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丹妮

在很多人眼中，在中原餐饮行业中创业至今二十
余年的管理者，应该是一名久战沙场的“将军”。毕
竟，酒店行业竞争激烈，使得对管理者各项素质的要
求也是极高的，要具备足够的专业知识并能够沉着冷
静地解决突发事件。要想在众多特色饭店抢得一席
之地，更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更要具备
良好的抗压能力和绝佳的心理素质。

而丹虹，就是这样的人。
记得上一次见到丹虹是在 2008年的冬天，

橘黄色的鸭绒外套，柔柔的短发，弯弯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轻如浅唱的声音，站在我们面前静
如明月。

我相信，一定还有人记得十几年前经八路

上的那家“丹妮小屋”。丹虹说，从最初的
100 平方米的丹妮小屋，到 400 平方米的丹
妮食楼，到 1200平方米的丹妮食府，到几年
前 4000 平方米的东方丹妮饭店，到今天拥
有了丹妮羊鲍鱼餐厅、丹妮家烩面、丹妮家
音乐自助火锅等众多产品于一体的多元化
经营。

二十余年间，丹虹只做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打造了梦想中的一个健康清真饮
食王国。

在追求梦想的旅程中，丹虹和她的企业
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中国餐饮管理杰出成就奖”、

“郑州市少数民族十大优秀企业”称号、“郑州市少数
民族优秀企业家”称号、“郑州市清真食品经营先进单
位”荣誉称号；丹虹当选为郑州市政协委员，并被团市
委授予其“青年文明号”荣誉称号；2005年丹虹被扬州
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特聘为兼职教授；2005年，东方丹
妮大饭店被中国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促进会、国际主题
酒店研究会、《中国酒店》杂志社根据《中国主题酒店
设计管理规范》的相关标准，授予其“中国首家伊斯兰
文化主题餐饮饭店”荣誉称号，丹虹也被授予国际主
题酒店创建贡献奖。

丹妮家的妈妈老板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提倡大家在读书的时候要从

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从曾经的“东方丹妮”到今
年的“丹妮家”，从三年前那个剪着短发静如明月的丹
虹，到今天扎着两根麻花辫谈笑风生的丹虹，从百年
老店到家常特色，返璞归真的丹妮家真的带给我们太
多惊喜。

尤其今年农业路上“丹妮家音乐自助火锅”的顺
利开业更是让人眼前一亮。“选择经营自助餐首先是
为了自己的员工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环境”。在采访

中，丹虹多次提到这个观点。她表示，餐饮企业的发
展壮大直至成为一个品牌企业，一定要更多地提升员
工的幸福指数。自助餐厅的开业让员工们从纯粹意
义上的服务者这个角色中解脱出来，打造最平民化、
最天然的饮食环境，同时也给食客们一个更加放松的
用餐环境。

这就是一个为了员工、为了食客的女子。她并
不否认商家要赚钱求利润，但充分地爱护自己的员
工和食客，不也是对自己作为一名所谓商人的最好
褒奖吗？

这样的观点让在丹妮从一而终的员工越来越
多，最长的已经达到十四年之久。“准妈妈”栗宁就
是其中之一，十年间，她从服务员做到了吧台收银，
又到了销售的岗位上。她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寻找
到人生的另一半，步入婚姻的殿堂，并拥有了爱的
结晶。

丹虹说他们饭店的所有员工每天都要做感恩操，
虽然没有一定要求按照规定在做操的时候必须要想5
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但一定要像日常的工作一样
用心地对待。这是一个充满爱和感恩的集体，只有懂
得感恩，才会施爱。

与此同时，对员工的未来发展，丹虹更是给出了
非常优厚的政策，凡是在公司管理层工作够两年的员
工就可以入股拥有一家自己的直营店，总部的培训和
直接管理还解决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返璞归真食健康

