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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张氏宗亲会副会长、濮阳唐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憬竹

18 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市城区
黄河路与振兴路交叉口东 100 米处， 一家名为
唐宫的酒店悄然出现在濮阳人的视野中。 凭借
高端大气的环境、 温馨有爱的服务和色香味兼
具的菜品，唐宫很快成为濮阳人家庭聚餐、商务
宴请的好去处。

酒店的创办人就是张憬竹。彼时，她还是一
个刚从大学毕业不久、有着满腔情怀的女子。大
学时，张憬竹学的是酒店管理，工作后又在市内
某大型酒店历练数年， 她一直想开一家有着一
定标准和品位的中高档酒店。 正是在这样责任
感的驱使下，唐宫在濮阳横空出世。

因为独具特色，唐宫一开业即是巅峰，每天
都是顾客盈门， 张憬竹和唐宫酒店的所有员工
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在张憬竹的理念里，好的

东西并不仅仅是在价格、硬件等方面有档次，更
重要的是要有一定的标准。 在唐宫，饭菜、服务
都有着自己的标准。以服务为例，唐宫包厢内一
年四季的温度，恒定在 26 摄氏度左右；唐宫的
服务员，不用天天忙着背敬酒顺口溜，而是忙着
背唐诗。 因为唐宫的每个房间都充满着文化气
息，都以诗人、词人命名，里面悬挂的名家字画
也都是古诗词。倘若哪一位客人问起来，服务员
答不上来，那就显得与环境太不符了。 所以，张
憬竹要求饭店员工必须内外兼修。 很多人去唐
宫，除了吃饭，还是冲着学习文化去的。 再比如
饭菜，唐宫人对饭菜的质量一直精益求精，并且
不断进行创新。他们在传统红烧肉的基础上，结
合濮阳人的口味，创新开发了“张氏福寿肉”，受
到很多老年人的欢迎。有些在外地的老年人，还

会托人捎带唐宫的“张氏福寿肉”。
做餐饮的路上并非没有风雨。 唐宫开业后

的前 10 年是巅峰期，但随着疫情等各种因素影
响，唐宫也和市内很多大的餐饮企业一样，受到
了很大的冲击。在此情况下，唐宫人没有坐以待
毙，而是开始放下身段做大众快餐，实现了由高
档餐饮到大众餐饮的转身。

在唐宫旁，张憬竹建立了一个叫作“张氏快
餐”的“深夜食堂”，追寻小时候的味道，研究了
多种品类的菜。 比如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的饺
子小米粥、 地锅馍， 还有独家配料研制的张氏
“福寿肉”等，甚至平常吃的葱油饼和胡辣汤，只
要有人点餐，就能马上做出来。能让大家吃到小
时候的味道、体会到妈妈的味道，是她最想做的
事。

“张姓文化筑牢了我们的敬业标准， 强化
了我们的责任意识，营造了我们的精神家园。 ”
谈起张姓文化和即将到来的 2022 濮阳张姓文
化节，张憬竹表示，作为张氏宗亲的一员，张姓
文化的精神内涵一直在激励着自己前进。

时光荏苒，唐宫酒店在龙都濮阳已经历了
18 年的岁月。 18 年足以承载许多的记忆，拂去
那些飘来飘去的影像， 镂刻在记忆底盘上的，
是支撑唐宫人的精神世界。 这个精神世界里百
花盛开、争奇斗艳，其中四季常在、艳冠群芳的

那朵鲜花，就是张姓文化。
张憬竹认为，18 年的酒店岁月， 张姓文化

给了唐宫人很多帮助，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三个
方面。 一是筑牢了唐宫人的敬业标准。 以“弓长
精神”为内核的张姓文化，总能在意志有些动摇
的时候伸手扶上一把， 在思想有些彷徨的时刻
出声提醒一下。 这一把和这一下，很重要、很管
用。二是强化了唐宫人的责任意识。 18 年里，唐
宫人从积极参与志愿者活动起步， 到重点开展
“待用快餐”志愿服务，再到创建“公益书屋”，努

力服务抗疫一线的社区工作者， 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点赞，获得了一些荣誉。这些点赞和荣誉的
背后，都有张姓文化“奉献社会、服务他人”的倡
导和鞭策。三是营造了唐宫人的精神家园。这些
年， 张姓文化使自己有了台湾之行、 新加坡之
行，特别是 2019 年 12 月马拉西亚的诗巫之行，
令自己终身难忘。终身难忘的记忆，其实就是人
们的精神家园， 是可以让人们暂时忘却眼前的
烦闷、烦恼、烦忧，让心灵放飞的意境。

记者 袁冰洁 文/图

张憬竹人美，心更美。
多年来，她在做餐饮的同时，也一直践行

着公益事业。 去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在自己
的酒店旁设立“友善之墙”，成立“唐小宫青年
志愿服务队”， 组织队员利用休息时间上路执
勤，对交通护栏、信号指示杆、公交站牌等城市
公共设施进行清洁，向市民发放交通法规知识
宣传册等。

