜
一丝一毫不能凑合” 的理念， 致
力于擦亮北京老字号餐饮企业的
“金字招牌”。

2006年， 王培欣加入百年老
字号企业东兴楼， 凭借 “一个加
法、 一个减法”， 他在东兴楼里
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 减法
是 ： 迎合现代人的健康养生理
念， 把老鲁菜减油、 减盐、 减颜
色； 加法是： 更换器皿， 注重出
品造型； 另外， 还加上了一些川
菜， 补足了鲁菜虽然下饭但缺少

辣味菜的市场需求。
王培欣对菜品质量的严格要

求， 是振兴东兴楼的关键之一。
起初 ， 每一道菜他都要亲自把
关。 从菜的色泽、 装盘、 外形、
咸淡 ， 到锅香气 、 火候逐一观
察， 一道菜一道菜地把质量做上
来， 随后， 统一出品标准并严格
加以把控。 在菜品研发方面， 王
培欣的工匠精神更是体现得淋漓
尽致： 每一道上了菜单的菜品，
都由其亲自参与研发， 并经多次
尝试， 最终创造出在味道和造型
上都令人惊艳的作品。

2018年8月 ， 王培欣带领团
队恢复了停业已久的北京老字号
萃华楼。 经过王培欣团队用心经
营， 萃华楼连续两年登上大众点
评必吃榜榜单， 连续3年获得米
其林指南一星推荐， 这是北京老
字号餐饮企业第一个荣获米其林
一星的餐厅。

2019年， 王培欣成功恢复了
北京老字号森隆饭庄， 并在空间
环境上做出了更多尝试和探索 ，
把森隆饭庄打造成为私密性好、
适合各种聚会的江南餐馆高端氛

围， 在恢复菜品上更是追溯到源
头， 实现每一道菜品都让食客眼
前一亮， 回味悠长。

传承非遗技艺 关注公益事业

王培欣非常重视传承非遗技
艺。作为东城区《萃华楼京味菜制
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王培欣通过举办以萃华楼京味菜
制作为主题的研培班， 强化弟子
传承技艺的意识和能力。 在实际
经营过程中， 他刻意培养弟子学
习萃华楼的京味菜制作方法，手
把手地带徒弟。 同时他在日常的
工作学习中严格以工匠精神要求
弟子们。 他还积极开展传统菜项
目传承人全面性记录工作， 进行
了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影像记录、

文献整理工作。
除了本职工作， 王培欣还热

心于公益事业。 近年来， 他与东
城区总工会一起， 举办了多场公
益活动， 共同关注外卖小哥、 快
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并通
过亲手制作北京老字号传统小
吃 玫 瑰 饼 、 中秋节月饼 、 立冬
饺子等方式， 把问候送到这些令
人尊敬的城市守护者手中， 增强
辖区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幸福
感、 社会融入感和组织归属感。

王培欣曾先后获得 “中国烹
饪大师 ”“全国饭店业国家级评
委”“中式烹调师职业技能竞赛裁
判员” “中式烹调技师” “北京
老字号工匠”“北京当代名师”“米
其林一星大厨”等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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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城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守护辖区百姓安全

多年来， 第一检察部持续震
慑严重暴力犯罪、 黄赌毒、 盗抢
骗等群众深恶痛绝、 反映强烈的
犯罪活动， 办理了一批群众身边
危害性大 、 性质恶劣的道路碰
瓷、 高空抛物、 “仙人跳” 敲诈
勒索、 民间赌场等案件， 守护百
姓 “身边和头顶” 安全。 通过办
理案件， 围绕自然资源、 信息网
络、 交通运输、 工程建设四大领
域以及文化旅游领域存在的行业
乱象， 推动参与行业清源治理。
同时持续巩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成果， 建立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
机制， 积极对接关联部门， 完善
“行刑衔接” 工作机制， 加强和
东城区市场监管局、 区文旅局等
行政执法机关的协作配合， 建立
案件线索会商机制。

