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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赵改玲）近日，第二批“河南省
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公布，我市云台山、嘉
应观、陈家沟三家景区入选。

为加强工作协作联系，充分发挥交流基地
的平台作用和资源优势，积极组织归侨侨眷和
海外侨胞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传播
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经河南省归国华侨联
合会和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审定，确认30
家机构和单位为第二批“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
交流基地”，其中10家机构和单位被确认为“河
南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示范基地”。

据了解，云台山景区、嘉应观景区被认定为
“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示范基地”，陈家沟
景区被认定为“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
地”。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送人烟草就等于送
人危害，今年春节不要再送香烟了。”为了强化
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改变公众“以烟为礼”
的不良风气，近日，市爱卫办转发通知，要求各
县（市区）结合实际，组织开展“送烟=送危害”控
烟主题宣传活动，全力营造“健康过年、无烟春
节”的节假日氛围。

市爱卫办要求各县（市区）根据疫情防控形
势，普及控烟法规，开展无烟环境进机关、进医
院、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六进”活
动，重点做好公共场所、交通工具、居民小区
（村、社区）等关键区域的无烟宣传，通过持续开
展控烟宣传活动，发挥权威专家作用，提升社会
公众对烟草危害的认识，号召大家摒弃送烟敬
烟等陈规陋习，在节假日期间聚会中自觉做到
不做烟草广告、不送烟、不敬烟、少喝酒，营造健
康自律的节日氛围。大力宣传不吸烟是文明行
为，不让别人吸二手烟是社会道德行为，推动形
成不在他人面前吸烟、勇于拒绝二手烟的良好
社会氛围，让广大群众度过一个无烟的健康佳
节。

俗话说：腊月二十三，糖瓜
粘。1月25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年。小年也
被称为春节的“彩排”、新春的序
幕。当天，记者走在街头和公园，
处处张灯结彩，浓浓年味起，人间
小团圆。

吃祭灶火烧、芝麻糖

不管是街头的烧饼店还是商
场超市的烧饼摊前，都排成了长
队，生意兴隆。在咱焦作，小年有
吃祭灶火烧的习俗。

我市大街小巷的烧饼店都准
备了甜、咸火烧。10时左右，在政
二街一人气烧饼店前，老板拿出一
个本子，上面记满了前天预订烧饼
者的电话、数量、味道。“光预订都
有100多个，今天要打一天火烧。”
该老板说。

在丹尼斯百货焦作店，来购买
年货的人很多，烧饼摊前，刚出锅
的热火烧被抢购一空，记者看到，
甜火烧是红糖馅的。“好甜、好香，
太好吃了。”结过账的市民都边吃
边说。

除了吃祭灶火烧外，在小年这
一天，我们还要吃芝麻糖。

吃芝麻糖流行于咱们北方地
区，俗话说“二十三，糖瓜粘”，过小
年时，人们会将芝麻糖等供奉，祈
求灶王爷嘴甜些，上天言好事。

超市里，芝麻糖正热卖。
市民吃的多是本地产的芝麻

糖。比如示范区阳庙镇和庄村的
和酥芝麻糖，就是我市的非遗项目
之一。和庄村芝麻糖相传于明正
德年间，以香、甜、酥、脆、不粘牙而
闻名省内外，清乾隆年间成为贡
品，芝麻糖生产已成为当地农民发
家致富的重要项目和主要经济来
源。

祭灶，扫尘

祭灶，是小年这天的重要活
动。

据我市作家仝真真介绍，农历
腊月二十三是民间传说灶王爷回天
宫述职的大日子，农人们心疼辛苦
一年的灶王爷，也希望灶王爷在玉

帝面前替自己和家人多多美言，就
自觉为灶王爷和随从准备了干粮、
凉水、大葱和糖瓜。这天也就被称
为“祭灶”，成为全国公认的小年。

在修武县西村乡大南坡村的
牛爷爷家，每年过小年仪式感都很
强，都过得隆重，去年小年，中央电
视台国际频道记者还到他家拍过
小年的情景呢。

据介绍，小年这天，牛爷爷会
准备一大桌菜，一家人吃一顿团圆
饭。牛爷爷家的团圆饭里有蓝莓
山药、炖鸡、排骨等，还有手工馍、
柿饼丸子等，透着朴实的味道。

傍晚时分，牛爷爷一家都会祭
灶、换灶神画像、送灶神，并在灶王
像前供奉芝麻糖、火烧等食物。牛
爷爷嘴里大声念道：“一碗凉水两
根葱，打发灶王上天宫，二十三日
去，初一五更回，上天言好事，下界
保平安。”

