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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齐云霞）为加
快餐饮行业所需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日前，2023年
焦作市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
烹饪专业竞赛在焦作市技师学
院西校区举行。来自我市六所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42名“未
来大厨”纷纷拿出“看家本领”，
展开激烈角逐，他们通过展示
自己在中餐热菜、中式面点、冷
拼雕刻等方面的技能技巧，向
社会展示了焦作烹饪专业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

比赛凸显职教特色，为我
市各中职学校之间专业建设提
供交流与成果检验的平台。烹
饪赛项由理论和实操两大项目
组成。

竞赛开赛后，参赛选手按
比赛顺序进入赛区。比赛中
选手们表现出扎实的基本功
以及良好的创意和熟练的烹
饪技艺，每道菜经过一道道工
序，最后呈现在眼前的菜品皆

是秀色可餐，令比赛异彩纷
呈。

大赛本着遵章守纪、诚实
守信、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
则，积极弘扬传统技艺的传承，
选手们在大赛中赛出风采、赛
出水平，充分展现了烹饪技能
水平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由市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
厨师专业委员会会长赵章记等

组成的评委们根据现场选手的
菜肴搭配、创意设计及口味、质
感、工艺、卫生等方面进行综合
评分。最终，焦作市技师学院
的选手分别取得了此次竞赛
一、二、三等奖的好成绩。

据了解，此次比赛旨在充
分发挥技能竞赛的引领作用，
选手们展技艺、秀水平，既展
示了娴熟的操作技能和良好

的精神风貌，又通过相互交流
学习，有效地促进职业学校专
业建设和发展，提高教学质量
和学生职业技能，宣传展示职
业教育风采和学校专业建设
成就。

图① 评委在点评选手作
品。

图② 中餐面点赛现场。
本报记者 陈东明 摄

轩成配餐

层层加码把好食品生产安全关

图① 包装车间负责人正在召开日管
控工作例会。

图② 周排查工作会议上，公司食品安
全总监正在部署下周的食品安全重点工作。

本报记者 刘 旭 摄

本报讯（记者刘旭）“所有
面点都要严格按照产品规定熟
制时间进行加工制作，保证产
品中心温度达标、批次出品质
量一致。”5月15日下午，在焦
作轩成餐饮配送有限公司面点
间，该车间负责人正在召开日
管控工作例会。

与此同时，该公司其他车
间也在召开此会议，通过公布
当天生产车间日管控记录、总
结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
扎实做好每日食品安全风险管
控工作。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
也是控制食品生产安全风险的
关键。2022年11月1日，市场
监管总局出台《企业落实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
实施以来，焦作轩成餐饮配送
有限公司高度重视，积极响应，
构建了由公司法人、总经理、食

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及各
生产车间负责人组成的五级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制订并印发

“‘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食
品安全管理动态工作机制”工
作方案，层层加码，把好食品生
产安全关。

“日管控”打基础。该公司
制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风险隐患日管控自查清单》，每
日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都会根据
清单对原料管理、设施设备、加
工制作过程、餐饮具清洗消毒、
食品配送与检验等方面进行全
面检查，并形成《食品安全日管
控检查记录表》，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会
跟踪督促，确保问题彻底整改
到位；各生产车间要按照日管
控工作机制，作好日管控登记
记录，做到班前有交代、班中有
检查、班后有总结。

“周排查”促提升。该公司

食品安全总监每周都会组织召
开食品安全隐患周排查工作会
议，对本周生产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整改完成情况进行总结梳
理，形成《每周食品安全问题排
查治理报告》；对生产环节出现
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研究讨
论、达成共识，并贯彻执行；部
署下一周的食品安全重点工
作。会议内容将形成《每周食
品安全隐患周排查会议纪要》，
以书面形式下发至各生产车
间，为下周工作指明方向。

“月调度”抓全局。公司每
月月末都会组织召开食品安全
月调度会议，向参会人员汇报
本月原辅料验收情况、新增供
应商管理情况、食品安全日管
控检查问题落实情况等重点内
容，汇总和通报周排查工作会
议中的重点工作，并安排部署
下月工作。

