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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小米醋文化传承小米醋文化 做强宝丰醋产业做强宝丰醋产业
创建“河南省小米醋文化之乡”专栏

5月24日，记者在县城迎宾大道东段看到，县

住建局正组织人员对城区道路上的“五防”井盖加

装智慧化检测设备。截至目前，我县100套“五防”

井盖智慧化监测设备安装完成，正式“上岗”，初步

实现了窨井设施“智慧化”管理。

“城区共有各类井盖9436个，材质为混凝土和

铸铁，为进一步提高城市窨井设施安全系数，我们

从2021年10月在人民路、君文路安装了100套“五

防”井盖。”县住建局公用事业股股长台亚超介绍，

与普通窨井盖相比，这种井盖不仅防响、防跳、防

盗、防坠落、防位移，而且承载能力大幅提升，可达

50 吨以上，可有效避免井盖沉降及异响等问题。

此外，窨井盖装有智慧化检测设备，可有效监测窨

井内水位高低，一氧化碳及有毒有害气体含量。如

果井盖出现移位或者发生水浸，智能芯片立刻“报

警”，守护群众“脚底下的安全”。

“我们持续推进城区窨井设施专项整治工

作，把窨井设施专项整治与动态维护相结合。同

时，鼓励在新建及改建市政道路项目配套安装

‘五防’井盖，不断提高城市窨井设施安全系数，

切实保障好群众‘脚底下的安全’。”县住建局负

责人表示。 （史亚南）

首批100套智慧化窨井盖全部“上岗”

5月24日上午，在周庄镇马川新村一个干净利

落的小院里，县残疾人联合会委托的惠群家政服务

公司工作人员正在为张均洗发洗脚。

张均今年22岁，肢体加智力二级残疾，生活不能

自理，工作人员的居家托养服务使其外出打工的家人

减少了后顾之忧的同时，也让张均的笑容多了起来。

县残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县为帮助解决

残疾人家庭在抚养、赡养、长期康复等方面遇到的

困难，转变思路，将集中托养转为居家服务，形成了

符合我县实际的“残疾人托养居家服务六步工作

法”，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生活水平，让残疾人事业

取得更好的发展。

截至目前，我县已为周庄镇、赵庄镇、肖旗

乡、石桥镇近 100 名 18-59 周岁有托养服务需求

的重度智力、肢体残疾人士，开展了托养服务工

作，累计服务次数达 1500 次，受到了残疾人和残

疾人家属的广泛好评，用“个性化”托养服务“托”

