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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进行时疫情防控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吴若雨）“感谢

您的善举，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完
全表达我的谢意……”1 月 11 日
下午，我市“95 后”青年宋蒙恩反
复读着这封由受助者家属寄来
的感谢信。最近，他刚完成了造
血干细胞的捐赠，为一名白血病
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据了解，宋蒙恩此次捐献造
血干细胞混悬液 223 毫升，成为
非血缘关系河南省第 1068 例、三
门峡市第 31 例造血干细胞成功
捐献者，同时也是 2022 年我市第
一例捐献者。

宋蒙恩今年 25 岁，是灵宝市
五亩乡宋曲村人。在郑州上大
学期间的一次献血经历中，他了
解到造血干细胞捐赠的相关知
识 ，想 到 能 挽 救 一 个 患 者 的 生
命，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中华骨
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2021 年 11 月，经中华骨髓库
检 索 ，宋 蒙 恩 的 白 细 胞 抗 原

（HLA）分 型 数 据 与 一 名 白 血 病
患者配型相合，经过高分辨检测
与 全 面 体 检 ，完 全 符 合 捐 献 条
件，他当即表示愿意捐献。确认
捐献后，宋蒙恩坚持清淡饮食，
加强体育锻炼，全面将生活作息
调整为健康模式。

1 月 5 日，欢送宋蒙恩赴郑州
捐献造血干细胞仪式在灵宝市
举行。1 月 6 日，宋蒙恩启程前往
河南省肿瘤医院。

1 月 11 日上午，宋蒙恩在河
南省红十字会、三门峡市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陪同下，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混悬液 223 毫升。我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非血缘关系的两个
人 HLA 配型成功的概率极其小，我市在中华骨髓
库录入的志愿者人数有 4000 余人，能成功捐献的
志愿者少之又少，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造血干
细胞捐献，为生命接力。

本报讯 红烧 肉 、五 香 鸡 腿 、炝 白 菜 、麻
辣 豆 腐 、鸡 蛋 汤 …… 带 着 阵 阵 饭 菜 香 味 ，1
月 13 日午间，三门峡日报社、三门峡广播电
视 台 、三 门 峡 金 玫 瑰 大 酒 店 联 合 为 部 分 坚
守在市区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人员送去可
口 的 饭 菜 ，用 实 际 行 动 表 达 了 对 他 们 的 关
爱和敬意。

当日一早，三门峡金玫瑰大酒店的厨师

和志愿者就开始忙碌起来，采购优质食材，
按 照 荤 素 搭 配 、营 养 均 衡 的 原 则 准 备 菜 品
和 水 果 。 厨 房 操 作 间 内 ，志 愿 者 与 酒 店 后
厨工作人员分工合作，将热气腾腾的 100 套
爱心盒饭装入 10 个印有“众志成城 守土有
责 ”“ 守 望 相 助 静 待 春 天 ”字 样 的 保 温 箱
内，搬运上车。随后，他们分头驱车前往湖
滨 区 涧 河 街 道 文 二 社 区 、前 进 街 道 建 西 社

区 ，经 济 开 发 区 西 苑 社 区 等 多 个 社 区 疫 情
防 控 卡 点 ，将 一 盒 盒 饭 菜 送 到 抗 疫 一 线 的
工作人员手中。

“你们的到来，增加了我们共同抗疫的
信心与决心，让我们特别感动，谢谢你们！”
文二社区工作人员高兴地说。金玫瑰大酒
店 总 经 理 张 爱 群 表 示 ：“ 疫 情 当 前 ，大 家 都
奋 战 在 一 线 ，守 护 着 社 区 的 安 宁 。 我 们 其

他的忙也帮不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没啥值得感谢的，大家吃好就行。”

短短两个小时内，志愿者们分别为 9 个
疫 情 防 控 一 线 卡 点 的 工 作 人 员 送 去 了“ 爱
心 盒 饭 ”。 报 社 志 愿 者 还 给 各 疫 情 防 控 卡
点 送 去 4 件 苏 打 水、800 个 防 疫 口 罩 以 及 消
毒酒精、防寒棉衣等物资。

（宋杰）

本报讯（记者李博）“我们现在已经到郑州
的医院了，这两天就可以安排手术，太感谢市

‘12345’政务热线了，在这个特殊时期帮助我们
渡过难关！”1月 9日，市民赵先生在电话里，激动
地向市“12345”政务热线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1 月 8 日，赵先生的爱人由于心脏病，在我
市某医院重症监护室住院时，急需转至郑州
做手术，但因疫情原因，所在医院无法派车将
其 送 至 郑 州 。 无 计 可 施 的 赵 先 生 拨 打 了