在扎实推进创建 “平安医
院” 工作中， 第一检察部切实履
行检察职能 ， 依法办理各类涉

医、 涉疫刑事案件， 有力打击涉
医违法犯罪行为。 积极延伸检察
触角， 有效化解医患矛盾纠纷，
借助检察建议、 普法宣传等形式
为医疗卫生领域各项工作治理完
善提供帮助和服务。

立足本职及东城区位特点，
第一检察部在办理危害首都政治
社会安全稳定案件中， 着力深挖
犯罪思想根源、 彻查犯罪行为背
后隐藏及支持势力， 筑牢意识形
态防线。 2021年， 第一检察部负
责办理北京市首例侵害英烈名
誉、荣誉案件，通过与英烈家属联
系、 实地前往纪念馆收集有关证
据材料， 依法对被告人提起了刑
事附带民事诉讼， 并获法院判决

支持， 社会正面反响强烈。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第一检察部切实维护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 精准帮教、 教育挽
救， 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护航。
2021年成立的东城区检察院正阳
未检办公室， 通过下设的法治副
校长团队、心理咨询师团队、专家
学者团队、 志愿者团队不断发挥
职能优势， 使得该办公室成为基
层党建的堡垒、司法办案的前沿、
法治宣传的阵地、 社会治理的触
角、 经验交流的平台， 全面落实
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 “四大保
护” 职能。 2021年， 针对部分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未依法对未成年
人免费开放， 未检承办人向东城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发行政公
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 目前辖区
内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全部
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区属定价
且对外开放的博物馆、 纪念馆对
未成年人均已免费或优惠开放。

借助专业团队， 第一检察部
开展社会调查、 心理测评、 心理
疏导、 家庭教育指导， 制发督促
监护令， 对罪错未成年人实行分
级干预， 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
帮助刑满释放丧失学籍的白某重
归校园， 并与异地检察机关携手
共建帮教救助机制， 帮助涉罪未
成年人程某回归社会。

延伸职能践行司法为民

第一检察部在办案中积极延
伸检察职能， 充分关注案件背后
的社会风险，耐心倾听群众诉求，
积极化解矛盾纠纷。 自觉将检察
办案融入首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
设，敏锐发现社会治理的风险点，
通过检察建议等方式堵塞漏洞。

针对办案中发现的四合院居
住中存在着安全隐患问题， 第一
检察部的干警扎实开展实地调研
走访工作， 多次与街道安全负责
人开展会谈， 认真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 针对安全隐患问题制发检
察建议， 促进检察办案职能的延
伸， 用实际行动践行司法为民宗
旨理念。

第一检察部还依托 “阳光检
察进社区”特色普法宣传品牌，结
合办案特点不断创新检察宣传方
式，扩大检察宣传力度，先后在前
门街道大江社区、花市枣园社区、
永外街道、金台社区等地，通过法
治情景短剧、 以案释法等通俗易
懂， 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开展普法
宣传；在桥湾地铁站、磁器口地铁
站、 东直门交通枢纽等地设立普
法宣传岗，开展反邪教、反恐、禁
毒等普法宣传工作， 全方位服务
首都群众的生产生活。

第一检察部先后获得 “全国
平安医院工作表现突出集体 ”
“北京市国家安全工作先进集体”
“北京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先进
集体”“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
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2022年荣获
“北京市工人先锋号” 称号。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
检察院第一检察部 （以
下简称 “第一检察部 ”）
主要负责办理重大 、 疑
难、 复杂案件，危害国家
安全和公共安全案件以
及未成年人犯罪等案件，
同时牵头负责东城区人
民检察院国家安全和公
共安全检察、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等具体工作开展。
第一检察部的33名干警
在工作中攻坚克难、锐意
进取 ， 忠实履行检察职
责，澄清社会风气，守护
百姓安全，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法治获得感 、 幸福
感、安全感。

用工匠精神擦亮老字号餐饮“金”字招牌
□本报记者 边磊

北京萃华楼餐饮管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培欣：

澄清社会风气 守护百姓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