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招餐饮、制造业、食品加工、装修建筑等人员，月薪
1.5万元以上，每年有半个月的探亲假，合同期是3年至5
年，期满后雇主会每年返还2万元左右的国民年金。18岁至
39岁，身体健康、无犯罪记录的男女均可报名。资质公司办
理，安全可靠。有意者请咨询：15839123398尹老师

韩国大量招工
虚 位 以 待
期待你的加入

房屋
出售

现出售峰尚国际小区精装复式楼一套，建
筑面积79.5平方米，六楼，证件齐全，与焦作万
达广场北门和锦祥商业街隔丰收路相对。小区
配套设施齐全，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
电话：13503911215

我公司在高新区文丰路有厂房
6400余平方米、土地1.5万平方米，对
外出租，价格优。电话：13782610532

厂房土地出租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5839166889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8797222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广告

个人求职、企事业单位招
贤纳士，敬请留意或刊登
分类招聘广告

招全国各区、各县宣传
总经理，条件不限，培训2
小时，招聘长期有效。
地址：河南省武陟县木城初中西邻
手机：19939142562

招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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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中国
科学院专家19日在北京介绍国内首
次在轨水生生态研究项目进展情
况。空间站小型受控生命生态实验
组件由神舟十八号航天员转移至问
天舱生命生态实验柜中开展实验后，
目前在轨运行稳定、4条斑马鱼状态
良好。

4月25日，神舟十八号载人飞船
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随3名
航天员一起进入太空的还有4条斑
马鱼和4克金鱼藻，用于在轨建立稳
定运行的空间自循环水生生态系统，
实现我国在太空培养脊椎动物的突
破。

据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郑伟波介绍，目前，航天
员成功开展了两次水样样品采集和
1次鱼食盒更换操作，发现了斑马鱼
在微重力环境下表现出腹背颠倒游
泳、旋转运动、转圈等定向行为异常
现象。后续，科学家将利用返回的
回收水样、鱼卵等样品，结合相关视
频开展空间环境对脊椎动物生长发
育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同时为空间
密闭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研究提供支
撑。

19日上午，由中国科学院学部
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主办，中国
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承办的“天地共播一粒种——青少
年与航天员一起养斑马鱼”科学教
育活动暨2024年中国科学院空间
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公众科学日
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旨在充分
发挥空间站科技资源优势、搭建科
学探究实践平台，组织青少年设计
研制可供4条斑马鱼生活一个月的
地面小型密闭水生生态系统，并进
行科学观察。

活动现场，科学家将斑马鱼样品
赠予同学们并回答问题。“斑马鱼作
为‘模式生物’，与人类基因组相似度
高达87%，可以作为许多人类疾病的
研究模型。同时，与航天员一样，斑
马鱼成为‘鱼航员’也需要通过生长
阶段、活性、健康等层层选拔。”中国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高
鸿说。

同心共济 携手共赢
——中国—中亚合作在高水平开放中稳步向前

中国“太空养鱼”进展顺利

“鱼航员”
状态良好

19 日上午，占地
面积约800亩的中亚公园在
西安建成开放，成为西安与
中亚人文交流的新窗口。

2023年5月在西安召开
的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成
为双方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为双方合作搭建了新平台，
中国同中亚国家的关系迈入
崭新时代。一年来，中国中
亚合作快速发展，呈现出全
面推进的良好势头，中国—
中亚命运共同体更加紧密。

“

通道更联通

从今年4月开始，乌兹别克斯坦中
国旅游发展协会驻中国首席代表高龙
异常忙碌。“从4月的广交会到5月的
上海国际旅游交易博览会，我们协会一
直都在积极参与经贸与文化交流活
动。”高龙说，现在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中
国企业向该协会咨询如何在中亚投资，
中亚企业也对拓展中国市场动力十足。

日益完善的交通条件让中国和中
亚国家的交流更加便捷，52岁的高龙
对此深有体会。“1991年，我到吉尔吉
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留学，那时候从西
安到比什凯克需要6天5夜。由于交
通不便，许多留学生都是两三年才回一
次国。”高龙感慨道，目前，西安、乌鲁木
齐、成都等城市开通了飞往中亚的航
线，“拉近”了中国与中亚的距离。“去
年，通过我们协会赴乌兹别克斯坦参加
商务和旅游活动的有6000多人次，今
年的人数预计还会更多。”他说。

“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陆上
“钢铁驼队”飞驰不息。得益于中欧班
列的便利服务，2023年，中哈铁路货运
量增长22%，达到2800万吨。