此外，该公司持续加大对

员工的业务培训力度，利用日
管控、周排查会议对员工进行
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并定期组
织人员进行书面或线上考核。
同时，积极组织从业人员参加
市场监管、教育等部门开展的
食品安全知识培训，不定期邀
请相关食品安全专家到公司开
展培训，全面提升从业人员素
质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能力。

“通过实施‘日管控、周排
查、月调度’动态管理机制，将
公司车间与车间之间的配合、
环节与环节之间的衔接、人员
与人员之间的沟通进行了有效
串联，食品安全管理初步形成

‘以点带面、面动成体’的良性
工作机制。”该公司食品安全总
监李庆表示，他们将继续秉承

“卫生、品质、责任、安全”的企
业文化，深化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确保广大师生和人民
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我市举办2023年焦作市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烹饪专业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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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改玲

赏诗词之美、寻文

化之根、铸民族之魂”。作为

最具国民影响力的大型文化

季播节目，央视《中国诗词大

会》深受我市很多诗词爱好

者的喜爱。

今年我市将首次承办

2023年河南省诗词大赛央视

《中国诗词大会》河南赛区面

试选拔活动。这将会是一场

诗意盛宴，让诗词用起来、活

起来、火起来。

“ 焦作已有14万人报名参赛

人生自有诗意，诗意岁
岁相期。今年4月底，河南
省教育厅主办的2023年河
南省诗词大赛正式启动报
名，这标志着备受社会关注
的一年一度的诗词盛宴华彩
开幕。同时，央视《中国诗词
大会》河南赛区的选拔活动
一并启动。

大赛由河南省教育厅主
办，中共焦作市委宣传部、焦
作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焦作市教育局承办。大赛设
立组委会，负责大赛的组织
协调工作。

本届大赛分个人赛和团
体赛。个人赛分小学生组、
中学生组、大学生组、社会人
员组四个组别。团体赛不分
组别，由参赛单位挑选优秀
选手，组成团队参赛。

大赛内容以小学、初中、
高中语文教材内的诗词篇目
为主，适当拓展。主要考察
选手对中华经典诗词的积
累、理解、赏析、运用能力。

选手可关注河南诗词大
赛公众号，从河南诗词大赛
下方“大赛平台”进入“大赛
入口”，通过手机微信端进行
报名。一个赛手只能报名一
次，严禁重复报名。

2023 年河南省诗词大
赛报名通道将于 5月 22日
24时关闭，大赛报名已进入
倒计时，错过报名的，就要等
明年再参赛了。

想登上央视舞台吗？满
腹诗书的你，可千万别错过
本次报名的好机会。

5月 27日至 28日，“大
赛海选”将准时开启。

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了

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4
万人报名参赛。

诗词大赛为何为花落焦作

我市是继洛阳、南阳后
承办河南省诗词大赛、央视
《中国诗词大会》河南赛区的
选拔活动，这无疑是对焦作
厚重历史文化的认同和肯
定，诗韵流光里，焦作历史文
化魅力尽现。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
无力百花残”“草树知春不久
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才
华横溢的焦作诗人，在中国
诗歌史上留下一首首经典诗
词，让诗歌深深地融入焦作
人的血脉，更成为《中国诗词
大会》的“常设嘉宾”。每一
季，焦作籍诗人都会成为考
题，都会成为节目嘉宾热烈
讨论的诗人。

《中国诗词大会》诗意开
场词一直被大家钟爱，来自
焦作的诗人韩愈、李商隐为
开场词贡献不少。

今年第一场“欢喜”主题
中，韩愈的诗被用作开场词：
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
满皇都。《中国诗词大会》，我
们来啦。

第五场“先生”主题中，
开场词中再次启用韩愈的
诗：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
受业解惑也。让我们知道了
良师何为。

晚唐诗人李商隐也不甘
落后。

在第七场“心动”主题
中，被称为中国写爱情诗最
好的诗人李商隐的诗亮相开
场词：“‘身无彩凤双飞翼，心
有灵犀一点通。’那是一见倾

心。”主持人龙源满怀感情地
说。

“画中有诗”环节也是
《中国诗词大会》的创新，在
这个环节，李商隐的《夜雨寄
北》中的“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成为考题。

