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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人物

赵赵淳淳行行开开店店记记
他从韩国来菏5年，创办韩国料理店；把儿女接来菏泽读书，“让孩子在中国发展”

身材微胖，戴着眼镜，表情腼腆，这是韩国人赵淳行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今年48岁的赵淳行是定居在菏泽的
30多个韩国人中的一个，拥有一家韩国料理店的他，正在
努力适应着菏泽的生活，并将菏泽作为第二故乡，让两个
孩子从菏泽学校中走出，在中国打拼。

他们背井离乡，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事业，来到牡丹城打拼。他们与菏泽人一样深爱着这片土地和城
市。我们希望能将他们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记录下来，与读者一起分享。本报特推出“天南地北菏泽人之

‘菏泽，我的第二故乡’”栏目，把镜头对准这些身在菏泽的外乡人士，讲述他们在菏泽的人生故事。

本报记者 陈晨

28日下午，记者在赵淳行
的韩国料理店第一次见到这
位韩国老板。不太流利的中国
话，说话带着腼腆微笑，是他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虽然赵淳行已经将菏泽
当做了第二故乡，对他来说，
生活在菏泽依然存在很多困
难。因工作原因定居菏泽的赵
淳行，3年前才开始自学普通
话。“我自学了普通话，但菏泽
有很多人讲地方话，经常听不
懂。”说到这，赵淳行很不好意
思；第二个困难就是气候，“韩

国没有这么热。”
虽然赵淳行的料理店直

到今年才开始起色，在30多个
定居菏泽的韩国人心中，这里
已然成了他们的专属会馆。

“酱、饮料、酒，包括一些锅子
和烤盘都是直接从韩国进口
的，韩国人在这里吃饭会有一
种回家的感觉。”赵淳行说，他
们几个经常会聚在一起聊聊
天，而饭馆亏损的时候，正是
有了韩国老乡的安慰与支持，
他才坚持到现在。“现在总算
是好起来了。”赵淳行笑着说。

料理店已成为韩国老乡的专属会馆

定居菏泽，寻找新出路

2008年，从事中韩进出口贸
易的赵淳行第一次来到菏泽，
那时候他负责从菏泽的一个食
品加工厂进口“咖啡伴侣”到韩
国。因为工作需要，赵淳行特地
将两个孩子也接来这里上学。

令他没想到的是，刚在菏
泽安顿下来，一场毒奶粉事件
就席卷了整个中国，也直接影

响到他的工作。“那时候韩国对
进口中国食品非常谨慎，工作
受到很大影响。但孩子已经在
菏泽上学了，不能回去工作，我
只好再找其他的办法。”回忆起
从前，赵淳行仍有些许无奈。

决定在菏泽发展后，赵淳
行开始寻找谋生之计，最终他
选择开一家韩国料理店。因为

地段不好，没有名气，开业前两
年料理店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包括刚开始的投资大概赔了90

万人民币吧。”赵淳行告诉记者，
一般店里每天盈利几百元，而基
本的房租、人工等成本却高达

1800元，相比之下，收入实在太
少。

自己发展新菜、尝试发彩页
宣传，赵淳行尝试了很多方法，
料理店生意终于在今年初有了
起色。“主要依靠老客户，韩国菜

偏甜辣，年轻人比较吃得惯，他
们会带朋友来。现在已经有600

多个会员了，相信以后会做的更
好。”说起料理店的未来，赵淳行
立马兴致勃勃，用不太通顺的普
通话努力为记者说明。

“以后想让孩子在中国发展”

虽然赵淳行依然保有着
韩国人不买房只租房的习惯，
但他也在努力适应着菏泽生
活，学普通话、练中国汉字，在
他身上，记者看到了外国人独
身在他国打拼的一个影子。对
赵淳行来说，除了签证要回韩

国之外，其他节庆大多选择在
菏泽度过，因为“这里早已成
为了我们的第二家乡”。“工作
签证可以一年一次，我没有正
式工作只能办旅游签证，最长
是三个月。”虽然已经在菏泽
定居五年，目前赵淳行还保持

着每三个月回国一次的行程
习惯。

生意渐上轨道，接下来赵
淳行决定，让两个孩子也在中
国发展，“大儿子现在回韩国当
兵了，回来后接着在中国读书，
小女儿也要来中国上大学。”

之菏泽，我的第二故乡

料理店内，赵淳行忙于客人结账。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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