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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促训，提升服务技能
据悉，此次全省竞赛设前厅咨询、客房

服务、中餐服务、西餐服务四个竞赛项目，
对星级饭店服务人员业务知识、服务质量、
英语服务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突发事件应
对能力等多维度进行考查。我市各选手以
良好的精神面貌，勇于拼搏的心态，在竞赛
中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和精湛的服务水平。
经过激烈角逐，我市开平潭江半岛酒店中
餐服务项目选手杨淑茵、西餐服务项目选
手劳泳兰分别荣获2022年全省星级饭店
从业人员技能竞赛中餐服务二等奖和西餐
服务二等奖，江门市代表队荣获团队一等
奖。

中餐比赛中，从铺台开始，大大小小的
餐碟、酒杯、碗筷摆放都有要求，细致到每
一样东西的间隔有多少厘米这样的具体要
求。“虽然这样的细节客人未必能观察到，
但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服务的细节。”从事
服务行业10年，杨淑茵对星级酒店的服

务、细节和流程早已谙熟于心。她清晰地
知道服务中的细节对客人体验的影响。住
在星级酒店，享受贴心的服务。在这份润
物细无声的服务背后，其实是从业人员日
复一日的苦练。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竞赛之所以能取得好成绩，是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1+6+3”工程中关于“人
才倍增”工作的安排部署。近年来，虽然疫
情对文旅行业的冲击较大，但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从未停止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与提
升，通过委托市旅游行业协会对全市住宿
业从业人员进行年度的定期培训，针对服
务技能薄弱环节开展针对性的培训班，积
极推动我市从业人员与周边地市的交流学
习，以高标准、严要求的做法，进一步提升
全市从业人员的服务素质与技能。

今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还举办
了“2022年江门市旅游饭店服务行业职业
技能竞赛”，通过竞赛的方式搭建行业交流
学习平台，以赛促训，以训促提升，此举是

对之前工作的有效检验。通过市一级的竞
赛，挑选出一批业务能力强、外貌形象优的
选手参加了集训，在集训过程中各参赛选
手积极备战省赛，苦练基本功，以理论内容
结合实际操作，将服务技能水平不断提升
完善。

以产业养人，以产业留人
弘扬工匠精神，展行业风采。此次获

得单项奖项的劳泳兰和杨淑茵体现了我市
星级酒店从业人员的服务形象。

来自开平潭江半岛西餐厅的劳泳兰，
从事工作4年多，在她看来，从事服务类工
作要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对每一位客人都
要做到“服务热情、宾客至上”，对每位客人
应充分尊重，尽量满足客人的需求，这样能
拉近服务人员与客人之间的信任。技能知
识要多磨炼多实践、多实操，遇到问题应及
时纠正并不断探索。未来，将把竞赛中、培
训中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让客
人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服务。

杨淑茵表示，从业多年，经常参加类似
的技能比赛，将每一次比赛作为一次考试，
吸取经验并学习其他酒店、餐饮同行的服
务知识和长处，增强技能水平。日后将这
次所学运用到工作当中，与酒店、与同事共
同成长、一起进步，持续提高更新行业水
平，将服务做到更好。

未来如何留住人才，提升旅游人才服
务技能？“要留住旅游人才，重点还是要做好
旅游产业，以产业养人，以产业留人。”江门
市旅游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文飞表
示，近年来，我市积极发挥产业带动作用，把
发展各个产业的责任落到实处，积极推动发
展旅游产业。在疫情冲击之下，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出台了系列帮扶和促销政策，同
时加快重大项目的投资建设，进一步加快行
业的回暖复苏。要留住旅游人才，社会各界
要提高对旅游人才的重视与培养，在留住旅
游人才方面可考虑出台优惠政策，把旅游
人才纳入全市的人才库体系，能更好地提
升旅游人才的获得感与认同感。

用脚丈量江门
用脚丈量江门，，用情讲好故事

用情讲好故事

““金牌导游金牌导游””炼成记炼成记

9 月 2 日，文化
和旅游部官网公布
2021年“金牌导游”
培养项目结项人员名
单，我市导游容柏钊
名列榜单。据了解，
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4名“金牌导游”。

“金牌导游”培养
项目是文化和旅游部
加强导游队伍建设的
重要举措，旨在通过
加大对一线优秀导游
的培养与扶持，鼓励
入选对象开展业务研
究和实践，以点带面、
示范引领，全面提高
导游队伍专业素养，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发
挥积极作用。