这两位焦作诗人的很多
诗都成为考题，不胜枚举。

“每次看到焦作诗人的
诗出现在《中国诗词大会》
上，我感到很骄傲、自信，学
诗的热情更高了。”我市诗词
爱好者秦继利说。

热爱诗词浪漫焦作

这两项大赛在我市举
行，还和我市浓厚的诗词氛
围分不开，和以往我市选手
在河南省诗词大赛取得的好
成绩分不开。

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
以往我市选手经常在河南省
诗词大赛中夺得一等奖、二
等奖。仅去年，我市就有多
名选手参加央视《中国诗词
大会》河南赛区的选拔活动。

早在2016年，我市市民
王鑫就成为了《中国诗词大
会》“百人团”中的一员。

当年 21岁的王鑫还是
河南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
王鑫告诉记者，他是经过了
五轮面试才晋级成为“百人
团”一员。

需要储备多少首诗，才
可能成为“百人团”的一员
呢？王鑫的答案是1000首
诗。

据王鑫介绍，妈妈送给
他的第一本书是《唐诗三百
首》，不仅每天教他背诗，还
要求他每天必须背会一首诗
后才能睡觉。妈妈的严格要
求，让他爱上了诗词，参加比
赛前，他已经熟背1000首诗
词了。

王鑫最喜欢苏轼，觉得
苏轼的诗词和他的为人一
样，非常豪放、大气。在王鑫
看来，苏轼随便画几笔，就成
了湖州画派的创始人；随便
练练字，就能成为和黄庭坚
等人齐名的书法家；小火慢
炖猪肉，就做成了一道经典
菜——东坡肉；悼念原配妻
子王弗的《江城子·乙卯正月
二十日夜记梦》更成为“千古
第一悼亡词”。

此外，王鑫还非常喜欢
李白，尤其是李白的《侠客
行》，张口就能轻松地背下
来。“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洒
脱、豪放的人。”

王鑫说，诗词还是他的
旅游指南，他经常跟
着诗词去旅游。比
如，因杜牧的“春风十
里扬州路，卷上珠帘

总不如”，他特地去了一趟扬
州；因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
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他又
去了苏州寒山寺；因汤显祖
的“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
州”，他和朋友一起去了安徽
宏村。

王鑫“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希望更
多的人爱上诗歌，并过上诗
意生活。

诗词已融入我市很多人
的生活中。

在公园里，你会经常遇
到正给父母背诗的小朋友或
鼓励小朋友背诗的家长。他
们边走边背，成为一道流动
的诗意风景线。

放学时，我市很多中小
学校的“散学歌”，不是“歌”，
而是“诗歌”。记者多次看到
解放区丰泽园小学的学生放
学后一起唱“诗歌”，这些诗
歌有《静夜思》《满江红》等，
让“经典咏流传”。

该校校长王迎军说，“和
诗以歌”的形式，让师生们通
过音乐和诗歌的融合，达到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目的，
让师生亲近诗词，诵读经典，
收获知识和智慧，并让师生
奠定美好的人生底色。

在我市很多校园、社区，
墙上都写有诗词，让美好的
诗词变得“触手可及”。

今年年初，焦作晚报发
起的吟诵《满江红》活动，更
是一呼百应，他们通过吟诵
荡气回肠的《满江红》，感受
家国情怀和古诗词的魅力。

这两项赛事花落我市，
也引起我市很多文化学者的
热议，新当选的市作协主席
暗香说，在中国数千年的灿
烂辉煌的古典文学长河中，
诗歌无疑是最璀璨瑰丽的一
颗明珠，两项大赛结缘焦作
是对焦作传统文学的肯定，
它一下子唤醒了我们对传统
经典的回忆，我们当代焦作
作家，也会通过诗词及文学
创作更好地服务地方文化建
设，在增强市民文化自信中
为城市发展注入精气神。

来焦作，去赴一场诗词
之约吧！感悟中华诗词中的

“人间欢喜”，共赴文化基因
里的“宇宙浪漫”。一同出
发，怀抱对诗词和生活的热
爱，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
下看山河。

图① 市龙源湖公园里
的韩愈像。

图② 以诗人名字命名
的公园。

本报记者 赵改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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