祭灶后，人们开始扫房子，我
们称“除尘”。人们各种洗刷和淘
洗，意在把“穷运晦气”统统扫出
门，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迎接农
历新年的到来。

扫尘为的是除旧迎新，拔除不
祥。其实很多人从农历腊八这天
就开始打扫卫生了，有的剪窗花、
贴窗花，等待春节的到来。

今年有了冬奥新民俗

今年小年也是北京冬奥会倒
计时第十天，燃情冰雪遇上浓浓年
味，冬奥气氛拉满。

在公园里，人们在享受着雪带
来的乐趣，滚雪球、拉雪橇、堆雪
人、打雪仗，花式玩雪，共赴一场冰
雪奇缘，期待冬奥会的到来。

如果说腊八是大年的开场锣
鼓，那么小年就是大年的序幕，从
小年开始，就进入了过大年的倒计
时。人们开始进入准备过年的阶
段：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
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
初一扭一扭。

今年，我们还多了一个新民俗
——赏冰乐雪迎冬奥，红红火火过
大年。

送烟等于送危害
市爱卫办组织开展节

日期间控烟主题宣传活动

第二批“河南省华侨国际文

化交流基地”公布

云台山、嘉应观、
陈家沟入选

临近春节，国有焦作林场加强对北山的巡
视和检查，保障市民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新
年。图片为1月21日，该林场森林防火队员对进
入北山的车辆人员进行扫码登记。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浓浓年味起浓浓年味起
人间小团圆人间小团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改玲赵改玲

图① 热
腾腾的烧饼出
炉了。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图② 一
名市民在家中
贴窗花，寄托
着辞旧迎新、
迎祥纳福的美
好愿望。

本 报 记
者 王 梦 梦
摄

图③ 舔
一舔甜美可口
的芝麻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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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报欢乐购美酒大展示焦报欢乐购美酒大展示

人参鹿血酒
市场新秀

99元／件

（12瓶x125ml）

35度

小酌仙
曾经的风光
一度沉寂
再度荣归
99元／件

（6瓶x500ml）
46度

伊力小老窖
72元/瓶
250ml
46度

报媒畅销8年
回头客多
100元／件

（4瓶x750ml）
52度

酒玺台酱香珍藏酒
酱香典范 当仁不让
218元买一件送一件
反馈意见顾客返还10元

6瓶x500ml
53度酱香型

波仕多干红
来自法国原酒

6瓶x750ml

只卖118元

洋河镇生态
原浆酒 茅台镇

窖藏原浆酒
100元／件

（6瓶x500ml）
52度

愿众口不再难调 愿有一款适合您

伊力特曲
45元／瓶
（250ml）
5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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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2日 23 时许，温县公安
局招贤派出所所长刘京京还在加
班，梳理安排第二天的重点工
作。疫情防控、治安防范、加强反
诈宣传……春节前这段时间，他基
本每天连轴转，心中惦记最多的
就是辖区平安。

从警十几年来，刘京京先后3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获得“河南省优
秀社区民警”“河南省社区警务工作
能手”“焦作市优秀共产党员”“焦作
市最美警察”等荣誉称号。荣誉的
背后，则是他一贯的担当作为，任劳
任怨。

排忧解难热心服务，他是群众
的贴心人。去年年初的一天，一名
女子走进新蟒河河道欲轻生。接到
群众报警后，刘京京迅速赶往现场
救助，看到女子已踏入水中，他一边
对其进行劝慰，一边寻找救助时
机。就在女子继续向水中走去的一
瞬间，刘京京不顾危险和寒冷，一个
箭步冲过去，跳进河道将其成功营
救。

辖区内两家人产生矛盾纠纷，
刘京京妥善应对，第一时间成功处
置，避免了恶性案事件发生；一名村
民因自身原因造成几十年无户口，
刘京京历时3个月沟通协调和调查

取证，为该村民解决了难题；为有效
预防电信诈骗案件，刘京京利用休
息时间深入企业、村庄、学校等，采
取多种形式宣传反诈常识。增强群
众的防范意识。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他是平安
的守护者。刚刚过去的2021年，刘
京京带领所内民警先后侦破多起盗
窃案，为群众追回被盗钱款3万余
元；带领民辅警强力打击跨境网络
赌博犯罪行为，先后赴多地抓获4
名犯罪嫌疑人，追缴非法所得380
余万元；部署警力不定时、不间断开
展巡控工作，先后抓获8名吸毒违
法人员。