“12345”，希望得到帮助。市“12345”政务热线
接到诉求后，立即电话通知三门峡市卫健委
并派发紧急工单，要求其尽快办理。

市卫健委接到工单后，第一时间与赵先
生取得联系，安抚其情绪，并了解其爱人目前

的身体状况。随后紧急与赵先生爱人所在医
院取得联系。经了解，因疫情防控政策要求，
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三门峡需集中隔离，目
前疫情形势严峻，牵涉人员较多，故医院无法
协调人员护送赵先生的爱人前往郑州。如果
郑州市救护车来我市接病人的话需要 6 小时，
赵先生的爱人无法等待这么久。最终，市卫
健委协调让赵先生的爱人所在医院派救护车
将病人送至郑州高速口，再由郑州有关医院
将病人接至医院救治。在全力协调下，病人
及时在郑州办理了住院手续。

一个民生热线平台，三部门紧急协调，开
辟了一条救援“绿色通道”，最终为病人争取
了宝贵的救援时间，彰显了社会正能量。

图为 1 月 11 日，三门峡市中心医院医学检验中心的医务人员在 PCR 实验室里对核酸
标本进行检测。

连日来，该中心抽调 30 余名医务人员组建专班，对市区及部分县区所采集到的数十万
份核酸标本进行全天 24 小时不间断检测，争分夺秒出具核酸检测报告，并创下单日混检检
测 10万人份、单检检测 1万余人份的检测纪录。 本报记者 张朝峰 摄

本报讯（记者李攀攀）连日来，在我市
疫情防控一线，广大一线值守者不畏严寒，
冲锋在前，他们的付出深深感动着广大市
民。为了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连日来，
我市不少爱心人士积极行动起来，为疫情
防控作贡献。

1 月 12 日晚 8 时许，我市见心茶社负责
人薛姣姣、微乐琴行负责人于德建以及其
他几位爱心人士一起前往湖滨区磁钟乡的
4 个公路疫情防控卡点，为一线防疫人员送
去爱心餐。

薛姣姣表示，在近期核酸检测演练中，
看到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长期在寒冷的室外
忙碌，深受感动，当时就萌发了要为他们送
点温暖的想法。自 1 月 10 日我市取消堂食
后，闲下来的薛姣姣便和于德建以及朋友

们一拍即合，决定为一线防疫工作人员送
些热乎的饭菜。

1 月 12 日一大早，薛姣姣就和朋友们一
起到菜市场采购新鲜食材，择菜、洗菜、烧
饭……一直忙活到晚上 7 时许，又驱车前往
磁钟乡，在寒风中把热乎的饭菜送到磁钟
村、泉脑村、寺庄村（区界）、南鹿坡村 4个疫
情防控卡点一线值守人员手中。“能为防疫一
线工作做点贡献，累也值了。”于德建表示。

“ 只 要 疫 情 防 控 工 作 不 结 束 ，我 们
就继续送餐。”薛姣姣坚定地说。同行的
爱心人士也表示，马上要过年了，返乡过
年人员会大量增加，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
工作量会加大，希望他们的送餐行动能带动
身边更多的人，关爱防疫一线值守人员，为疫
情防控工作出一份力。

“近期 ，要 注 意 疫 情 防 控 ，现 在 不 能 进
行堂食……”1 月 12 日傍晚，天气寒冷，在三
门峡市区黄河路火车站附近，湖滨区车站街
道车站社区工作人员梁雪岩边挨家挨户检
查辖区商户疫情防控情况边提醒。与她同
为青年志愿者的还有 4 名大学生，他们被分
配到不同组别，共同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这 5 名志愿者大多是‘00 后’，社区发出
招募志愿者公告后，他们第一时间报名当志
愿者。”车站社区党支部书记杨宇辉介绍。梁
雪岩今年 22 岁，去年大学毕业后通过考试分
配到社区工作，主要负责来返三门峡人员信
息核查工作。 23 岁的张文清辅助梁雪岩进
行信息核查以及处理其他相关工作。21 岁的
李建成和 20 岁的张昊奇一组，主要负责老旧
小区值守工作。21 岁的秦嘉楠主要负责社区
疫情防控卡点值守工作。

据悉，车站社区作为我市成立较早的社

区，辖区内有 23 个小区，其中 20 个为没有物
业的老旧小区，社区有 1818 户 3533 人，疫情
防控压力较大。“这 5 名青年志愿者虽然年纪
不大，但他们的志愿精神感动着社区居民。”
杨宇辉表示。