容柏钊是我市导
游队伍的突出代表，
他还是江门交通国旅
的总经理。与其他有
些总经理不一样，疫
情几年来，容柏钊重
新回到一线，用脚丈
量江门，用情讲好故
事。在他的个人微信
视频号“旅游达人容
少爷”的认证中，写的
依然是“导游”。

“金牌导游”是如
何炼成的？让我们听
听容柏钊的故事，看
“金牌导游”是如何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在行
业内发光发热的？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我市不断提升星级饭店服务品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

以赛促训强技能 同台竞技展风采
以赛促训强技能，同台竞技展风采。近年来，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

景下，我市坚持对星级饭店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以赛促训，不断提升星级饭

店服务品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疫情下酒店行业的持续复苏。在

近日举办的2022年全省星级饭店从业人员服务技能竞赛中，我市代表队

斩获佳绩，创下我市近年来类似竞赛的新高。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中秋团圆佳节，除了月饼
外，江门本地人还将美味、思念
及美好的祝愿融入美食当中,与
家人一起度过中秋好“食”光。
这些中秋美食，是否能勾起你对
儿时中秋的记忆呢？

柚子 中秋节怎么可以少
了一个“禄佑”？由于柚子外形
浑圆，象征着团圆，加上“柚”与

“佑”同音，美好的寓意便让柚子
理所当然成为了中秋节的应节
食物。尤其在“拜月光”赏月的
时候，除了主角月饼外，柚子也
是必备的。“吃完的柚子皮我们
不会扔掉，还可以做成小灯笼
玩。小时候就爱和小伙伴比一
比谁的灯笼更好看更亮。”“80
后”张先生说。

芋头 中秋赏月吃芋头是

五邑地区的一大特色。农历八
月十四，恩平人、台山人会提前
制作芋头包、芋头糍，等次日再
将制好的芋头糕、芋头糍和准备
好的月饼、菱角、柚子、椰子等一
起拿来拜神。

田螺“中秋最开心的就是
一家人围在一起赏月、吃月饼、
啜田螺，很温馨！”谈起中秋美
食，小乔印象最深的是这样的画
面。中秋前后，正是田螺空怀的
时候，田螺腹内没有小螺，肉质
特别肥美。炒一碟田螺，一家人
围聚一起，谈天说地。

濑粉 “吃濑粉、过中秋”，
这是恩平人在中秋佳节的习俗
之一。濑粉是恩平地区的一种
独特的食品，当地老百姓还特别
把濑粉作为中秋节的传统小吃。

中秋临近，五邑特色月饼飘香

一口“家乡味”浓浓思乡情

特色美食与你共度好“食”光

“去交通国旅报名，当然是要
跟钊哥去旅游啦！”这样的评价，
在跟过容柏钊所带的旅游团的团
友里，比比皆是。

但事实上，如此受欢迎的“金
牌导游”，并非旅游专业出身。因
为大学时曾经兼职导游，容柏钊
觉得，这不仅可以带给人快乐，更
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所以在
毕业后，就投身旅游行业。

容柏钊记得，曾经带过一位
脑萎缩的游客黄先生，但当时其
妻子并未告知他。在偶尔得知这
个事情后，容柏钊对黄先生有了
更多的关注，事事关心他。旅游
期间，容柏钊得知黄先生过生日，
他特意准备了生日蛋糕和生日礼
物。这样的心思让黄先生感到特
别惊喜。

“后来黄先生的妻子跟我说，
其实知道他会慢慢忘记很多事
情，但想趁他还记得的时候，带他
去更多的地方。而这次旅行，一
定会刻在他的生命里。”黄先生妻
子的一席话让容柏钊感动，并坚
定了他当导游的想法。“热爱自己
的工作，用心对待你的客人，以心
换心细心、周到的服务，你才会成
为一名深受客人喜爱的导游。”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成为江
门交通国旅总经理后，容柏钊还
偶尔会带团，对导游工作的热爱
一直没有减退。疫情的来临让旅
游业大受打击，不少旅游人员也
就此改行。但这个时候，容柏钊
却站了出来，于2021年重新加入
政务导游。

星光不负赶路人。2022年江
门市“侨都十大工匠”“侨都百优
工匠”名单公布，容柏钊榜上有
名，成为全市旅游行业唯一上榜
人物。从业多年，容柏钊对待旅
游的热情和出色的导游能力让他
获得很多奖项：全国优秀导游、广
东省明星导游、江门市优秀导游，
等等。