起残疾人幸福新生活。 （袁松柳 郭跃峰）

“个性化”居家托养服务 “托”起残疾人幸福新生活

为进一步拓宽青少年学生知识

面，增强国防意识，培养同学们爱国

拥军热情，5月25日上午，县退役军

人事务局组织退役军人宣讲团到杨

庄镇王铁庄小学开展“爱国拥军强国

防，少年立志当自强”宣讲活动。

当天，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和

收复老山战斗的老英雄高丙申讲述

了当年顽强作战、奋勇杀敌的经历；

退役军人崔鹏凯讲述了自己参军的

经历及回到家乡自主创业的故事。

同学们听得热血沸腾，受到了极大的

震撼与教育，深刻激发了孩子们的爱

国情怀。 王延超 摄影报道

“烙油馍呀，最重要的是要把面和好，要想把面活好技

巧在于控制好水温……”5月24日上午，在张八桥镇职业技

能培训课堂上，培训教师正在教学员们进行面点制作。

为了帮助残疾群众掌握一技之长，提升他们的职业技

能、自身素质和自我价值，拓宽群众的就业渠道，助力乡村

振兴。当天，县残联第四期“人人持证，技能河南”在张八

桥镇开班授课。

此次培训以中式面点制作为主，为确保教学质量，县

残联特聘专业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烹饪学校中式烹调

老师进行授课辅导，学员们边听边记边实践，课堂氛围和

谐而又热烈。通过学习，学员们不但能学到了面点制作技

能，还品尝到了自己亲手制作的作品。

此次培训让残疾学员们增长了新知识，扩大了就业

门路，也为他们搭建了勤劳致富的平台。“下一步，张八

桥镇将以‘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残

疾人职业技能水平，增强残疾人就业和自主创业能力，

同时提升残疾人日常生活技能和幸福指数。”张八桥镇

负责人说。 （兰梦梦）

张八桥镇——

开展面点技艺培训 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

“请大家戴好口罩，保持 2 米距离，把户口本准备

好……”5月25日，铁路地区铁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

工作人员正在为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信息采集。

为了给老年居民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服务，实现养老

服务工作的正规化、信息化、自动化、精细化管理，连日来，

铁路地区对辖区内60周岁以上老年人开展信息采集工作，

进一步准确掌握辖区老年人信息情况，了解老年人养老服

务需求，构建居家孝老、社区助老、机构享老、医护养老的养

老服务新格局。

“通过信息采集建立智慧养老平台，全面了解老年人

人口数量、区域分布、基本信息、身体状况、养老服务需求

等，将政府和社会力量等多种资源整合起来，为制定养老

服务发展规划、推进措施、扶持政策等提供依据，有效化

解当前社会养老管理痛点和服务堵点，让老年人能真正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夕阳人群’迎来‘朝阳人生’。”铁

路地区党工委负责人说。 （王克渠）

铁路地区——

搭建智慧平台 让“夕阳人群”迎来“朝阳人生”

“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

右转！”日前，在赵庄镇政府机关

院内，伴随着一声声洪亮的口令

声，一群身着迷彩服的青年民兵

跟随着指令操练着，动作整齐、

规范标准。

训练中，民兵们个个精神饱

满，斗志昂扬，大家以一名军人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程服从

命令、听从指挥，认真对待训练

中的每一个动作要领，充分发扬

了“不怕苦、不怕累”的战斗作风

和精神。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升基干

民兵队伍整体素质，打造一支

“平时服务、急时应急、战时应

战”的民兵队伍，从5月20日起，

赵庄镇组织该镇30名基干民兵

开展集训活动。此次训练科目

主要包括集合队列、应急排快速

反应演练等内容，整个训练紧贴

近期疫情防控、防汛抗旱、夏季

禁烧等重点任务，有效提高民兵

队伍快速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增强民兵队伍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扎实推进镇村社会和

谐、经济稳定发展夯实基础。（肖艳超 雷云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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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丰小米醋起源于上古，兴盛于明清，传

承于当今。在其历史发展长河中，许多名人

志士都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冯异与醋 据《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冯

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今宝丰）人。冯异随光

武帝刘秀征战南北，荡平天下，他不与诸将论

功，独屏树下，人曰：“大树将军”，被刘秀封为

阳夏侯，后追封为二十八宿将。

东汉初期，冯异奉刘秀之命率兵北上

抗击匈奴，因水土不服，军中将士多患肠

疾。冯异命人回故里调拨翟集米醋千桶，

将士们食用后病情皆消，战斗力大增，打败

了匈奴，凯旋而归。刘秀非常高兴，赐封父

城小米醋为“宫廷御醯”，父城小米醋由此

开始名扬天下。

朱棣与醋 明成祖朱棣到汴京微服私

访，连日奔波，疲惫不堪，不思茶饭。一日，在

徐记饭庄吃饭，饭菜中添加有食醋，他吃后胃

口大开，脱口而出：“真是上乘佳作，稀世精酿

啊！”随即问店家：“这是哪里产的醋？”店家回

答说：“是宝丰小米醋。”明成祖回朝后念念不

忘，钦定宝丰小米醋为“御用醋”。

乾隆与醋 清朝乾隆皇帝，酷爱宝丰小

米醋。厨师知其嗜好，常用宝丰小米醋配以

辣椒、葱、姜、盐、香油、芫荽等调制成“酸辣

汤”，还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味羹”。

相传，乾隆帝一生六下江南，途经河南总命地方进贡宝丰

小米醋。乾隆帝曾多次命诏开封府尹加大宝丰小米醋酿制，

并赐给宝丰醋匠黄马褂一件，以示皇恩浩荡。

白求恩与醋 据《宝丰县志》记载：抗日战争时期，国际共

产主义战士白求恩大夫为八路军战士治伤，因缺少消炎药，当

时食醋未被列入战争禁品，他托郏县韩先生代购宝丰小米醋

数百斤，作为疗伤消炎的辅助物送往前线。

邓子恢与醋 1948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中原军区司

令部驻扎在宝丰。一天，时任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副政

委邓子恢和中原局秘书长杜润生对时任宝丰县委书记宋烈

说：“现在医用物资紧张，听说宝丰小米醋不错，采购一批作为

军需用品吧。”于是就派人前往翟集村购买了一批小米醋。后

中原军区移出宝丰后，邓子恢还多次派人采购宝丰小米醋，以

满足部队需要。

﹃
他
们
﹄
与
宝
丰
小
米
醋
有
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