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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赛即将“鸣枪”
我市77名餐饮住宿界精英将赴郑参赛

本报讯（记者齐云霞）为弘扬中原
餐饮文化、打造豫菜品牌，倡导工匠精
神、传承创新技艺，推进人才队伍建
设，助推餐饮产业融合发展，焦作市餐
饮与住宿行业协会组织我市77名餐
饮、住宿企业及机关、院校饮食机构的
专业技术人员，将于7月11日赴郑参
加河南省第六届豫菜品牌大赛、河南
省第八届烹饪技能大赛、河南省第三
届饭店服务技能大赛的中式烹调、中
式面点等五项比赛项目。

据了解，上述三项大赛是河南省
餐饮住宿业规格最高的综合赛事，每
五年举办一届，堪称河南餐饮住宿业
的“奥运会”。三项大赛的具体内容有
河南传统风味筵席赛、中式面点和中
式烹调个人赛、餐厅服务和客房服务
比赛。此外，还有宗师流派展演和千
厨千味展示推介项目。

评委由省级裁判员组成，大赛设
总裁判长一名，副总裁判长两名，裁判
员42人（含各项目裁判长）。

最终拿到河南省第六届豫菜品牌
大赛、河南省第三届饭店服务技能大
赛的个人赛各单项特金奖第一名，可
向省总工会申报相关荣誉，向团省委、
省妇联按程序申报河南省青年岗位能
手、河南省巾帼建功标兵（只可申报其
中一项，不可重复申报）。前三名获得
者按程序授予河南省技术能手称号。

河南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对所
有单项比赛的特金奖获得者，依据个
人资质分别授予“河南烹饪大师、名
师、年度金厨奖”及“河南服务大师、名
师、年度金爵奖”。

提起毛主席的《沁园春》词，很多人都
读过，但沁园在哪儿？据传博爱的三八水
席也来源于沁园文化，是真的吗？怀着种
种疑惑，在粽香四溢的端午假期，我随着清
风游学团队来了一场和汉朝沁水公主的邂
逅之旅。当年，汉明帝为出嫁的沁水公主
在沁水之滨修建了一座沁园，而历代研究
者都认为，词牌名《沁园春》就来源于沁水
公主的这座沁园。

风烟散尽，多少荣华富贵湮灭无迹，多
少征战杀伐成为历史或闪光或污浊的遗
迹，而长流于世，一直生机勃勃，繁荣昌盛
的除了流水、草木、日月星辰，还有美食。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怀川大地一
隅的博爱，其美食自然离不开怀川性格，水
席，也是如此。有句话说，民族的就是世界
的。其实，我觉得更准确的应该是民族的
才能长久，尤其对于美食来说。

博爱水席，深扎于这片土壤，也深植于
人们心中，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蕴藏着蓬
勃的生命力。

我们的午餐在博爱沁园春大酒店进
行。从热辣辣的太阳地突然进入沁园春大
酒店，一身燥热顿时消失无踪。浑身清凉

舒爽，心神皆安。
上菜前，我们聆听了博爱本土饮食文

化名人对清化街三八席的讲解，老师们翔
实生动的讲解让人茅塞顿开，掌声不断。
接着，开始上菜。八个凉菜首先登台亮相，
四荤四素，菜品丰富，花生米、莲菜、芹菜、
石花菜、卤肉、烧鸡、皮冻、小车牛肉等。最
有特色的是猪头贡肉，猪头贡肉制作讲究，
富含胶原蛋白，吃起来滋味十足，让人赞不
绝口。博爱灌肠用猪大肠装入五花肉、木
耳、花生、淀粉、鸡蛋等配料煮制而成，吃起
来更有嚼头，口感也更丰富。三鲜汤鲜美
醇厚。肉片莲汤滋味浓郁。牛肉汤（或者
牛杂汤）肉质筋软，汤底鲜纯。健腐肉软烂
香浓。芝麻红薯汤（或者山药汤）把芝麻和
炸红薯（或者炸山药）巧妙搭配，甜蜜香
浓。红枣莲子银耳汤养颜润心。还有肚丝
汤、烩白丸、博爱烩杂拌、糖醋鱼、豆腐汤、
山楂汤、黄焖排骨……二十四道菜，凉热酸
咸香，软烂酥脆爽，款款都是好滋味。

水席、水席，自然以汤水为主。“汤”一
直是中国传统烹饪调味的根本。在中国经
济还不发达，各类化学调味品还没有普及
时，几乎所有正规饭店都是靠汤来提鲜调

味的。要不，为啥有“百年老汤”之说呢。
汤，要想熬好，考验的是慢功夫、巧功夫，考
验的是厨师对火候和时间的掌握。

博爱人总结了一句话：“水席不水，高
汤为主，穷菜富汤。”博爱人坚持制汤做菜，
利用各类食材的特性调和补充，利用火候
和时间的长短熬制不同汤品，在五味杂陈
中，权衡调整，达到和谐养人的状态，这是
中国烹饪哲学中“和”的体现。

