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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带你看征云之品鉴户型

今年1月1日，征云·云筑（焦
作）项目开盘，其开盘首日劲销2.6
亿元。

什么原因让这处地产广受欢
迎？除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外，合
理、时尚的户型设计是其赢得购房
者青睐的关健因素。

近日，记者来到征云·云筑（焦
作）项目销售中心，为购房者打探
信息。

该项目位于市人民路与南通
路交叉口北 200 米，北依天河公
园，南靠普济路滨河公园，坐拥近
300公顷城市绿地。1.5低容积率
是这个项目的一大卖点，其可帮助

业主实现开窗即景，引景入室，真
正享有优质生态环境的居住梦想。

在现场，记者遇见了刚刚定购
房子的张女士。她说，这两三年，
南水北调运河两侧开发了不少房
地产项目，在寻访了一圈后，她认
为征云·云筑（焦作）项目的户型很
合她的心意。

张女士当起了宣传员。她向
记者介绍，这个户型南北通透，餐
客厅一体，直通大阳台，这样的户
型会越住越舒服。南北互通的户
型特点会使房屋看上去很宽敞，长
期居住有利于业主身心健康。

最让张女士满意的是，她相中

的户型还有一个入户小花园。平
常，雨伞、鞋子都可以直接放在室
外，减少室内的清扫压力。对于这
个入户小花园，张女士已有了自己
的规划，她在网上搜索了大量入户
小花园的设计方案，准备在装修时
择优选取。

记者了解到，征云·云筑（焦
作）项目内有低密度别墅级洋房和
高层住宅，主打房型有征云·天筑2
号楼 141 平方米的墅质洋房；
136.59 平方米的征云·天筑 3 号
楼；138平方米的征云·云筑3号
楼、6号楼；131平方米的征云·云
筑5号楼。

征云·云筑（焦作）销售中心工
作人员介绍，征云·云筑（焦作）项
目所有户型南北通透，均设计有入
户花园，且面积全赠送，空间利用
率高，很适合三口之家或四口之家
居住。

公摊小、得房率高，是征云·云
筑（焦作）项目的又一大亮点，其多
层洋房的公摊面积一般为总面积
的8%至10%。

这位工作人员重点介绍了征
云·天筑项目。该项目为低密度别
墅级洋房，总层高4层至9层不等，
均采用一梯两户设计，电梯入户私
密性卓越，四室两厅两卫全明户
型，两卧朝南，空气对流采光好，明
厨明卫，南北通透不压抑，开敞式
阳台从客厅直达次卧，享受品质生
活。餐客一体，空间利用率合理，
纯洋房低公摊，为业主提供超一流
的产品与服务。

目前，征云·云筑（焦作）项目
整体销售火爆，各项优惠活动仍在
继续。其项目施工进度迅速，部分
楼栋已经封顶。

持“植”以恒
征云集团14年义务植树

近40万株

征云·云筑（焦作）：

好户型赢得购房者青睐
本报记者 王玮萱

本报讯（记者王玮萱）植下新绿，拥抱明天。3
月9日、10日，征云集团开展植树节主题党日活
动，赋予了植树节特殊的意义。

当日，征云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为辉，
征云集团总裁王为光，带领征云集团全体党员干
部、预备党员、发展对象、积极分子及部分员工，来
到征云·云筑（武陟）项目园区，植下1万余株树木。

植树活动中，大家热情高涨、干劲十足。在专
业人员的指导下，他们有的挖坑、有的栽苗、有的
培土，配合默契。双手、衣服、鞋子虽然沾满了泥
土，但他们依然乐在其中，整个植树现场欢声笑
语、热火朝天。经过两天努力，此次共植下新树1
万余株，新栽种的幼苗在征云·云筑（武陟）项目园
区构建了一道靓丽的绿色风景线。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心里有着说不出
的喜悦。一位工作人员说：“一棵一棵绿苗象征着
希望，代表着美好，它们就如我们征云集团一样，
是一个有温暖、够团结、有力量、有前途的大家
庭。”

