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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改玲赵改玲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今年8月8日，我们
迎来了第十六个“全民健身日”。2024年巴黎奥运赛场上，中国体育
代表团奋勇拼搏，激发了广大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我市围绕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纷纷组织开展主题活动，将赛事活动办到
群众身边，将科学健身指导送到群众身边。人人健身、天天健身、科
学健身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民健身事业向纵深发展，反映出我市
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

8月8日，秋高气爽。2024年焦作
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启动仪式暨
博爱县“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在博爱
县体育馆举行，借助大家关注奥运、支
持奥运的热情，共同助力“全民健身与
奥运同行”。

启动仪式上，来自博爱县的健身
团队为观众展示了健身气功、鞭陀、健
身操（舞）、广场舞、健步走等。参加展
示的既有少年儿童，也有退休人士，大
家健身的投入热情，感染了现场的每
一个人。

“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为何会选
在博爱县举行？博爱县全民健身活动
是焦作全民健身活动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博爱县群众体育活动如火
如荼，荣获“全国群众健身工作先进单
位”，入围“全国全民运动健身工作模范
县”创建名单；“村BA”球王争霸赛河南
赛区签约博爱县，成功承办2024年河
南省新春气排球联谊赛；在西张赶村与
文旅结合，建设社会化运营攀岩项目，
努力打造攀岩特色县；在学校开设攀
岩、武术、手球等特色教学课程，分别在
小学、初中、高中同时打造攀岩场地，成
为全省唯一一个覆盖小学、初中、高中
全阶段的攀岩特色县。

运动是健康的基础，而健康则是
快乐的源泉。全民健身活动是一项国
家倡导、社会支持、群众参与的社会系
统工程。这次开幕式和展示活动后，
群众喜闻乐见的武术、篮球、足球、乒
乓球、羽毛球等一系列比赛项目将一
一拉开序幕，市体育局也希望广大群
众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享受体育
健身带来的健康和快乐，掀起全民健
身新热潮。

乐享免费健身大餐

本届奥运会，中国游泳队创造历
史，尤其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
上，打破了美国队40年对该项冠军的
垄断，极大提振了国人士气。因奥运
会游泳赛事的加持，“全民健身日”免
费对市民开放的市太极体育中心游泳
馆人气爆棚，大家乐享免费的游泳大
餐。

据市体育场馆中心负责人介绍，
在“全民健身日”当天，市太极体育中
心游泳馆、健身馆、体育场，市体育中
心体育馆、体育场营业时段免费向公
众开放。

“练拳一定要先热身，否则容易受
伤。”8月5日，在焦作“人才之家”，社会
体育指导员谷慧玲免费教小朋友及家
长习练太极拳。开展科学健身指导，也

是“全民健身日”的一项内容。
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负责人

称，在“全民健身日”前后，该协会将持
续开展各级各类社会体育指导员进社
区、进基层科学健身指导服务，推动运
动员进学校和社区开展健身指导。同
时，各县（市、区）将以“运动进乡村·健
康伴你行”为主题，积极开展全民健身
志愿服务主题示范活动，指导农村群
众科学锻炼，增强健身意识，提高身体
素质，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健身需求，推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城
乡均衡发展。

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去哪儿健身，是群众关心的问题。
我市各地因地制宜想对策，推动全民健
身场地设施强基础、提质量、优服务、增
效益。大型场馆更加亲民，“10分钟健
身圈”举步可达，“国球进公园”“国球进
社区”惠及更多基层群众……截至
2023年年底，我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达2.62平方米，位居全省第三位。

“体育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深入
人心，人人参与运动、全民参与健身蔚

然成风，促进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

在我市举行的行走大运河赛事，得
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村BA”等富
有“泥土味”的群众赛事走红我市，凸显
乡村体育文化活动的深厚基础，彰显乡
村全面振兴的精气神。

前不久，在温县太极拳祖祠举行
的太极拳国际交流大赛，不仅吸引来
自全国各地的太极拳爱好者，还吸引
不少外国友人。太极拳等独具中国特
色的体育项目成为群众健身“新宠”，
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让人们
在强身健体的同时焕发奋斗热情。