刘京京在工作日志的扉页上写
着：“选择警察，无怨无悔！既然无
悔，工作第一！”他经常吃住在单位，
以办公室为家。谁又知道，他的颈
椎和腰椎早就“不堪重负”，时常隐
隐作痛；谁又知道，他多少次因为工
作未能按时吃饭，仅靠方便面来充
饥。在疫情防控、防汛抢险等工作
中，刘京京更是敢担当、不惧险，遇
到急难险重任务总是冲在最前。铁
血丹心保平安，刘京京靠着踏实的
付出，赢得了群众的赞誉。

上图 刘京京（右）在辖区一家
企业走访。本报记者 杜挺勇 摄

身边的好人

刘京京：铁血丹心保平安
本报记者 杜挺勇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告别“鞭炮
霾”、迎接“春节蓝”正成为群众过节的
新时尚。日前，我市积极落实烟花爆竹
禁售禁放工作，各个街道、社区也在行
动，让大家过一个生态绿色文明年。马
村区九里山街道组织“居民家中留存鞭
炮换鸡蛋”活动，助力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

马村区烟花爆竹禁燃禁放推进会
后，九里山街道积极宣传烟花爆竹禁燃
禁放政策，严密排查辖区烟花爆竹禁售

情况，并及时开展了“居民家中留存鞭
炮换鸡蛋”活动，在辖区各网格设置“鞭
炮换鸡蛋置换点”，面向全体居民开展
登记置换活动。

居民家中留存有烟花爆竹，存放有
很大的安全隐患，随意销毁也不安全，
街道通过兑换鸡蛋的方式回收居民手
中的烟花爆竹，再由街道统一报送公
安、应急部门处理，减少了烟花爆竹燃
放和安全隐患。截至目前，该街道参与
置换15人次，收集烟花爆竹20余挂。

“还有芝麻糖吗？买一箱！”1月25
日10时许，一名中年男子走进武陟县
小董乡贾村的一个芝麻糖房。“别说一
箱，一根也没有了。”

焦作市芝麻糖制作技艺非遗传承
人谢小国回答。

二十三，糖瓜粘。当天是农历小
年，贾村的芝麻糖格外走俏。方圆百里
的人都知道，这里的芝麻糖好吃，已经
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当天9时30分许，芝麻糖房里刚刚
做好150公斤成品，立即就被等候在门
口的客商和附近村民买光了。“下午还
要再做150公斤。”谢小国说。

生麦芽、蒸米、醣化发酵、熬糖稀、
手工拔糖、切糖、冷却、蒸温、滚芝麻、成
品，贾村的芝麻糖制作严格遵照传统制
作方法。在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师
傅们用口口相传的技艺，制作出了香甜
可口、入口即碎的芝麻糖。

芝麻糖制作技艺看似简单，其实处
处有门道。就说烧火吧，什么时候需要
大火，什么时候需要小火，如何通过燃
料的增减控制温度，都需要经年累月的

经验积累。熬糖稀时，铲糖稀的频率也
很重要，否则就容易煳锅，影响产品的
卖相和味道。

据谢小国介绍，他家的糖房每年农
历十一月开始生产，一直生产到来年正
月二十四。“我几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
大人们进糖房了，耳濡目染，就慢慢掌
握了芝麻糖的制作技艺。我16岁真正
开始在糖房里干，到今年已经干34年
了。”谢小国的回忆里藏着无限深情。

贾村目前还有4家芝麻糖房正常生
产，师傅们最年轻的也有40岁了。“制作
芝麻糖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年轻人
很少有愿意学的，我们也在寻找愿意学
制作技艺的年轻人，要让这非遗世世代
代传下去。”谢小国说。

芝麻糖房里，依然氤氲着芝麻和糖
浆的香味，这是年的味道，更是幸福的
味道。

芝麻糖里的年味儿
本报记者 赵改玲

家里存的鞭炮，可以拿来换鸡蛋
九里山街道新举措助力烟花爆竹禁燃禁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