王为辉说：“主动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为国土
植绿，是征云集团成立14年来的优良习惯，也是征
云集团不断丰富企业文化的内在需求。近年来，
征云集团在党建引领下，不断增强内动力，助推企
业迈向更高、更远。”

征云集团成立于2008年1月。成立14年来，
该企业秉承“为社会而存”的理念，年年开展义务
植物活动，积极参与全市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已累
计种植各类村木近40万株。2018年12月，征云
集团还出资30万元捐建“同心绿苑”，为我市高质
量推进国土绿化、建设森林城市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资料显示，每600平方米的树林要比无林
地区多蓄水约20吨，可以极大改善生态环境，减轻
洪涝灾害的损失，对于践行绿色生态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

上图 征云集团植树活动现场。
本报记者 王玮萱 摄

本报讯（记者王玮萱）近日，征云
集团传来好消息：旗下征云置业获河
南房地产行业优秀会员，征云·云筑
（武陟）3号楼喜获省建筑工程质量标
准化示范工地。

征云集团扎根焦作沃土十四载，
以“成就美好生活”为己任，为社会提
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现已成长为集

建筑、房地产开发、设计、物业、酒店、
装配式建筑、新材料等业务为一体的
综合性企业，是河南省民营企业、服务
业双百强，国家AAA级信用企业，河
南省AAA级信用企业，省市重点扶
持建筑企业、明星企业、爱心企业，拥
有国家房地产开发一级、建筑工程施
工总承包一级资质。

征云置业已相继在焦作、新乡、周
口、福清、九江等地开发了云筑系、领
秀系、悦系、美好生活家园等系列产
品，开发面积200余平方米，为上万个
家庭营造了高品质生活。

征云·云筑（武陟）项目位于武陟县
河朔大道与兴华路交会处附近，是典型
的学区房源，武陟第一中学近在咫尺，

其周边中学、小学、幼儿园应有尽有。
同时，这个区域又是武陟新城商业圈的
核心，临近郑焦高铁，宜居宜业。该项
目自入市以来，全面落实工程质量责
任制，从图纸质量到材料进场再到各
工序施工，全程参与验收，保障质量，
在打造高品质建设质量的同时，实现
产品力不断提升，备受市场青睐。

征云集团荣获两项大奖
征云置业获河南房地产行业优秀会员

征云·云筑（武陟）3号楼获省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化示范工地

图① 项目销售经理向购房者推
荐优质房源。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图② 138平方米经典户型。
图③ 141平方米墅级经典户型。
（征云·云筑（焦作）项目销售中

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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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市餐饮界传
来一则消息：“马家大爷”
品牌牛肉面正面向全国招
商加盟。

一个餐饮品牌面向全
国招商加盟，本无可议论，
而“马家大爷”品牌牛肉面
略有不同。

缘起——
2014年，焦作餐饮界

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
事：经考证，兰州牛肉拉面
起源于焦作市博爱县苏寨
村。

自清嘉庆年间，兰州
马六七从其同窗好友、苏
寨村陈维精那里学得牛肉
面的制作方法后，将厨艺
带到了金城（今兰州，至今
兰州许多牛肉面餐馆内都
会引述这段历史以证明自
家牛肉面的正宗）。他先
在金城贡院巷口经营一家
小吃店，后又在通往甘肃
临洮的古狄道（今阿干镇）
开了第一家牛肉面庄——

“马家大爷”，使牛肉面成
为一道很有名气的坊间美
食。

而自陈维精一代起，
陈氏家族不再从事餐饮行
业，开始致力于书香传
家。清“同治之乱”后，兰
州“马家大爷”品牌也消失
了，马六七后人以耕读传
家。

历史再现，总会惊艳
岁月。

2009年，身在兰州的
陈维精后人陈九如遵照

“马家大爷”传承人、其姐
夫马中杰的嘱托，注册了

“马家大爷”牛肉面商标。
2017年，陈九如贡献了家
族祖传秘方，促使“马家大
爷”牛肉面在家乡重现江
湖。

200多年前，因为一碗
牛肉面，焦作与兰州结下
历史情缘；200多年后的今
天，同样因为一碗牛肉面，
焦作与兰州再续前缘。这
是以文化为纽带的血脉延
续，情义相传。

