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11月
23日，漯河日报社公益行动——

“暖冬行动”正式拉开序幕。今
年，“暖冬行动”小组仍将与志愿
者们一起，为我市有需要的贫困
家庭送去一份份爱心。

“暖冬行动”作为一个持续多
年的品牌公益行动已成功举办七
届，惠及700个贫困家庭。

目前，“暖冬行动”小组正联
合志愿者在我市范围内征集贫困
家庭名单，通过入户走访调查
后，确定最后的帮扶对象。随
后，“暖冬行动”小组将分批到他
们家中送温暖。

如果您想为贫困家庭送上一
份爱心，可以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3139148、15939503609 与我们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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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受伤流血 城管跪地救人》后续

■本报记者 孙 震
11月23日，市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到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
队，向停车秩序管理大队申诉服
务中心工作人员冯学宽、史大
伟、黄熙然赠送急救包。

11月18日上午，冯学宽、史
大伟、黄熙然在公安街与中华街
交叉口办公室值班时，发现两辆
电动车发生碰撞，三位市民倒在
地上，其中一名男子嘴部、面部
流血不止，他们立即展开救援。

此次市红十字会向冯学宽、
史大伟、黄熙然赠送急救包，是
对他们面对突发情况，挺身而
出，利用救护知识为伤者赢得宝
贵救护时机的肯定。

“4月22日，市红十字会到支
队开展‘救’在身边应急救护知
识公益培训，让我们熟练掌握了

心肺复苏术，自动体外除颤器的
使用方法，心梗、气道异物梗阻
等常见急症或意外伤害的预防和
现场急救等应急救护知识。这次
又为我们送来了急救包，方便我
们在以后巡逻、执勤过程中对有
需要的群众及时开展相应的救
治。我们会用实际行动践行红十
字精神，为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
命和财产安全贡献自己的力量。”
冯学宽说。

市红十字会向城管赠送急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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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尹晓玉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大队二中队，是全市公安系统基层队
伍之一。平时，他们夜以继日地在红绿

灯、斑马线前疏堵保畅，为群众出行保驾
护航。火灾突发时，他们秒变“消防
员”，毫不犹豫地冲上前灭火。用实际行
动温暖百姓心田，书写忠诚为民新篇章。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大队二中队成立于2020年，目前有1
名民警、5名辅警。民警徐安民是中队
长，已有28年警龄。其他5人均是年轻的
辅警。其中，刘草荣获“模范市民”荣誉
称号1次，吕志红荣获“十佳市民”荣誉
称号2次。张留磊、闫鹏鹏、王博言是刚
入职一年的辅警。

该中队成立以来，共纠正违章3900
余起，为群众办实事300余件，救助危难
群众30人，为保障安全畅通和保护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贡献，曾多次受
到上级表彰，收到群众送的锦旗。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在今年的9月14
日因一场火灾，再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高
度赞扬。当天，在金山北路苇子王村口，
一辆货车车头突然自燃起火，冒起滚滚浓
烟。正在附近执勤的徐安民等人发现后，
立即赶往现场。徐安民拨打了119后，开
始现场指挥，设置警戒区，和队员们一起
灭火。

由于警车上携带的灭火器不够用，
他们及时向过往车辆及附近商户借用灭
火器灭火。为防止车上的货物被引燃，

徐安民不顾个人安危跳上车头，将离车
头较近的货物往下搬卸。当搬卸到货物
底部时，徐安民发现部分货物包装已有
燃烧迹象。这时，正好有一辆环卫洒水
车从旁经过。他们立即协调环卫人员，
利用洒水车水枪对车厢底部喷水。随
后，消防队员到达现场。由于现场处置
及时，快速高效，自燃事故未造成人员
伤亡和更大的财产损失。

这次火灾救援，只是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支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队二中队日常
工作的缩影，彰显了他们关键时刻敢担
当、勇担当、能担当的风采，在人民群众
中树立了新形象，赢得了广泛赞誉。

漯河烧鸡：在时光中坚守 在情怀里传承

漯河日报社第八季“暖冬行动”启动

11月23日，园林工人在淞江路上修剪树木。冬季气温下降，乔木
生长缓慢。为保证来年树木长势良好，消除树木安全隐患，近期，市
城市管理局园林绿化养护中心在管辖范围内适时开展冬季乔木修剪工
作。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我市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预警响应

教育机构停止户外活动
渣土车禁止上路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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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烧鸡是一道中华传统风味菜肴。曾经

作为走亲访友贵重物品的烧鸡，逐步成为
市民餐桌上的一道菜。漯河的烧鸡有多个
品牌，虽然味道略有不同，但大多仍遵循
着烧鸡的传统做法，传承传统工艺。同
时，一些商家也尝试着推出新口味，以满
足顾客更多的需求。

摸索改良 形成漯河味道

11月22日，在火车站附近一家烧鸡
店，热腾腾的烧鸡刚出锅，便香气四溢，
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购买。

“我今天专门过来买的。这家烧鸡店
开很多年了，一直都是老味道，家人都爱
吃。”正在购买烧鸡的市民刘莹说。

店主杨桂菊已经年过七旬，仍然在店
里忙活着。“我做了40多年烧鸡，闲不下
来。”杨桂菊笑着说。

“当时有个李师傅，曾经跟着亲戚学
过做道口烧鸡，我们就照着他说的方法制
作烧鸡。后来，我们又根据漯河人的口味
摸索改良，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做法和味
道。”杨桂菊说。