我市还通过举行河南省首届南太
行越野赛，积极开展“跟着赛事去旅
行”“国球进社区”“赛事进景区、进街
区、进商圈”等活动，使群众身边的赛
事活动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可感可及，
同时做好“体育+旅游”深度融合文章，
让赛事“流量”变消费“留量”。

全民健身，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
族未来。少年强则中国强，体育强则
中国强。在今年举行的市运会上，专
门开设青少年竞技组，让更多青少年
参与其中，享受运动之乐。

全民健身绘新景

接下来，市体育局将持续加快构
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一是在建设体育场地设施上下功
夫。推动体育设施建设不断更新完善，
推动人均体育面积稳步提升。二是在
丰富赛事活动载体上下功夫。要进一
步提升赛事品质、优化赛事格局、培育
赛事品牌等，建立多层次、多样化群众
性赛事活动体系，因地制宜打造“一县
一品”，推动社区运动会、全民健身大
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向基层下
沉。三是在提高服务保障水平上下功
夫。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
动，通过加强业务培训、提升服务水平，
激活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发挥体育网
格员作用，努力打通基层体育服务和体
育治理“最后1公里”；要积极学习借鉴
先进经验，发展和壮大基层体育社会组
织，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开展专业化赛事
活动和体育服务，推动更多体育项目推
广普及；要持续推动体卫融合深度发
展，以深化体医融合为契机，构建“体育
医院（一核）+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多
点）”的社区运动健康服务网络，创新我
市“体育+”模式内涵。

人人参与体育，体育造福人人。
踏上新征程，全民健身事业必将蓬勃
发展、再上层楼。

图① 博爱县空竹舞龙艺术团成
员在表演节目。

图② 参加展示的健身团队。
程 全 林 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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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焦作》

本报讯（记者齐云霞）赋能企业创新转
型、擦亮品牌文化底色，凝聚怀川品牌力
量、助推焦作经济高质量发展。日前，在市
人民医院对面，马家大爷牛肉面的升级品
牌——清化街牛肉面店开始试营业。它是

“清化街”第一家门店，该品牌店面以线
上+线下的经营模式，将具有怀川特色的
美食文化传播出去。

食在怀府，味在清化。“清化街”这个品
牌是沁园春大酒店董事长、总经理王军在
兰州牛肉面创始人陈维精后人陈九如的指
导下，还原了200多年前牛肉面原汁原味
的口感。2019年，王军注册了“清化街”这
个商标，并酝酿了很长时间，挖掘、筹备、研
发具有怀川特色的美食。在国潮风盛行的
当下，王军将马家大爷牛肉面这个餐饮老
字号升级变身“新国潮”，并借助线上平台，
通过数字化运营等新媒体手段，开辟年轻
市场拥抱“新消费”。

为推广怀川特色美食文化，多年来，王
军不断挖掘客户新需求、激发市场活力，点
燃百姓消费热情。而推广老字号焕发更大
的魅力，不仅要理论创新、产品创新，还要
改变运营模式，拥抱新的平台。

“我们通过‘清化街’，将进一步助力老
字号焕发新活力，也将进一步繁荣怀川餐
饮美食文化。”王军说，“清化街”共分两部
分：一是清化街休闲食品区域，二是清化街
地方特色餐饮。

对于王军来说，清化街牛肉面如同黄

河水一般，流淌在每个人的心间。今天，这
一碗小小的牛肉面背后的美味之道、创新
之道、产业升级之道，让它变得越来越美
味，越来越知名。

“我们会根据市场需求和消费者的评
价来调整产品，在保留传统技法的基础上
不断改良和创新。”王军说，清化街地方特
色餐饮又分清化街牛肉面和清化街水席。

“清化街”不论是从装修风格和整体经营
上，都具备时尚、快捷等很多流行元素，店
里除了牛肉面外，还有年轻人喜欢的土豆
粉、米粉、牛肉丸子等。菜品口感上除了更
适合年轻人外，还传承了传统美食的健康、
自然、绿色等特点。