自去年 12 月以来，根据疫情大数据反馈
信息，有 400 余名辖区居民从涉疫地区返回，
信息核查量非常大。梁雪岩对工作认真负
责，每天核查信息到凌晨 1 时，从未喊过累，她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确保信息准确；张文清每
天对辖区 16 个卡点的物资进行更换，每个卡
点最少要跑 4 次，她用双脚在防疫路上留下闪
光的脚印；李建成、张昊奇除了完成正常的值
守工作外，还助力辖区居民核酸检测工作，连
续几天清晨 5 时起床到室外工作；秦嘉楠带领
医护人员到居家隔离人员处进行核酸采样，
经常中午顾不上吃饭。

“我年轻，这点活不在话下。”“年轻人要
为 国 家 出 份 力 。”“ 作 为 大 学 生 ，要 有 所 作
为。”……采访中，几位年轻志愿者纷纷向记
者表示。

“面对疫情，他们无惧风险；面对挑战，他
们敢于应战。经过抗疫一线淬炼，他们成长
了很多。”湖滨区车站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大家辛苦了！我带来了香甜可口的八宝
茶，快趁热喝……”1月 8日，三门峡市亢一碗滋补
烩面创始人亢恒东积极响应湖滨区号召，前往湖
滨区湖滨街道一些社区的疫情防控卡点，为值守
人员送去慰问品。

作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亢氏滋补烩面代表
性传承人的亢恒东，20 多年来，他创建了三门峡
市老亢家食品有限公司，沿用亢氏家族传下来的
古药方，探索出了一条中药和膳食结合的路径。
成功将这项技艺申遗的同时，他也成为 9 家亢一
碗滋补烩面店的总负责人。

奔赴各地学有所成

谈起“亢一碗”，三门峡人记忆最深的可能还
是 2006 年前，坐落在市区茅津路上的一家“亢一
碗翔记烩面”。其实，这家店有着更久远的历
史。“我们家从老太爷那一代人开始，就一直在灵
宝经营着医药铺和老亢家饭庄，在灵宝有着一定
的声望和名气。1959 年，产业随着拆迁移走了。
我父亲来到三门峡市区经营老亢家饭庄。”1月 10
日，亢恒东为记者讲述着这段故事，他凭借老祖
宗留下来的一张珍贵药方，研制出烩面独特的汤
底调制方法。

亢恒东出生于 1980年，是三门峡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大王镇大王村人。20世纪 90年代，年轻
的他曾在宾馆、酒店打工，经常跟随单位到外地
学习烹饪技巧。亢恒东说，那时候他对烹饪感兴
趣，他有意识地去改良烹饪方法，研制出调制凉
菜的独特配方。他调的凉菜获得不错的口碑，很
多饭店开始争相聘请他。亢恒东还经常向他开
药铺的老姑爷请教有关中药医理上的事。

1995 年，亢恒东母亲患病，他回来帮家人料
理饭庄，其间发挥出自己研究创造的才能。“我得
知家里有一个珍贵的老药方，十分滋补，如果能
结合到膳食里，不知道会不会相得益彰？”有了这
个想法后，亢恒东找到老姑爷探讨，最终得出一
些结论。他跑到山上去采摘草药，还因此摔伤。

传统技艺与时俱进

“当时我已经有了做烩面的想法，但是烩面
汤底味道总是感觉欠佳。”亢恒东说。经过咨询
和拜访有名老中医，他得知了一种很滋补的食

材，这种食材是由大地鱼的皮经过处理制成。于
是，亢恒东踏上去往福建省莆田市的火车。在莆
田一庄户人家里，他第一次尝到了大地鱼，大地
鱼味道鲜美果然名不虚传。他根据农户的指点，
买了一些大地鱼带回三门峡，后将大地鱼的烹饪
方法进行了研改。美味滋补又开胃的烩面获得
周边许多居民的认可。

渐渐地，亢恒东将桂皮、丁香等很好地融入
配方，并将熬制方法不断改良。后来，亢恒东
注册了商标。随着不断精进的厨艺和增加的
药膳知识，他又在店里推出独具特色的“生态
跑猪蹄”和“亢一碗肉夹馍”等小吃，深受顾客
喜爱。

2006 年，由于饭店拆迁，亢恒东开始连日奔
波在市区选址。当时市中心没有合适的地点，他
只能将店开在市区虢国路上，并重新装修了店
面 。 饭 店 名 字 也 正 式 更 名 为“ 亢 一 碗 滋 补 烩
面”。迁址以后，饭店刚营业不久就遇上虢国路
修路，每天来店里吃饭的顾客少得可怜。“由于装
修开店花了不少钱，老员工们近半年的工资发不
出来，他们毫无怨言，让我十分感动。”亢恒东表
示。记者了解到，老员工们对老板亢恒东十分信
任，甘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酒香不怕巷子深。随着虢国路道路修缮完
毕，来往的人们越来越多，店里的经营情况也逐
渐好转。