如今，“马家大爷”牛
肉面品牌作为焦作地方名
吃面向全国招商加盟，这
是文化的一种胜利。由
此，我们可以联想，焦作其
他名吃能否借文化之船扬
帆市场的大海呢？

2021年11月，我市文
旅部门推出了49家非遗老
字号特色美食门店，今年
将继续推出特色美食门
店。这样大范围、高频次
地推出焦作美食门店，一
方面表明了我市特色美食
文化之丰富，另一面也表
明在文旅产业大融合的背
景下，政府正积极引导有
故事、有文化、有温度、有
潜力的焦作特色美食，勇
敢地触碰时代，走向市场，
成为焦作“打好文化牌，建

设文创名城”的生动实践。
对于焦作特色美食，

许多餐饮文化专家更愿意
将其称为“怀府美食”，以
彰显焦作饮食文化的渊
源。

据博爱县酒店餐饮协
会会长、“马家大爷”牛肉
面品牌掌门人王军介绍，
焦作地区深处三河文明腹
地，其深受山西、河北等地
饮食文化影响。但通过长
期发展，焦作地区的饮食
文化又有了自己的鲜明特
点。魏晋时期，“竹林七
贤”长居于焦作南太行，形
成了影响千年的“养生文
化”。明清时期，焦作南太
行一带商贸频繁，一批又
一批的怀商将怀货带出焦
作地区的同时，又将京津
地区、江南地区的特色美
食带回来加以改良，然后
造就了“怀府美食”的独特
口味。“怀府美食”多蒸、
煮、烩、炖，少煎、炒、烤，口
味清淡、自然，适宜养生。

“怀府美食”理应成为
焦作打造高能级文旅的重
要组成部分。王军说，了
解一个地方的文化，要从
了解一个地方的特色名吃
开始。除“马家大爷”牛肉
面外，焦作还有许多可以
打造的特色饮食单品，它
们都有形成特色餐饮产业
的可能。他希望政府能尽
快加以引导，整合“怀府美
食”品牌资源，让焦作文化
通过美食走遍世界，让外
地游客通过美食了解焦
作。

焦作餐饮文化研究者
侯向学与王军抱着同样的
想法。去年，他的两位朋
友将焦作传统名吃——

“靳贤书烧饼”分别带给了
香港的儿子和北京的姑
娘，均获好评。侯向学得
知后，更加认为“怀府美
食”在当下依旧具有很大
的市场魅力。

据侯向学介绍，靳贤
书一家以卖饭为生，上世
纪三四十年代时，因灾荒
逃至山西，在山西挂出“靳
贤书烧饼”的招牌。后来，
靳贤书回到焦作，并被推
荐到政府食堂工作。那时
的“靳贤书烧饼”与“陈二
眼烧鸡”“张三包子”合称

“焦作三大名小吃”。
侯向学说，这些都是

宝贵的文化财富，但要让
文化变现，还需要政府引
导、社会参与。以福建沙
县小吃为例，沙县小吃不
过是当地的普通餐饮，但
在政府的规划、引导下，现
已成为中国的“小吃之
王”。

纵观当下，焦作餐饮
文化研究者已形成共识：
文化赋能，让焦作名吃越
吃越有味道，香飘万里。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万
紫千红总是春。《焦作晚报》启
动第二季“最美校花”评选活
动后，我市各个学校纷纷亮出
独具特色的“校花”名片。这
不，马村区实验学校快人一
步，该校校长陈海琴化身摄影
师，用手中的镜头留住“最美
校花”。

在陈海琴的镜头中，该校
的美人梅、红叶李“美出天
际”。绚烂的花朵繁密地开满
枝头，宛若一片美得令人窒息
的粉色花海；樱桃花朵朵醉人
心，贴梗海棠红红火火，师生
们纷纷打卡校园里的最美春
色。

