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联大工会搭桥办厨艺大赛

大学教师心中的家乡味道是
什么样？ 让他们走下讲台走向灶
台， 能否做出老味道？ 昨天， 北
京联合大学举行 “和谐联大 温
馨家庭———家乡的味道” 第六届
“厨厨动人” 青年教职工厨艺大
赛， 近百名教职工一番忙碌， 最
终端出色香味俱全的佳肴让评委
啧啧赞叹。

本次活动以 “家乡的味道 ”
为切入点， 要求选手做出烙饼和
热菜各一道， 所选热菜要能体现
家乡风味特色， 在60分钟内完成
准备和烹制工作。 比赛吸引了全
校21个单位及3对双职工家庭代
表近百名青年教职工参加， 校党
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付晨光来到
现场为参赛老师们加油。

“一斤面一般放6.5两到7两
水……” 比赛开始前， 旅游学院
行业特聘教师、 国家级大厨王春
耕演示了烙饼的制作过程， 台下
教职工听得极为认真 ， 有的还
拿 笔 记下要点 ， 胆大的干脆走
上讲台， 在大师指点下先试手制
作了一遍。

比赛开始后， 各队选手分工
明确， 有条不紊相互配合， 现场
忙而不乱。 面筋塞肉、 侉炖鱼、
蚝油豆腐……一个双职工家庭为
了把参赛作品 “萝卜丸子汤” 做
得精益求精， 赛前特意做了一周
这道菜， 做好后让家人、 邻居品
尝提意见。

北联大管理学院学生办辅导
员孙旸在北京长大， 但祖籍为江
苏， 所以这次她把参赛作品定为
南方特色菜面筋塞肉。 “春节回
老家时我会给老人做这道菜， 在
自己家也经常做， 还算有把握。”

因为平时工作较忙， 她做饭的次
数不多， 饼只会做摊鸡蛋饼， 这
次有机会跟着大师现场学习烙
饼， 她兴奋地通过微信跟爱人汇
报， 对方调侃 “以后家里烙饼就
由你承包了。”

机器人学院的刘畅是河南
人， 家乡离黄河不远， 于是决定
做一道 “黄河侉炖鱼块”。 能站
在当天的赛场上， 她可是 “过五
关” 角逐而来。 原来， 机器人学
院 工 会 发 布 比 赛 信 息 后 ， 教
师 参 赛意愿踊跃 ， 数量大大超
出2个参赛名额， 工会特意办了
一场初赛， 二三十位教师端来得
意之作， 大家一起品尝， 最终选
出两道最佳菜肴代表学院参赛。
“我们学院是几个院系合并而来，
教职工之间原来不太熟悉， 通过
工会组织搭桥 ， 我们得以聚在
一 起 交流感情 ， 加强了联系 ，

也舒缓了工作压力， 所以工会的
活动特别受欢迎， 大家都很愿意
参加。” 刘畅说。

最终， 根据口味与质感、 风
味与特色、 工艺与技巧、 色泽与
形态、 操作与规范、 营养与健康
等标准， 旅游学院工会和机器人
学院工会获得金勺奖， 旅游学院
餐饮管理系获得特殊贡献奖， 三
对双职工家庭获得特别展示奖。

自2012年起， 北京联合大学
青年教职工厨艺大赛活动连续举
办六届， 得到了全校广大青年教
职工的积极响应， 成为学校教职
工 “健康幸福提升工程” 的品牌
项目 ， 营造了 “和谐联大 温馨
家庭” 的浓厚氛围。 此次活动由
北京联合大学校工会主办、 校教
职工美食与健康协会承办、 旅游
学院餐饮管理系和校后勤保障中
心协办。

两名工人正在爬上梯子，准
备查看电线线路， 这不是施工现
场，而是一张水彩画中的风景。20
余张明信片大小的水彩画手稿，
完美还原了施工现场的情景。

在历史文化气息浓厚的史家
胡同和内务部街 ， 随着时代发
展， 路边支起了不少电线杆， 居
民一抬头总能看到蛛网般的电线
交织。 如今， 东城区朝阳门街道
这两条胡同启动架空线入地工
程， 工程完成后， 居民抬头就能
看到最美天际线。 这项工程得到
了不少居民的支持， 其中史家社
区居民张迎星利用业余时间， 用
画笔记录着每天的施工画面。

“我从事建筑工作， 对施工
队的工人们有着特殊感情， 他们
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人， 我希望
通过作品向他们致敬， 向他们为
城市建设的付出表示感谢。” 张
迎星每天不管是上下班还是出门
买菜， 只要路过施工现场， 都会
用手机拍摄下现场的照片， 作为
素材用于创作， 在施工启动不到
一周时间里， 已经拍摄了100多
张图片， “我希望能完整记录下
施工的全过程， 到时候可以从我
的作品中看到家门口的变化。 未
来还有其他的改造工程， 我也会
坚持画下去。”

架空线入地工程将对电线杆
上的输电线路进行落地改造， 目
前已经对史家胡同和内务部街需

要改造的建筑进行拆除， 新设备
已经全部到位， 埋管工作正在进
行中， 工程预计将于2018年上半
年全面完成。 国家电网负责人介
绍： “面对诸多不利条件， 国家
电网公司制定完善的工程方案及
工作要求， 加大人力物力投入，
避免对外限电， 尽最大可能保障
史家社区和内务社区的居民正常
用电， 全力推进工程计划。”