“我想告诉大家，
导游也可以做得很好，
也可以是一份很有成
就感的工作。”容柏钊
说，希望以他微薄的力
量让年轻人知道导游
的意义和魅力，让更多
年轻人还愿意选择这
个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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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用了多少包水
泥？”这样看似刁钻的问题，容柏
钊在带团中，却时常遇见。容柏钊
认为，旅游涉及天文、地理、历史、
文化、科学等方方面面，需要积累
大量的知识。为此，他坚持看书、
不断学习。

在容柏钊看来，导游除了向客
人介绍景点看得见的美外，也不要
忘记那些看不见的美。常言“要给
学生一杯水，老师要有一桶水”，而
容柏钊却觉得一桶水还不够，应该
是“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必须是
一股泉水”。

做客人的“好老师”，讲好江门
故事。2017年，容柏钊带中山大学
的一群教授到开平观赏碉楼，为了
带好这个团，在带团之前他上网、
看书、做了大量笔记，对碉楼做了
深入的了解。“当我顺利地带完这
个团后，中山大学的教授给予我很
高的评价。”他们都说容柏钊为他
们上了一节很有意义的一课，有个
教授还对容柏钊说：“把你对碉楼
的理解写下来，那会是一篇非常棒
的论文。”

为了更好地做好江门本土文
化、历史的资料收集，容柏钊更与
五邑大学侨乡文化研究院、市政协
资料室、档案局、市党史办及各博
物馆保持良好的关系，将各单位的
资料结合导游词的特点，编写出有
时代性、地方特点的导游词。为了
核实资料，他多次跑到景点实地考
察，使导游词资料的史实更准确，
更能讲好江门故事。

2019年起，容柏钊加入了“江
门梁启超研究会”，希望将研究会
的研究学术成果，转化为导游带团
的导游词，让导游词更加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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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月饼：健康美味 爽口解腻
“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

皮赛黄金。”新会陈皮是广东“三
宝”之一，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又是传统的药食同源、香料
和调味佳品，向来享有盛誉，早
在宋代就已成为南北贸易的“广
货”之一。

在江门人的记忆里，自然少
不了陈皮月饼的身影。“江门哪
里的陈皮月饼比较好吃？”8月
中，市民陈小姐就在各大微信群
向朋友咨询陈皮月饼的销售情
况。在她印象中，月饼吃多了总
是很腻，但是配上一杯陈皮水就
可以起到解腻的效果。后来在
尝试了陈皮月饼后，觉得加了陈
皮的月饼，刚好可以中和月饼甜
腻的味道，爽口解腻，便喜欢上

这种月饼。
五邑地区，丽宫酒店是最早

利用新会陈皮制作陈皮月饼的
商家之一。江门丽宫酒店相关
负责人表示，丽宫国际集团早在
1998年就开始研发陈皮产品，后
来以“健康月饼”的定位为切入
点，推出丽宫陈皮月、陈皮豆沙
月、陈皮冬蓉月、陈皮吞拿鱼月
等一系列以新会陈皮为原料的
健康风味月饼，并在2002年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我们希望在保证品质的同
时，更大程度地保留五邑人记忆
中的家乡味。”该负责人介绍，今
年陈皮月饼的价格与去年基本
持平，陈皮四宝月卖得很好，推
出不久就售罄了。

睦洲豆沙月饼：皮薄馅靚 入口即化
与其他月饼精致的包装相

比，豆沙月饼显得格外朴素。大
多数的豆沙月饼都是层叠放好，
用包装纸一卷，一筒筒出售。这
也是因为豆沙月饼要趁热吃，才
有那种入口润滑的感觉。

“很多月饼吃起来会觉得很
硬，但是睦洲豆沙月饼给我的感
觉却有种吃巧克力的错觉，带点
丝滑与甜香。”代购月饼7年的陈
先生吃过许多月饼，但给他留下
深刻印象的还是睦洲的豆沙月
饼。

据陈先生介绍，睦洲豆沙月
饼色泽金黄皮薄馅多，最大的特
点就是当地的饼家都坚持用柴
火熬制豆沙、手工制作，不添加
添加剂。这类全人手、无添加剂

以及用柴火铁锅煮豆沙制作而
成的豆沙月饼皮薄馅靚，入口即
化，有着机器制作而成的无法比
拟的口感。这也是睦洲月饼老
口味传承至今的秘密。

在传统的豆沙月饼上，不少
商家还会加入陈皮，制作成陈皮豆
沙月，这样的陈皮豆沙月饼制作出
来，口感绵密、软糯香甜，不仅有豆
沙的甜香，还有陈皮的清香，咬上
一口，口齿留香回味无穷。

