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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龙湾美食街，机动车乱停乱放，影响
通行。

汉江路与伏牛山路交叉口，交通信号灯不
亮。

黄河广场附近，商贩占道经营，影响通行。 泰山路新大新生活广场门前，非机动车乱
停乱放，影响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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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爸”“虎妈”的十年

李集粉条：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靳朋远：退伍不褪色

流动电动车修理铺

■本报记者 王 培 杨 旭
粉条是一种历史悠久的食

物，口感爽滑极富弹性，配合蔬
菜、肉等食材可以做成可口的美
食，深受大家的欢迎。在郾城区
李集镇，制作纯红薯粉条已经有
很多年的历史。如今，虽然众多
的手工作坊已经被加工厂取代，
但是纯红薯粉条的制作技艺仍在
传承。

近日，记者来到李集镇大王
村，看到58岁的村民王保云正
在和其他村民聊着今年的粉条销
售情况。“今年的销量不错，俺
家的粉条快卖完了。”王保云
说，自己家承包了200多亩地，
每年都会种红薯，收获后找加工
厂加工成粉条。

提起当地的粉条制作，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说起来。“以前俺
村家家户户都种红薯，做粉
条。”村民王建华说。据他们介
绍，村里制作粉条的传统已有很
多年。传统手工粉条制作程序复
杂，既需要人手，也需要技术。
因此，每年从农历十月中旬开
始，人们便开始做粉条，一天能
做几百斤。

村民还向记者介绍了传统手
工纯红薯粉条的制作方法。先将
精选的红薯清洗干净，并及时进
行粉碎。以前是用铲子将红薯捣
碎，后来有了打粉机就方便多
了。然后将被磨碎的红薯用吊单
过滤，再将过滤液沉淀。这个过
程要进行两次。沉淀后把上层的
水排出，再把下层的淀粉取出掰
成小块儿放在太阳下晒十几天。

晒干以后的淀粉就是制作粉条的
原料。

接下来就开始制作粉条。取
少量淀粉，浇入热水做成熟粉，
并搅拌至糊状，再与大量淀粉混
合，不断搅拌成红薯粉芡糊。这
个关键环节，两者的比例如果把
握不好，就做不成有韧性的粉
条，所以只有多年做粉条的老师
傅才能把握。接着，把漏勺置于
开水锅上方，将和好的红薯粉芡
糊放入漏勺。随着有节奏的捶
打、晃动，芡糊顺着漏勺的孔慢
慢往下漏成长条下进锅里，就成
了粉条。粉条沉入锅底再浮出水
面时，即可出锅。将捞出的粉条
放入冷水降温，理成束穿到木棒
上，晾晒一天即可。晾晒时气温
要低，粉条之间才不会粘连，且
能够更好地成型，口感也会更
好。

“我们这里做的是纯红薯粉
条。这种粉条吃起来口感爽滑有
弹性，久煮不烂，销量一直都不
错。”王保云说。

由于传统手工制作粉条产量
较低，人们逐渐加入了现代化机
械，生产效率和产量明显提高。

在李集镇东孟村，记者见到
了市兴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陈云德。早在十年前，该合作社
就实现了机械化生产，每天可制
作约4000斤粉条。“做粉条最麻
烦的是捶打、过滤、沉淀、搅
拌。这几步现在都由机器完成，
效率得到很大提高。但做粉条需
要经验和技术，要做出好粉条，
还得找老师傅。”陈云德说。

每年10月到来年1月是陈云
德最忙碌的时间。除了制作粉
条，合作社还承接加工业务。受
恶劣天气影响，2021年，红薯产
量下滑，但还是有约200万斤红
薯需要合作社加工。“村民把红薯
放在我这里加工成粉条，我每斤
收1毛钱加工费。加工完后，他
们再拉回去卖。”陈云德说。

东孟村村民魏建锋经营着一
家家庭农场，流转近 300 亩土
地，主要种植红薯、小麦。

2021年，他将农场产出的所有
红薯都加工成了粉条。

“从去年10月开始，我做了
十几万斤粉条。”魏建锋笑着
说，“李集粉条名声在外，不愁
卖。”