2017 年，张憬竹在新浪微博看到一名网友
发起一项叫 “待用咖啡 ”的公益活动 ，灵机一
动 ：如果自己也发起一项 “待用快餐 ”公益活
动，号召爱心人士认购快餐，留给流浪汉、低保
人员等困难群体及环卫工人等临时困难群体，
再由饭店送给这些人吃， 让他们有尊严地享

用，不是也很好吗？
活动发起后， 第一天就有人认购了 10 份

“待用快餐”。 为了扩大宣传，张憬竹不断通过
朋友圈、QQ 群、 微博等多种社交工具进行宣
传。 在她的宣传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
这项活动中来。 随着认购人的增多，认购资金
造成了积压，如何花出去成为难题。 张憬竹想
出了三种办法应对。 一是开展结对帮扶志愿服
务活动。 与当地的养老院结成对子，每天 12 时
30 分将无人领取的“待用快餐”由志愿者送给
孤寡老人，作为爱心午餐，由养老院统一签收。
二是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利用“待用快餐”爱心
资金，组织青年志愿者定期深入社区、乡村、儿
童福利院、养老院等，开展爱心捐赠活动。 三是

开展赛事志愿服务活动。 2018 年，我市举办全
国性赛事———中国摩托艇大赛， 唐小宫青年志
愿服务队，用“待用快餐”善款为志愿者提供了
1700 份盒饭。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改进，“待用快餐” 已形
成了具有唐宫特色的志愿服务品牌。 10 元一份
的 “待用快餐” 已成为濮阳市民的一种公益理
念。 项目实施至今，共接收爱心捐赠 95140 元，
累计发放“待用快餐”5417 份，受益人数 1.2 万
人，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先后被授予
“河南省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项目”“濮阳市优秀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称号。 在团市委、市文明办
的支持下， 张憬竹还参加了团中央举办的公益
志愿项目大赛，获得了河南省金奖和全国银奖。

事实上， 张憬竹和 “唐小宫青年志愿服
务队 ” 开展的公益项目远不止 “待用快餐 ”
一个。 “公益书屋” 项目， 同样也是濮阳知
名的品牌志愿服务项目。

无人看守、 24 小时随时免费借阅， 甚至
连 “门” 都没有， 这就是张憬竹一手建成的
唐宫 “公益书屋”。 记者在这里看到， 书屋不
大， 仅三四平方米， 全木质装修。 顺台阶而
上 ， 上面放着几把小马扎 ， 书架近 3 米高 ，
上面整齐摆放着上千册图书， 包括文艺生活

杂志、 国学典籍、 国内外名著、 教育励志等多
个种类。 顺手取下一本书， 坐在小马扎上阅
读， 让人感觉到舒适而温馨。 书屋独特的地方
在于， 虽然建在临街处， 却没有门， 属于全开
放式， 平时也无人看守， 市民想来此借书， 只
需要在本子上登记一下即可拿走， 不需要给任
何人打招呼。

据了解， 这也是濮阳市首家 “公益书屋”。
“公益书屋” 与张憬竹的性格很是匹配， 她平
时爱看书， 爱写文章， 是濮阳市 “最美读书

人”。 张憬竹说， 成立 “公益书屋” 的初衷，
就是让自己的藏书发挥更大的价值， 让更多人
方便读书、 喜欢读书， 让书香传递万家。 她希
望通过这样一间书屋， 为濮阳打造一个文化地
标， 让美丽龙都再多一份书香和韵味。

从一个人阅读到带动更多人阅读， 张憬竹
的做法确实不简单。 “公益书屋” 的图书多数
是她多年来的藏书， 少部分是为成立书屋购买
的。 在张憬竹看来， 志愿服务， 就是以爱心温
暖一座城市， 刷新一座城市的精神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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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餐饮行业中首开“待用快餐”志愿服务

18年坚守只为捧出一份有温度的餐饮

“公益书屋”为濮阳增添了阅读的温度

张姓文化营造了唐宫人的精神家园

濮阳唐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热烈祝贺 2022 濮阳张姓文化节隆重举行

濮阳唐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憬竹

4 月 20 日 6 时 30 分，唐宫酒店快餐厅内坐满了
前来吃饭的学生。 饭菜温度刚好，正适合时间比较紧
的学生享用。

“有温度，是唐宫饭菜的特色，也是唐宫全体员工
的特色。”张氏宗亲会副会长、濮阳唐宫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张憬竹说，自 2004 年开业以来，唐宫 18
年如一日的坚守，经历诸多风雨依然风采依旧，目标
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有温度的菜暖好濮阳人的胃。

设施人性化，服务有温度。

唐宫。

“唐小宫青年志愿服务队” 去敬老院慰问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