如果把曾经站在富丽堂皇的“东方丹妮大饭店”
中那个温暖的丹虹比作一艘大船，可以承载更多的人
一起前进，今天的丹虹则是一个阳光的女子，一位称
职的母亲。

“垃圾做不出美味食材”。多少年来，丹虹都在健
康餐饮的理念中执著地工作着。当 2008年陪着从车
祸中走过来的儿子一起挑战一个个难关之后，她对亲
人、对生命的安全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物价飞涨的年代，自助餐究竟是选择材料以次
充好还是涨价？丹妮的同事们讨论过许多种方法，最
终还是接受了后者，“因为这是一个为了自己生命负
责的选择。”丹虹说得很肯定。“如果我们不能够做到
更多，最起码也要禁止使用劣质食材。”

丹妮后厨全部安装了摄像头，对外展示
制作全过程。不少厨师表示要“投诉”丹总
因为一包胡椒粉坚决扣除每人 500 元工资
的事。原来那次丹虹来到厨房，发现新买
来的胡椒粉味道不对，立刻选取了几颗以
前的胡椒磨碎，发现味道反差极大，虽然不
是每位厨师都参与了胡椒粉的购买，但因
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而引起了

丹 总 的 不 满 。 于 是 ，丹 妮 的 后 厨 又 有
了 一 个 不 成 文 的 规 定 ，那 就 是 所 有 食
材 的 购 买 都 要 选 择 最 初 形 状 ，回 来 自
己加工。

品牌建立

丹妮羊鲍鱼餐厅、丹妮烘焙、丹妮家音
乐自助火锅、丹妮果果、丹妮良品超市、丹

妮家烩面……
坐在丹虹的办公室里，小茶几上的功夫茶飘着缕

缕清香，烘焙厨房刚刚制作出来的精致小点悄悄地征
服着我们的味蕾。

从最初的担心别人知道这是一家清真饭店，到现
在大规模地宣传自己是清真饭店，丹虹悟出了一个道
理：清真饭菜，对人类的健康非常有益。他们坚信，越
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到了冬天，餐厅里每天都会制作几例小苏肉和
黄焖鸡，这种中国传统的菜肴经久流传，现在会做
的人越来越少，由于造价较高不少饭店也不再制
作这样的菜品，可丹虹已经坚持了许多年，“要做
百年老店，就要坚持民族创意的传承。”这是丹虹
的经商之道。

祝福丹妮，也祝福那些为人类的健康饮食事业默
默工作的人们。

从不打折的月饼

“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年的中秋节，都
是月饼称霸市场的时候。丹妮家也会制作一些月饼，与普通
月饼不同，这些月饼全部都是采用国外进口材料加工而成，
包装盒却只选择了4元一个的透明盒子或者是牛皮纸的简易
包装。

不添加任何附加物品，且能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到月饼的
样子，丹妮家的月饼总能大受欢迎，因为他们只做最健康的美
食来奉献给大家。

去年中秋，这些月饼如往常一样，进入商超柜台。可经历
了销售的火爆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货柜上的月饼开始积压。
一般面对这种情况，大部分厂家都会选择进行打折促销。丹
妮家也多次开会讨论，可是经过测算，实在没有利润空间可以
进行折扣促销。4元的包装盒没办法再缩减、而材料都是进口
的，更没有压缩空间。最终，经过中层的一致决定，对这些月
饼进行撤柜处理。

风云人物保洁大姐

三八节一大早，丹妮的保洁大姐和往常一样开始了自己
一天的工作。

打扫到丹总办公室的时候，却发现丹总居然已经在办公
室了。

“丹总早。”
“早，对了，这是我送你的节日礼物，你看看。”说完丹总便

递了一本杂志过来。翻开其中的一页，大姐瞬间落泪了。这
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女人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照片竟可以被如此

“高调”地刊登在这样精美的一本杂志中。
原来，东方丹妮是一个充满特色的饭店，引起不少媒体的

关注，《东方美食》就是其中一家。有一次，杂志要求采访丹妮
的一位经理。可丹妮的管理者们看着员工照片墙上保洁大姐
幸福的笑脸，心里却暗暗有了注意，把这张照片刊登在了杂志
上，让保洁大姐成为了风云人物。