时间一晃而过，虽然城市已经发生
了很大变化，但杨桂菊和一些老师傅仍
然坚守在老地方，传承着这项手艺。如
今，这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小店每天迎接
着来自我市以及南来北往的食客们。老
地方、老师傅、老手艺，一锅老汤卤煮
出来的烧鸡，是许多人喜爱的美味。他
们坚持活鸡现宰、卤料精选、手工制作
等，烧鸡风味独特，色、香、味、型俱
佳，许多顾客大老远赶到店里就为品尝
他们的烧鸡。

美味源自精益求精

采访数家烧鸡老店后，记者了解到烧
鸡的制作流程大致分为两步：一炸二卤。
首先，将鸡洗净，在表皮涂抹蜂蜜或糖

水，放入锅中油炸；随后，将鸡和香料、
药材一起放入卤水，文火慢煮3小时至4
小时后，即可出锅。

制作烧鸡并不复杂，但要想做成人人
喜欢的美味并不简单。在市区马路街，商
户马女士经营的一家烧鸡店自创办至今已
有40余年。马女士的手艺传承自母亲，
一直沿用传统工艺。

马女士告诉记者，想要做出好烧鸡先
要挑选好食材。市面上常见的肉鸡的生长
周期大多在3个月左右。虽然价格便宜，
但肉质松散，远不如饲养1年以上的土鸡
适合做烧鸡。在卤鸡时，马女士要加入
30余种香料、药材。这些天然调料需要
精挑细选，它们的品质决定了烧鸡的香味
是否足够浓郁。

选材是制作烧鸡的基础，烹饪技法则
是关键。20世纪90年代，马女士便跟着

母亲学做烧鸡。时至今日，母亲指导她的
场景仍历历在目。“有一次卤鸡时，我把
鸡放进老汤里就不管了。母亲看到后发了
很大脾气，告诉我要让鸡在汤里不断翻滚
才能入味。”马女士说。

即使从小耳濡目染，但到独当一面，
马女士却用了十余年。“这其中的缘由很
容易理解，一名大厨手把手教你做饭，短
时间你也不可能和他做得一样。”马女士
说。就拿过油来说，炸的时间短色太浅，

炸的时间长色过深，只有适度才能达到表
皮金黄且富有光泽的效果。

“在别人看来，可能做烧鸡只是一门
营生，但母亲却把它当成一份事业，让我
特别佩服。她尝一下卤汁，就知道香料配
比是否合理，这完全是积累大量经验的结
果。可以说，烧鸡的美味是经过时间沉淀
形成的。”马女士说。

食物承载尘封记忆

色香味俱全的烧鸡吃后令人唇齿留
香，但在餐饮业不断推陈出新的当下，烧
鸡店却再难现逢年过节门庭若市的场景。
一些商户坚守传统制作工艺，也有商户选
择改变。

在市区柳江路，商户陈先生原本经营
着一家烧鸡店，由于生意逐渐冷清，就转
型为熟食店。“我开店十几年了，店里都
是老顾客。烧鸡的销量一路下滑，主要是
现在的美食太多了。”陈先生说，“两年
前，我增加了烧鸡的口味，从五香味到年
轻人喜欢的椒麻味、甜辣味，销量才有增
长。”

陈先生的话折射出部分传统食物日渐
式微的窘境。通过采访，记者发现在一些
市民心中，这些食物的作用除了满足口腹
之欲，还承载着记忆，甚至乡愁。

赵女士的儿子远在湖北襄阳工作，近
两年受疫情影响，很少回家。儿子有时会
让妈妈寄一些特产给他，其中就包括烧
鸡。“人们常说家乡的美食是乡愁的解
药。无论游子走多远，家乡的味道总是久
久难忘。”赵女士说。

杨桂菊从锅中捞出刚卤好的烧鸡。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大队二中队

交通一线显担当
本报讯 （记者 李小将） 11

月23日，记者从市污染防治攻坚
办获悉，根据空气质量多模式预
报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商结
果，11月25日夜间至29日，我
省整体扩散条件较差，大部分区
域有中度或重度污染过程。根据
相关要求，我市从11月23日20
时起，将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Ⅲ级）响应升级为橙色预警（Ⅱ
级）响应，解除或调整时间另行
通知。

预警期间，我市所有幼儿
园、中小学校等教育机构停止户
外活动。公众尽量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或电动汽车等绿色出行。儿
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呼

吸系统等疾病的易感人群留在室
内，确需外出的，需要采取防护
措施；一般人群减少户外运动和
室外作业时间，如不可避免，建
议采取防护措施。

重 污 染 天 气 橙 色 预 警 期
间，砂石料厂、石材厂等停止
露天作业；全市范围内各类施
工工地 （抢险及救灾工程除
外） 停止土石方作业 （包括建
筑拆除、土石方开挖、回填、
场内倒运、掺拌石灰、混凝土
剔凿、建筑工程配套道路和管
沟开挖作业），并做好未清运渣
土、建筑垃圾、各种物料的苫
盖、洒水保湿工作。渣土车禁
止上路行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