相比于现在调料乱用，我还是情愿喝
慢慢熬煮的汤。清晨开门前，一大锅熬好
的浓香四溢的调味汤，拉开了一天的尘世
烟火，那是多么热气腾腾的生活呀，那汤里
倾注着多少热情和祝福呀。

三八水席向来是民间颇为隆重的席
面，置办婚庆、寿宴、庆满月、乔迁、团圆等
这类人生大事，三八席就登台上场了。想
想那场景，一盘盘、一碗碗的美食，如行云
流水一般不断往桌上摆，众乡亲其乐融融，
笑语不断，杯来盏往，祝福声声。何等的体
面和排场，何等的热闹和喜庆。且博爱三
八席口味清淡，有甜有咸，酸辣点缀，老少
皆宜。可谓考虑全面，只要坐到席面上的
人，绝不会让你饿着肚子回家。

《怀府味道》

“沁园春”里水席香
□廉彩红

图 ① ②
市酒店餐饮
业协会组织
专家在对选
手进行指导
和讲解比赛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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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情真意切的申请书

邹娜娜是焦作市第十一中学地理
教研组组长、骨干教师、市教育科研先
进工作者。一次偶然的机遇，邹娜娜认
识了化石专家王德顺。听王德顺讲太
行山地质地貌，看远古生物化石，邹娜
娜心中萌生一个想法：如果能够把化石
专家“搬”进教室，课本上枯燥的地理名
词就“活”了，说不定还可以激发学生对
地质的兴趣和爱好，成为一名研究地球
的科学家。

6月28日，邹娜娜梦想成真。当天，
河南理工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
球科学部会评专家、河南省首席科普专
家郑德顺和王德顺走进焦作市第十一中
学，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地质地
理课，学生看到太行山的化石，惊叹之余
对神秘的地球充满了好奇。

说起这次活动，邹娜娜无比激动，连
说几个没想到，没想到学校领导这么支
持，没想到高校知名教授能够走进高中
课堂，更没想到学生的反响如此热烈。

这节课虽然只有几十分钟，但为了
促成这次科普活动，邹娜娜付出了许多
努力。她先后联系王德顺，又通过王德
顺联系上郑德顺，在争得两位专家的支
持后，她又给学校写了一份申请书。

这份情真意切的申请书上，满是老
师对学生的爱：

我陪孩子参加研学活动时，认识了
修武县西村乡柿园村化石专家王德

顺。王德顺是企业退休人员，热爱地质
研究，对化石情有独钟，经过不断学习，
成为全国知名的化石专家。我表达了
高中地理地质方面学习的困惑，王德顺
很谦虚地答疑解惑。当我邀请他到学
校给学生讲课，为学生解答地质地理问
题时，王德顺推荐了郑德顺。王德顺认
为专家给学生科普地质地理知识更好。

郑德顺是“海亮杯”全国中学生地球
科学奥林匹克竞赛评委，多次参加中学教
师地球科学提升计划、科普沙龙等活动。
热衷于地质科普，8年来开展百余次科普
活动，将理论知识和实践，课本知识和科
学前沿结合起来，向大众展现了不一样的
地球科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我想，学生能聆听这样的地质科
普，应该会有很大的收获。老师能和专
家交流，了解学科竞赛方面的知识，也
会有很大的收货。

邹娜娜的申请得到了校领导的支持。
6月28日上午，焦作市第十一中学

多媒体教室。在古琴老师郭薇的伴奏
中，一堂关于《洒落人间的美景》地质科
普课开始了。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推动绿色
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
然是命运共同体。守护、共赢是人类对
自然的正确之态，也是智慧之道。我们
鼓励高中生关注思考人与自然，认识生
命，认识地球。”郑德顺娓娓道来，从家国
情怀入手，激发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

古琴声在教室流动，绘胸中之山
水。郑德顺从地质学的角度出发，带领
学生看巍巍高山、碧波江水、缥缈峰林、
浩瀚冰川……他从七彩岩溶讲到澎湃河
流；讲险峻峡谷的形成，讲清明湖泊的形
成；从辽阔大海到大漠孤烟，学生的思绪
被老师牵引着，看遍山水沟壑，终于明白
了地理课本上的“牛轭湖”“绳状熔岩”

“五大连池”“趵突泉”“冰川堰塞湖”“球
状风化物”“丹霞”等地质地貌的成因。

这节课，王德顺让学生看到不一样
的太行山。他讲太行山地质地貌，让大
家看太行山里的化石。

太行山上有化石！现场学生的脸上
流露出惊奇、惊喜的表情。他们近距离
地观察、抚摸化石，问出心中的疑惑。王
德顺一一解答，并邀请学生有机会走进
太行山看寒武纪、奥陶纪、二叠纪地层。