对于架空线改造， 张迎星也
说出自己的感受： “我认为自己
更应该记录身边的美好， 不需要
走遍大好河山， 家门口的这些改
变才是最美的风景。 这些年来，
史家胡同经历了 ‘煤改电’ 改造
工程、 院落提升工程、 实行垃圾
不落地以及现在的架空线改造工
程， 这一切惠民工程让我身边的
邻居们无不拍手称快， 我坚信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共同实现中国
梦就在我们眼前。”

据东城区“百街千巷”办公室
副主任王涛介绍，史家胡同电力、
路灯线已经完成穿新线， 等通信
线缆入地后， 再进行撤线拔杆。
2017年，东城区将完成496条支路
胡同通信架空线入地及规范梳理
工作。 2018年，东城区主次干路的
强电电线将全面入地，包括117条
主次干路和9条二环快速路；2019
年， 将全面完成通信线缆入地及
梳理工作， 包括东城区1005条背
街小巷和178条主要大街。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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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尼木三绝”亮相京城

□本报记者 边磊

伴随着悠扬的藏乐， 藏族同
胞们或手工制作藏香， 或手工制
作雕刻， 或手工印制经文……11
月24日， 由北京市顺义区委、 顺
义区人民政府、 拉萨市尼木县委
员会 、 尼木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京藏牵手·铸梦尼木” 顺义———
尼木文化展在北京传统文化艺术
中心开幕。

本次展览为期7天，将从“遇
见尼木、传承尼木、生态尼木、铸
梦尼木、 展望尼木”5个章节展示
西藏尼木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原
生态的雪域风光、 独特的民俗风
情和深厚的援藏情谊， 共有几百
件优秀的手工艺作品、 摄影作品
同时登展亮相， 为首都各界呈现
一场别具一格的雪域文化盛事。
展会还将组织非遗制作技艺活态
演示、项目体验，高原净土健康产
品推介会、试吃会，邀请首都各界
人士近距离感受藏尼纸、 尼木藏
香和普松雕刻 “尼木三绝” 的风
采， 共同探讨尼木文化产业和其
他领域的合作创新、发展趋势，助
推尼木脱贫奔小康。

拉萨市尼木县委书记杜国君
表示， 此次尼木进京办展， 将让
首都了解尼木， 帮助尼木的特色
产品进京， 带动当地的旅游、 文

化及产业发展， 这是帮助尼木的
发展出谋划策、 在脱贫的道路上
进行的有益尝试。

顺义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
霍光峰表示， 近一年的时间， 双
方的交流交往不断深化。 顺义广
泛动员各届力量， 聚焦 “建档立
卡人” 脱贫， 积极支持尼木农民
合作社产业扶贫项目 ， 镇 （街

道）、 企业开展 “一对一” 镇村
两级结对帮扶。 顺义区总工会等
群团组织围绕尼木特色产品进京
发出 “首张扶贫订单”。 以顺鑫
农业为代表的顺义国有企业围绕
建立特色产品基地、 开发电子商
务平台等方式拓宽扶贫产品销售
渠道。 教育、 医疗等专业人才培
训、 人才培养工作也启动在即。

□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史家胡同、 内务部街架空线入地工程启动

昨天， 石景山区鲁谷社区七
星园社区3位 “老街坊” 防范消
除安全隐患队队员与专业消防人
员一起来到七星东街， 对安全隐
患突出的 “三合一” “多合一”
场所进行排查、 整治。

在路口拐角向南的 “物多多
超市”， 消防执法人员发现超市
里堆积大量货物， 执法人员掀开
一间小屋子的门帘， 发现店主一
家也生活在这里。 鲁谷社区安全
科科长张桂勇表示， “这是典型
的 ‘三合一 ’ 场所 ， 经营 、 仓
储、 生活等功能集中在一起， 一
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 且多在居民楼下， 发
生火灾也影响其他居民的安全。”

“本次执法中发现的安全隐
患就是 ‘老街坊’ 防消队员在巡
查时发现的。” 防消队队员王钢

在第一时间报名参加了防消队，
现在他所在的七星园社区已有30
多名防消队员。 同时， 防消队队
员还向周边居民发放倡议书， 倡
导老街坊们积极行动起来， 打通
生命通道， 整治消防隐患。

据悉， 目前石景山区已在全
区151个社区组建了 “老街坊”防
消队， 通过帮助群众树立安全意
识、 对影响社区公共安全的行为
进行劝导督改、 及时向街道社区
报告巡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等方
式， 与专业消防部门一起构建专
业消防力量+社区微型消防站+
“老街坊防消队” 的三级安全网
络。同时，即日起至2018年2月底，
石景山区将开展为期100天的严
查整治行动，重点严查工业大院、
“三合一”、“多合一” 场所等12个
重点领域，全面整治安全隐患。

居民“画”说生活变化

□本报记者 唐诗 通讯员 王祝炫

石景山老街坊防消队查安全隐患

青年教师烹制“家乡味道”

11月25日， 2017北京家庭文化展示活动对一年来北京市妇联家庭
文明建设系列项目总结颁奖， 部分优秀项目进行现场展示， 府学胡同
小学学生用杯子打节奏来吟诵古诗词。 本报记者 任洁 摄影报道

杯子打节奏 吟诵古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