记者多次去过马村区实验
学校，感觉该校真是春有百花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
四季都是好时节。好的环境，
让该校在教育质量上逐年提
升，这里出现过焦作市最美教
师、焦作市诗词大赛和汉字听
写大赛冠军等。

在这惠风和畅的季节里，
马村区实验学校的“校花”开
了，校园里充满浓浓的春的气
息。“我们学校有蜡梅、迎春花、
樱桃花、美人梅、红叶李，还有
西府海棠、贴梗海棠、垂丝海
棠，很多花啦！”陈海琴语气里
充满快乐和骄傲。

最让陈海琴感动的是，师生
们对“校花”格外爱护，并从植物
中感受到了生命的脉动——从
平淡无奇到默默蓄力，然后惊
艳所有人。

“春天里，花结蕾，蕊生香，
这应当是花儿毕生浅吟低唱的
绝美乐章，她们与春色缱绻相
依，和春情花开并蒂，同春光一
起旖旎，直到美韵成诗……”从
花开到花落，再到结果，该校英
语教师张贺平用文字和照片记
录了“校花”的成长史。

张贺平说：“只想做个在春
天里种花、养花、护花、赏花的

人，并自愿拿出所有的真诚和
温柔，静待花开花落。”

“校花”也给该校带来累累
硕果，每年该校的樱桃红时，师
生们一起采摘樱桃，分享来自
大自然的馈赠。

图①② 校园内的美人梅。
图③ 校园内的贴梗海

棠。 （照片由陈海琴提供）

本报讯（记者王冰）昨日，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
为进一步加强现制现售饮品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确保消费者
喝上放心饮品，该局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
饮品店加强监督检查和产品抽
检，严查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切
实保障百姓入口关。

据介绍，现制现售奶茶、果
蔬汁等饮品受到广大消费者
喜爱，不少“网红”奶茶店、“网
红”果汁店等饮品店深受消费
者的青睐。然而，在市场监管
部门的执法中，部分饮品店操
作间卫生条件差，有使用过期
原料、篡改食材保质期等违法
违规行为，存在食品安全隐
患。为此，市市场监管局专门
下发通知，要求各县（市、区）
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饮品店，
特别是连锁品牌总部严格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门

店食品安全管理，规范饮品制
售行为。

加强监督检查和产品抽
检，重点检查饮品店的经营者
证照是否齐全，是否存在超范
围经营自制饮品、机打饮料或
定型包装饮品；是否按要求设
立专门用于自制饮品制作的专
用操作区域并按照要求操作；
榨汁机等工具容器在使用前是
否洗净消毒，盛装自制饮品的
饮具是否清洗消毒；净水处理
设备使用及加工制作食用冰、
奶茶、果蔬汁的水是否为符合
国家标准规定的生活饮用水；
自制饮品所用的原料乳是否为
预包装乳制品等。

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对辖
区饮品店开展现场检查，对可
能存在安全隐患的饮品和原辅
料进行监督抽检；对现场检查、
产品抽检和投诉举报中发现的
违法违规行为，责令经营者立

即整改；对监督检查中多次发
现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经营者
要从严从重处罚，属于连锁品
牌的，要对其总部负责人进行
约谈；定期组织辖区所有饮品
店从业人员，特别是连锁品牌
总部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及其从
业人员加强培训和技能考核，
全面增强从业人员的食品安全
意识。

针对在执法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要及时将违法违规经营
者名单及其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记入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并通
过监管部门官方网站、新闻媒
体等平台向社会公示。同时，
及时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
者购买奶茶、果蔬汁等饮品前，
先查看经营者的食品经营许可
证、从业人员健康证、饮品品质
信息和经营场所卫生状况等，
不要购买、饮用无证饮品店制
售的饮品。

文化赋能，让焦作名吃越吃越有味
本报记者 王玮萱

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加强现制现售饮品食品安全监管

马村区实验学校校长化身摄影师

用镜头留住“最美校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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