在位于西安国际港站的哈萨克斯
坦西安码头，即将运往哈萨克斯坦的中
国制造新能源汽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今年2月，作为中国—中亚峰会重
要合作成果之一，由西安自贸港建设运
营有限公司和哈铁快运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建设的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正式
投运，至今已有超过1.8万吨的货物在

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中转。
“哈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明显提升了

西安到中亚地区班列的发货效率，正成
为中哈贸易合作共赢的新亮点。”西安
码头运营方中哈(西安)商贸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谢天说。

商贸更畅通

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爱菊健康
生活体验馆里，来自中亚国家的啤酒、
蜂蜜、饼干、糖果等商品琳琅满目，咨询
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今年五一假期
前，体验馆首次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冰淇
淋，让许多西安市民有机会品尝不同风
味的夏日清凉。

“这些来自中亚的进口食品，大部
分都是‘坐着’中欧班列来的。我们体
验馆的销售额中，中亚产品占40%以
上。”爱菊集团副总经理刘东萌说，中国
—中亚峰会召开以来，西安市民对中亚
国家的认识度明显提高，带动了中亚优
质商品的销售。

选购商品后，市民陈锋来到体验馆
的美食街区，点了一份“biangbiang
面”。“听说这里的面条是用产自哈萨克
斯坦的面粉做成的，就想尝尝鲜。”对于
能在家门口体验到中亚味道，陈锋说这
让他体会到了开放交流的实惠。

“越来越多中亚地区的商品搭乘中
欧班列来到国内，丰富了消费者的购物
选择。”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袁小军说。

与中亚地区接壤的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的阿拉山口口岸，每天黎明时分便
开始忙碌。今年前4个月，阿拉山口铁
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2489列，
同比增长17.1%。

商贸流通，互通有无。2023年年
底，32吨延安苹果经霍尔果斯口岸出
口至哈萨克斯坦，这是延安苹果首次出
口至中亚国家。西安市三秦果业有限
公司今年打算将猕猴桃销售到中亚市
场。该公司负责人陈博说：“中亚地处
亚欧大陆腹地，我们希望借助这个中转
站开拓更大的市场。”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不止
在农产品。在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位于西安的车间内，重型卡车正在
生产线上组装。2023年，陕汽向中亚
国家出口了 7500 多辆车，同比增长
110%。

越来越多的日用百货、机电设备、
电子产品、农副产品等“中国制造”正在

走向中亚。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
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达894亿美元，同
比增长27%。

民心更相通

22岁的迪娜孜将于今年9月来到
西北工业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我迫不及待地想去西安，到时候不仅
可以在先进的实验室学习，也可以领略
古城西安的文化，品尝街头巷尾的美
食。”迪娜孜对即将开启的异国求学之
旅充满期待。

2023年 10月 12日，西北工业大
学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合
作设立的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
校正式启用。迪娜孜是该分校招收的
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她将获颁
西北工业大学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
国立大学的双硕士学位。

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是
双方教育交流结出的硕果，也是中国同
中亚国家人文合作不断深化的缩影。
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学生留学的主要
目的地之一。

霍尔果斯，中国向西开放的口岸和
商贸中心，地处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
州，与哈萨克斯坦接壤。10时许，中哈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办证大厅
外，游客已排起长龙。来自中国、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游客络绎不
绝，边境购物旅游红红火火。

在合作中心5.6平方公里的全封
闭区域内，中哈两国和第三国公民无须
签证即可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出入，
中心里每人每日有8000元人民币免税
购物额。

随着中哈两国互免签证协定落地
生效，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合作中心购
物、游玩。

今年3月，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
正式启动，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现了六国
携手谋发展、并肩促合作的坚定决心。

维夏时节，中亚公园里绿意盎然。
记者在现场看到，公园里设有中亚服饰
展销区、中亚特色餐饮街区、主题雕塑
等，吸引了不少游客、市民驻足观赏。

在19日上午举行的中亚公园开园
仪式上，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执行主
任吴颖钦说：“近年来，象征着中国同中
亚国家友好交往可感可及的人文标记
越来越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新华社西安5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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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箱底的物品很多年
没用了，可这两条绸缎被子，
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回忆。这
是你外婆给我的嫁妆。”刚刚
过去的周末，李文文的妈妈
和她拉起了家常，妈妈的思
绪一下子回到了40年前。