近年来，“清化街”开启了清化街方便
牛肉面的制作和销售，这也是第一款“清化
街”的地方特色食品。据介绍，今后还会推
出清化街牛肉丸子、清化街姜糖糕等各种
地方特色美食。随着店面的铺开，这些地

方特色食品也会走向各地，向消费者展示
怀川美食独有的风味。

为此，“清化街”将针对直营、连锁等经
营模式的不同情况，从人才培养、经营机
制、品牌塑造、供应链打造等方面加强管
理。

王军表示，“清化街”会在传统文化和
美食传承基础上再创造，文化氛围的营造
也是门店未来发展重要的方向，提升消费
者对非遗文化的美感体验，用文化营销扩
大品牌影响力。“清化街”将继续秉承用怀
川饮食文化打造品牌的企业理念，以顾客
至上、以员工为本，不断提升服务和产品品
质，打造属于焦作的餐饮文化品牌，进一步
促进地方餐饮业繁荣，为推动焦作文化产
业和旅游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图①② 清化街牛肉面店推出的特色
美食。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焦作的面食中有一种面
条绝对值得一尝，那就是博爱
浆面条，略微酸酸的醇厚味
道，除了给你味蕾上的享受

外，还有一种暖暖的家的味道。
今年60岁的王艳萍用这道美

食不但支撑起了自己的家，而且为
自己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8月6日17时许，记者来到市烈士
街光源电脑城对面王艳萍经营的博爱
王氏浆面条店里。此时，店内已有食客
在用餐。王艳萍坐在正对店门的桌边，

不时和店里的食客搭几句话。看到有人
来，她便起身招呼，让人有一种回到家的感
觉，亲切而温暖。

记者看到，不大的店里摆了五六张桌
子，食客一般会要一碗店里独有的浆水和
浆面条。王艳萍会先端上一碗放了白糖的
浆水，让食客慢慢喝，然后再到后厨做浆面
条。她家的浆水非常讲究，酸但不是醋的
干酸，而是淡淡的酸中透着清香。

做法简单的浆面条，又称浆饭，是博爱
独有的一道风味小吃。它是一种以独有技
法制作的粉浆和面条制作而成的面食，配
上黄豆、芝麻、花生碎、芹菜等，酸香可口、
健脾开胃，吃过令人回味无穷。

浆面条是否好吃，粉浆很关键。究竟
什么时候开始有博爱浆面条这种美食的，
没人说得清。但是相传东汉年间，刘秀为
躲避敌人追杀，日夜奔走，水米未进。某日
深夜，他进到一户人家讨饭，主人就用酸浆
把面条、菜叶、杂豆下锅烧熟。

刘秀觉得香气扑鼻，吃得津津有味。
日后他当了皇帝，虽然有山珍海味伺候，但
是依然对浆面条念念不忘，便命令御厨在
御宴中加了浆面条这道面食，流传至今。

“这个店我开10多年了，手艺是祖上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具体传了几代也不

知道。”王艳萍说，以前，丈夫因要照顾生病
的爷爷、奶奶，不能上班挣钱，家里有两个
孩子要上学，她就开了这家店。用特制的
浆汤+煮熟的面条+各种辅料，成就了一碗
并不简单的博爱浆面条。

酒香不怕巷子深。虽然店面地理位置
偏僻，但还是吸引一大波喜爱吃浆面条的
食客。然后，你传我、我传他，王艳萍店里
的生意红红火火，食客络绎不绝。忙时，她
也请了几个帮工一起干活。

如今，王艳萍的孩子们都有了各自的
事业，她也感觉轻松了许多，生活也开始惬
意起来。“我现在有些‘摆烂’了，就这几张
桌子，自己一个人连做带收拾，不再像以前
那样忙碌，只为给生活找点事儿做。闲暇
时，我和相熟的食客聊聊天，这种日子悠闲
而自得。”王艳萍笑着说。

18时后，店里开始热闹起来，互不认
识的食客在这小店里听到感兴趣的话题，
好不拘束地聊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烟火
气十足。

左上图 酸香爽滑的博爱浆面条。
本报记者 齐云霞 摄

破解增长密码，赋能牛肉面品牌转型升级

“清化街”品牌第一家线下店正式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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