向鱼翅宣战

几乎在每一家高档饭店，都有一道甚至好几道用鱼翅做
成的菜。人们视鱼翅为美味佳肴、滋补佳品，甚至出现了“鱼
翅热”。据统计，每年大概有386万只鲨鱼被杀，10年来有近
4000万只鲨鱼被捕杀，已经对海洋生态造成严重威胁。

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不要吃鱼翅，因为“没有买卖就没有
杀害”。事实上早在2004年，鱼翅就已经从东方丹妮的菜单里
消失了。

那源于一次去海滨提货的经历，由于货物的繁多，丹虹选
择了亲自出马，那一批货自然有珍贵的鱼翅。看着海边的大
仓库里，千百条失去鱼翅的鲨鱼在呻吟着，丹虹忍不住流下了
眼泪。回去之后，不顾其他中层管理者的反对，她毅然下定决
心向鱼翅宣战。不仅让鱼翅从自己饭店的菜单里消失，还呼
吁自己的朋友们不要再吃鱼翅。

与高管一起洗碗

“丹尼家”开业的当天，门庭若市，新老顾客纷纷前来捧
场，不仅把原本留给员工餐的食材也都使用完毕，后厨更是堆
砌了如山碗碟。晚上12点，餐厅里收拾完毕后，忙碌了一天的
员工刚刚坐下喘口气，大家却发现后厨还是被众多的碗碟占
据着，而三位身强力壮的洗碗工却不知了去向。

得知这一情况，丹虹径直走进了后厨，挽起袖子开始冲洗
碗碟。于是行政总厨、大厨，大家全部参与进来，直至凌晨三
点，他们终于消灭掉餐厅中的所有脏碗碟。此后也为丹尼家
保留了好的传统，除了职位不同，眼里面的活却都是一样的。

我也可以做厨师

饭店里有一个小伙子，丹虹总能在早早来到办公室的
时候看到他的身影，一天、两天、三天……寒来暑往都是如
此，于是丹虹就有了疑惑，为什么每天值早班的都是他呢？

原来小伙子是后厨的助理，所需的每一道菜肴都需要更
多时间的加工，才能达到应该拥有的、最纯正的味道。为了熟
悉程序，所以他每天坚持自己提前上班。由于丹妮家总是提
倡食材返璞归真，所有工作都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所以熟能生
巧的小伙子，很快就从后厨的助理成长为正式的厨师。

扎在工装上的手帕

在丹妮的后厨，我们能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个人工装
的胸前都挂着一块洗碗布。

事出于一次餐厅卫生检查。那天，督察组的同事们照
例对后厨的卫生进行检查，偏偏遇上了客流量较多的时
刻。后厨的小杂工被繁重的工作弄得晕头转向，一着急竟
然拿起擦案板的抹布擦起了手里的碟子，这一下可引起了
同事们的批评。

有经历就要成长, 经过集思广益，终于想到了好办法，就
是给每一位洗碗工的工装上都挂上新的手帕。这样就不会再
错拿抹布擦碟子了。

纤手轻启，门开处，干净的墙面悬挂着充满民族气息的图画，

伴着一声清脆的问候，丹妮家的总办主任马蕾迎面走来，身着得体

的套裙，映着身旁玻璃橱窗上朦胧的纱幔，让我仿佛进入了那阿拉

伯的国度。

还是在紫荆山和城北路交叉口，还是在东方丹

妮大饭店，还是充满着浓郁阿拉伯风情的装饰，还是

那些脸上带着幸福笑容的姑娘们……在建党90周

年之际，我很幸运地又一次来到“东方丹妮大

饭店”，和其创始人丹虹聊起了健康饮食的

话题。

从东方丹妮到丹妮家

丹妮家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