李文文的妈妈今年64
岁，40年前结婚时，母亲陪
嫁了四床绸缎被子，她一直
珍藏至今。当时的绸缎被
面可谓是奢侈品，想买到质
量、图案好的，得托人。当
时处于物质匮乏的时代，结
婚普遍简单朴素，人们对绸
缎被面的珍视程度可想而
知。“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也
会把绸缎被面当成礼品，赠
送给新人。结婚时能收到
绸缎被面，在当时是很了不
起的事情。”李文文的妈妈
说。

当年的被子与现在也大
不相同，被面和被里是不一
样的材质，被面是绸缎的，被
里多数是棉布的。被子的尺
寸也普遍较小，里面填充的
都是棉花。现在被子的款式
可就太多了，面料、尺寸、填
充物五花八门，鹅绒被、鸭绒

被、蚕丝被、大豆被、棉花被
等，让人应接不暇。现在与
过去不变的是，被子仍是新
人结婚时的陪嫁必需品，只
是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大
家选择的余地更大了。

“1982年，你外公托人
从供销社帮我买回来这几条
被面，记得是分两批买的，一
次买两条，两条大红色的，两
条绿色的。”李文文的妈妈
说，后来，外婆又拿出攒了很
久的几十公斤棉花，精心缝
制了温暖的被子。选择缝被
子的人也很有讲究，要挑选
儿女双全的大娘大婶，属相
也要与新人合。缝被子时，
主家要拿出瓜子、糖果招待
大家，大家围坐在一起，热闹
地讨论着哪一块被面与哪一
块被里搭配起来更喜庆、更
好看，还要说一些祝福新人
的话，充满了讲究和仪式感，
气氛好不热闹。

绣有龙凤呈祥图案的绸
缎被子缝好后，漂亮极了。
结婚后，李文文的妈妈舍不
得用这些被子，攒下两条一
直在箱底珍藏着。“每年都要
拿出来晒晒，但一直没有用

过。”李文文的妈妈说，这些
年，被子换了很多条，唯独这
两条被子始终没有用过。

10 年前，李文文结婚
时，妈妈也为她精心准备了
很多喜被。“现在的婚庆用品
店各种被子应有尽有，颜色、
款式多到挑花眼。妈妈为了
买到称心如意的被子，逛了
很多店，跑了好几趟，把对我
的爱都藏在了这些物品中。”
李文文说，妈妈为她准备的
被子一辈子都用不完，她也
要像妈妈一样珍藏起来。

时光在变，不变的是父
母对子女的爱。绸缎被子
陈旧了，尺寸也小了，更谈
不上时尚，但它浸透着母亲
对女儿深深的疼爱、牵挂和
不舍。那些珍藏的绸缎被
子，不仅是一种物质的象
征，更是时代记忆的载体。
如今，虽然物质条件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家庭
幸福的渴望依然不变。保
留下来的绸缎被子，每每看
见，每每触摸，都能感受到
浓浓母爱，如昨日的暖暖温
馨。

端午临中夏，时清日复
长。端午节快到了，商超、
农贸市场端午消费也迎来
了高潮。日前，记者走访我
市几个大型商超看到，各种
品牌的粽子都开始了促销
活动。在农贸市场内，销售
江米、蜜枣、粽叶等食材的
摊主忙得不亦乐乎。在端
午节时令消费热的背后，粽
子早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小吃，一年四季都非
常受欢迎。

5月17日中午，在焦东
路小学门口，一个卖竹筒粽
子的摊位被刚刚放学的孩子
们围住。摊主手脚麻利地劈
开圆柱形的竹筒，将一根筷
子插进粽子里，再在白糖上
滚一下，一根香甜软糯的粽
子就好了。孩子们举着粽
子，一口一口地咬着吃，好像
吃冰棍一样。

“以前只有端午节才能
吃上粽子，还得自己包，现
在什么时候想吃，街上、超
市随时可以买到。”等待孩
子放学的家长聊起过去的

时光，浓浓的粽香萦绕在心
头。

上了年纪的刘阿姨是
博爱人，每年端午节前夕，
她就会和妈妈去集市买端
午节用到的江米、花生米、
香料等物品。端午节家里
的长辈会搓五彩绳、缝香
囊，早早地将这些辟邪驱虫
的物件系在孩子的手腕
上。过节的前一天，长辈就
要准备包粽子用的东西，先
是把干粽叶、江米、花生米
泡在水里，第二天包粽子
用。在端午节当天，有的人
家还会炸菜角、果子。孩子
们是最喜欢过端午节的，比
谁带的香囊好看，比谁家的
粽子好吃。