王德顺对学生说，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他用了20年的时间，学习地质地
理知识，在太行山里找到近万块化石以

及水晶等其他矿石。国内外地质专家
来到太行山，他当向导，和世界一流的
专家一起探讨学习，这样的经历特别美
好，也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学生用热烈的掌声给予回应。郑
德顺、王德顺、邹娜娜等老师露出欣慰
的笑容。

让孩子在第三课堂寻找爱好

小学生的世界是千奇百怪的，他们
究竟喜欢什么，爱好什么？老师、家长也
说不清楚。虽然不知道学生的未来会怎
样，但作为老师，总是想办法拓展学生的
视野，帮助学生找到属于自己的爱好。

多年前，焦东路小学开设了第三课
堂（家长课堂），邀请学生家长走进教室讲
自己的专业，让学生了解社会各行各业，
拓宽认知的广度，从中发现学生的爱好。

焦东路小学一年级12班班主任张
娟莉在学生家长的帮助下，邀请郑德顺
和王德顺走进教室，给学生讲一堂地球
科学的启蒙课。

两位专家欣然受邀。6月30日，他
们走进一年级的课堂，用孩子的思维播
种科学的种子。

如何调动孩子的注意力和参与性，
拥有丰富科普经验的郑德顺用孩子们
的语言讲述《地球和我们》的故事。他
从地球形成和构造讲起，让学生对我们
生活的地球有一个浅显的认知，然后又
讲了人类伤害地球的行为，最后讲环境
保护，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

一堂课40分钟，小学生不停地提
问。身为博士生导师，和小学生交流时
会不停地转换用词，寻找更浅显易懂的
话为学生解答。比如说到地壳，郑德顺
用鸡蛋壳来形容地壳，让学习有更直观
的认识。

课堂上，有学生问：“如果在地球上
挖个洞，什么时候可以挖穿地球？”天马
行空的问题，郑德顺却非常认真地回答，
还肯定了提问学生的问题。他讲了地球
上最深的矿井，从矿井深度扩展到地球
的直径。他说，每一项科研的成功，背后
都有一个奇思妙想。鼓励这位提问的小
学生有一天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课堂上，王德顺给小学生讲太行山
上的化石，他用“贝壳”“螺丝”等实物，
帮助小学生了解化石形成的过程。

这堂颇具趣味性的科普课，让小学
生收获了不一样的快乐。张娟莉说，素

质教育需要全方面的知识，老师能给的
只是课本上的内容，家长进课堂让学生
的知识丰富多彩，和教学有了良好的互
补。

“学生接触到的事物多了，他们才
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才能有梦想，学
习也就更有动力。”王娟莉说。

用科普的钥匙打开求知的大门

郑德顺从事科普工作多年，经常到
小学、初中、高中给学生进行地质地理
科普。作为我国地质领域的专家，为何
热衷于科普？郑德顺说：“科普最大的
价值是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
对于学生来说，科普就是一把钥匙，培
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打开学生心底求知
欲的大门。”

正如郑德顺说的那样，有了兴趣和
爱好，才能坚持完成一件事情。王德顺
就是因为兴趣，成长为国内知名的化石
专家。

王德顺是修武县西村乡柿园村人，
从小在山里长大。20年前，他在山里无
意中发现一块“印”着植物叶子的石头，
他到图书馆查阅资料、请教专家后，才
知道自己捡到了一块化石。从此，他对
化石充满了兴趣，也正是这个兴趣引领
着他不断钻研、探索，在20多年的时间
里，收藏了200多个古生物属种化石，
成为国内知名的草根化石专家。

郑德顺说，他从小喜欢问为什么，
在接触到地质学时，一下子就被大自然
千变万化的地质地貌所吸引，这个兴趣
爱好激励着他不断探索、学习，至今他
都在学习的路上。

“兴趣真的是最好的老师。”不久
前，一位读者参加本报组织的地质科考
活动时说，孩子回到家后，盯着一块腕
足类化石研究了2个小时，然后到书店
买了许多关于化石和地球探秘的书
籍。一次活动就能让孩子自觉主动学
习，这让家长非常开心。

通过科普活动，让孩子发现自己的
兴趣爱好，进而努力学习，实现梦想。
这，就是老师不遗余力为学生争取更多
学习机会的动力。

图① 王德顺(右一)给学生讲化石。
图② 郑德顺(右一)给学生讲化石。
图③ 郑德顺在焦作市第十一中

学给学生上地质科普科。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地质科普进校园
本报记者 朱颖江

郑德顺是博士
生导师,邹娜娜是高中老

师,张娟莉是小学老师，

王德顺是自学成才的专

家兼老师。为拓宽学生

的视野、知识面，激发学

生的兴趣和爱好，他们

拼知识、拼人脉，不放过

一 次 可 以 给 学 生 带 来

“好处”的机会。他们的

愿望很简单：希望自己

的学生有梦想，通过努

力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①①

②②

③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