“每年中秋前后，我们的销售
人员、厂家都会特别忙碌，因为五
邑人真的太喜欢豆沙月饼了。而
且手工制作每日限量，经常排长龙
都买不到。”陈先生说最近每天都
忙到晚上10点多，有生产厂商更
是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

台山冬蓉月饼：口感清甜 甜而不腻
“小时候我觉得冬蓉月饼就

是最好吃的月饼，后来读大学我
才知道，原来这是台山特有的！”
土生土长的台山人婷婷记忆中
的中秋，就与冬蓉月饼有关。切
开月饼，一根根的冬蓉丝分明，
口感清甜，甜而不腻，韧中带
脆。这是她记忆中月饼的味道。

“在台山，冬蓉就是‘王’的
存在，它甚至还取代了我们广东
比较大众化的莲蓉月饼，成为主
流。”婷婷说，在当地月饼市场，
冬蓉月饼才是主流。

据了解，冬蓉起源于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因其晶莹剔透，软糯
却不失其形，如鱼翅般丝丝分明，
故又称“冬瓜翅”。冬蓉月饼百年

前发源于台山市海宴镇，传承历史
悠长，百年以来都是采纳传统的手
工制作，技艺精深。2018年，江门
台山冬蓉制作技艺成功入选广东
省“非物资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经过长久的传承和发展，冬
蓉对江门人来说早已不是一道
食物那么简单。冬蓉作为台山
市饮食文化传承的代表，更是一
道独特的侨乡文化传承。对于
大量海外华侨来说，最怀念的莫
过于家乡的味道，以冬蓉为馅料
所制作的冬蓉月饼寄托着海外
侨胞对故土、对亲人的殷切思
念。“以前每年我们都会寄很多
冬蓉月饼给国外的亲戚，也代表
了我们对家人的思念。”婷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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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月饼的美味和意境不仅藏在诗句
里，更刻在人们对家乡的记忆里。小时候，中秋节那天你是不是也曾
期待家人带回去的一盒月饼？记忆中，一打开盖子就闻到浓郁诱人
的味道，面粉与辅料混合的食物香气，蛋液烘焙带来的焦香，忍不住
拿一个尝起来，甜而不腻，入口回甘，回味无穷……如今，虽然月饼款
式层出不穷，但散发着“家乡味”的五邑特色月饼却最受青睐。这些
特色月饼，你都吃过吗？

文/图 江门日报记者 何雯意 通讯员 梁立志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
们的直播间。”这句简单的介
绍，在容柏钊开始直播后，便常
常出现在他的直播间里。

总经理、导游、旅游达人……
疫情下，很多人被容柏钊圈粉的原
因是因为他生动有趣的短视频或幽
默风趣的直播。“金牌导游”成了网络
红人。

2020年 4月15日，容柏钊首次利
用新媒体平台发布“云导游”系列视频。
借助江门“明星之乡”的优势，他选择了介
绍香港艺人容祖儿的故乡——蓬江区荷
塘镇禾岗村，迅速收获了一批点赞和粉丝。

开通“旅游达人容少爷”“江门交通国
旅”微信视频号账号后，容柏钊带游客云游
江门，讲解江门侨乡历史，推出“钊哥带你
游江门”系列，讲解了恩平歇马举人村、新
会学宫、开平大塘面村等多个景点和“陈梦
吉故事”“鹤山的由来”等历史知识。截至
2022年5月，微信号粉丝达到5万人次，并
参加“2021年微信视频号全国导游文旅直
播大赛”取得全国三等奖的成绩。

尝到新媒体的甜头后，容柏钊趁热打
铁，同步开启了线上直播，节目涉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专访，旅游达人的专访
等，还创新地与律师所合作创办旅游普法
节目——《与法同游》。在他的镜头下，粉
丝可以云游江门，穿梭于江门的大街小
巷中，让粉丝足不出户就可逛遍江门。

此外，他还利用喜马拉雅App，用
粤语说书形式，发布关于岭南及侨乡
文化的说书，至今已发布超200条音
频作品，收听超2万次。

“我想抓住这个风口，讲好江
门故事。”容柏钊说，他一
直致力于推广江门的
本土文化，让更多游
客了解江门，熟悉
江门。

◀陈皮
月饼爽口解
腻，具有浓
浓的“家乡
味”。

▶豆沙月饼皮薄
馅靚，入口即化，深受
五邑人青睐。

→容柏钊
用心对待客人，
深得客人喜爱。

容柏钊在直播中
容柏钊在直播中。。

参赛选手在竞赛中展示技能水平参赛选手在竞赛中展示技能水平。。广东省酒店行业协会供图广东省酒店行业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