周强是南方人，说起家
乡的端午节无比自豪。他
说，南方人过端午节很隆
重，家家户户不仅要包粽
子，还要煮红蛋，大人小孩
都会戴五彩绳。为了避免
被蛇虫咬，人人都要喝雄黄
酒，房前屋后插上艾草，还
要撒生石灰。村与村之间

还会举行划龙舟比赛，这个
节日有的吃、有的玩，特别
热闹。

端午节吃粽子具有特定
的文化内涵和传统意义。随
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
步，粽子逐渐突破了时令的
限制。

我市某品牌速冻食品
经销商说，现代食品加工技
术和保存技术的进步，使得
粽子可以在非端午节时期
也能方便地生产和供应。
商家对粽子进行了多样化
开发和推广，各种口味、包
装的粽子层出不穷，满足了
不同消费者在不同时间的
需求。同时，人们对于传统
食品的喜爱和文化传承意
识的增强，也促使粽子在日
常生活中被更多人接受和
喜爱。

如今，粽子不再仅仅局
限于端午节，而是在全年都
能看到它的身影，成为大众
喜爱的小吃之一，这也体现
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
传承与创新发展。

塔北路

一条路串起的烟火气
本报记者 朱颖江

粽子变身小吃四季“通吃”
本报记者 朱颖江

当年的绸缎被子，你是否珍藏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藏
在夜晚里的精彩拉开序幕。
约上家人或者三五好友，相
聚美食街，享受各种美味，一
天的劳累在美食中烟消云
散，惬意的生活场景成为塔
北路一道市井气息浓郁的风
景线。

塔北路是城市主干道，
因位于焦作人民英雄纪念塔
北侧，故命名为塔北路。塔
北路南北走向，贯穿东西走
向的影视路、北环路、太行
路、解放路，在城市的交通网
络中发挥着重要的联通作
用，为居民出行和日常生活
提供了便利。同时，它也见
证着城市的发展与变迁。

塔北路沿线分布着居民
区、商业区，但许多人说到塔
北路的时候，记忆深处是这
里的美食。几天前，市民郝
敏和几个好友聚会，商量找
个冷饮店吃冰激凌。说到冷
饮，她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塔
北路小崔炒冰，那可是她们
最甜蜜的记忆。

“炒冰还是那个炒冰，可
我们已经不再年轻。”郝敏回
忆起上初中时的快乐时光。
14年前，郝敏还是市实验中
学的学生，吃炒冰对她来说
还很奢侈。几个好朋友为了
吃一次炒冰，要提前两周开
始攒钱，1杯炒冰还要分成
几份。即便如此，大家也非
常开心。

郝敏说，以前的塔北路
没有现在热闹，做生意的人
不是很多，卖炒冰的也就一
家。在那个微信刚刚兴起的
时代，她们常常光顾的炒冰
店突然就火了。接着，在同
一个位置开了七八家炒冰
店。夏天的夜晚，到这里吃

炒冰要排号。即便如此，也
没有人抱怨，大家为的就是
那一口奶香和沁入心脾的冰
凉。这些年，在塔北路开炒
冰店的少了，饭店、夜市摊却
多了起来，夜间的塔北路处
处都是美食诱惑。

说到塔北路的变化，家
住中森家园的李先生感慨万
千。20年前，塔北路还是一
条无人问津的路，车少，人
少，只有周末才会热闹。因
为，塔北路是从市里到缝山
针公园最好走也是最便捷的
路。起初，塔北路与影视路
交叉口西南侧有一个群众自
发组织的露天市场，周边村
民每天清晨在这里卖菜和各
种日用品，为周边生活的居
民提供了便利。随着露天市
场规模不断壮大，严重影响
了塔北路的交通。相关部门
在塔北路与北环路交叉口西
南侧规划并建设了塔北农贸
市场，商贩进入市场经营，道
路又恢复了畅通。

“塔北路离太行山较近，
炎热的夏季这里能感受阵阵
凉风，因此，塔北路夜市摊的
生意特别火爆。许多商业街
的房子空着，这里却找不到
空房子。”李先生说。

塔北路的一天从晨曦中
苏醒，在商贩卖货的嘈杂声
中迎接生活的繁忙。午后，
经过些许宁静，在夕阳的余
晖中，夜市摊迎来了当天第
一波客人。这些夜市摊迸发
活力，汇聚成了点亮城市“夜
经济”的璀璨灯火。当生活
和美食相遇，鲜活的烟火气，
历久弥新。

上图 南北走向的塔北
路是我市主干道。

本报记者 朱颖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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