挖掘品牌文化渊源

几年时间，“亢一碗”品牌的口碑越来越好，
亢 恒 东 也 因 此 结 识 了 许 多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
亢 恒 东 再 次 走 出 三 门 峡 ，到 河 南 省 各 地 品 尝

当地烩面，感受当地特色，学习老字号美食的
传承方式、技艺或服务。每次学习回来，亢恒
东 就 会 仔 细 总 结 此 行 的 收 获 。 他 告 诉 记 者 ，
这 几 年 里 ，他 仔 细 品 尝 了 100 多 家 烩 面 ，平 顶
山一家烩面馆诚信、公益的经营模式，让他感
受 颇 多 。 经 过 实 践 ，他 的 事 业 得 到 迅 速 发
展 。 此 外 ，他 还 积 极 参 加 各 项技能竞赛和产
销会。2016 年，第二家亢一碗滋补烩面在我市
开业。

“亢氏滋补烩面的食材和工艺具有独特的文
化价值，我希望传承和弘扬这项文化，与社会共
享。”2017 年，亢恒东决定在打造“老字号”和“非
遗”方面下功夫。他开始收集材料，并向湖滨区
文化部门提出“非遗”项目申请。经过 3年的搜集
和记录，他终于建立了一份完整的亢氏滋补烩面
的申遗档案。

2020年，湖滨区文广旅局认定他为区级“非
遗”亢氏滋补烩面代表性传承人。2021 年，河南
省民协公布了第八批“河南老字号”名单，“三
门峡市湖滨区亢一碗（亢记）”名列其中。其制
作技艺还升级为三门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到保存、传承和发展。其间，“亢一碗”以“众口
好调”的魅力征服了顾客，赢得了许多合作商的
青睐。目前，卢氏县和洛阳栾川都有了亢一碗滋
补烩面店。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漫长的历史中流
传下来的不仅是美食，还是一种饮食文化。亢恒
东办公室桌上的医书已被翻得破旧。他至今还
在不断钻研中医和传统烹饪技艺。亢恒东说，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爱这种美食，这便是一
个传承人坚守的意义。

日 前 ，中 国 残 联 、中 央 文 明
办、教育部、工信部等十二部门联
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扶残助
残文明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 10 项重点任务：加
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
重要论述的学习宣传；加强社会
宣传和大众传播；广泛深入开展

“全国助残日”活动；实施党员帮
扶残疾人行动；深化志愿助残服
务活动；开展扶残助残文明实践
行动；实施文化领域助残行动；促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行动；开展残
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
讲好残疾人故事，树立国家尊重
和保障残疾人权益的形象。

意见强调，要“全面部署，广
泛动员”“加强制度建设，构建长
效机制”“注重协调配合，加强工
作指导”，建立保障机制。意见要
求各级残联、文明办和相关部门
加强联系与沟通，增强协调配合，
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对扶残助残
行动工作指导，推动扶残助残行
动不断呈现新气象，不断显现新
成效，不断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残联宣文部主任郭利群
介绍，这是我国第一次对扶残助
残行动进行制度化、常态化安排，
此次意见发布将扶残助残行动与
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有利
于社会公众将扶残助残意识进一
步转化为行动自觉。 （高蕾）

近日，人社部、教育部、发展和改革委、财政
部等部门研究编制的《“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
划》（以下简称《规划》）印发并公布。

据悉，《规划》按照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要
求，与《“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相衔接，是我国
首次编制的国家级职业技能培训五年专项规划。

《规划》提出，到 2025 年要实现终身职业技能
培训制度更加完善，共建共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更加健全，创新型、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队伍不断
发展壮大，职业技能培训服务更加有效等 4 个主
要目标。

其中，具体目标是组织实施政府补贴性培训
达 7500 万人次以上，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 3000
万人次以上；新增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的人员达到 4000 万人次以上。其中，高
技能人才达到 800 万人次以上，新增公共实训基
地 200 个。

值得关注的是，《规划》还提出了 5 个方面重
点任务：一是健全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
二是提升培训供给能力；三是提高职业技能培训
质量；四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标准化建设；五是
完善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

此外，人社部还将出台一系列措施，在职业
技能培训的过程中，加强数字技能的培训。

（刘垠）

首个国家级职业技能
培训规划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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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去“爱心盒饭”温暖一线值守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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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紧急协调 两地市护送就医

社区“疫”线的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葛洋

来 自 寒 冬 的 一 份 温 暖
我市爱心商户为防疫人员免费送餐

24小时连轴转 争分夺秒出报告

三门峡市亢一碗滋补烩面创始人亢恒东：

让“老字号”焕发新生机
本报记者 吴若雨

“崤函青年创业故事”系列报道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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