采访中，东孟村党支部书记
魏青亮告诉记者，村民制作粉条
已有数百年历史。这里的粉条之
所以受欢迎，除了当地土质适合
种植红薯，还与制作工艺有很大
关系。“粉条好不好吃，要看淀
粉的纯度和细度。现在市场上一
些粉条里掺有木薯粉，两三块钱
就能买1斤。我们这里的粉条坚
持用纯红薯淀粉制作，今年每斤
卖10块钱。”魏青亮说。

在李集镇，像陈云德、魏建
锋这样的农户还有不少。该镇通
过扶持推动、龙头带动、电商拉
动等举措，引领粉条生产走上产
业化、集约化、标准化、市场化
的发展轨道。如今，李集粉条畅
销省内外，成为该镇一张亮丽的
名片。

■文/本报记者 张玲玲
图/本报记者 焦海洋

靳朋远是市城市管理局综合
执法支队郾城大队辅助人员。工
作中，他始终保持不怕苦、不怕
累、乐于奉献的军人作风，以饱
满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
项工作，受到领导和同事的一致
好评。近日，记者采访了靳朋
远。

2015年9月，靳朋远入伍。
在部队期间，他履职尽责，敢于
担当。由于表现突出，2018年7
月，他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2021年3月，靳朋远转业到市城
市管理局综合执法支队郾城大
队。退伍不褪色的他时刻保持军
人本色，把群众的每一件事都当
成大事去做，彰显了一名共产党
员和退伍军人的优秀品质。

2021年汛期，我市普降大
到暴雨。按照上级部门防汛应急
指令，靳朋远所在的执法大队在
市区解放路值守防汛。9月4日
中午，在防汛时，靳朋远和同事

看到几名群众冒着大雨焦急地站
在路边。靳朋远赶忙上前询问情
况。“原来他们家中有位老人急
需到市六院做透析，可是解放路
南段积水较深，他们的车底盘低
过不去，又打不到车，一家人十
分焦急，不知所措。”靳朋远
说。情况紧急，靳朋远和同事一
起驾驶高底盘的执法车送他们去
医院。到医院门口后，靳朋远发
现积水深 1米多，车辆无法通
行。

“老人就医要紧。”靳朋远顾
不上多想，立即上前，把老人背
起来，小心翼翼地蹚水走过30
多米远的积水区域，安全把老人
送进检查室，及时进行治疗。等
病人家属出来道谢时，靳朋远和
同事已回到值守点，在雨中继续
防汛。

“暴雨中，你背起老人蹚水
前行的身影很帅。”这是同事给
靳朋远的留言。事后，靳朋远在
暴雨中背起老人蹚水前行的照片
迅速在网上刷屏，受到了广大市
民、网友的赞扬。他勇于担当，
用心守护群众的安全，展现了新
时代城管人的风采。“作为一名
党员、退伍军人，我只是做了自
己应该做的。”靳朋远说。

2月8日，大学生王政（左二）在市区黄山路未来花园小区门口
疫情防控服务点，向居民发放疫情防控知识宣传页。王政利用寒
假，连续两年请战加入社区疫情防控志愿队伍，用自己的行动彰显
了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本报记者 齐国霞
2月7日上午10时，接到

市民电动车故障求助的电话
后，42岁的郑新峰骑着电动车
到市区泰山路与海河路交叉
口，开始为故障电动车进行

“诊治”。
得知电动车在行驶中缓慢

停下不能继续行驶后，郑新峰
仔细检查了电瓶，发现电瓶正
常。他再看看轮子和链条，也
没发现异常。随后，他打开车
头上的电线盒。经过测试，郑
新峰发现是车后座下方的电路
控制盒出现了故障。

此时已过去了半个小时，
郑新峰的双手冻得通红。电动
车车主朱先生感激地说：“太
感谢郑师傅了。每次电动车有
毛病，只要我打电话，他就能
很快赶到。”

郑师傅是原五里庙村人，
十多年前开始修理摩托车。随
着电动车的普及，他开始修理
电动车。村子拆迁后，郑新峰
没有了固定的修理地点，就加
入了一个救援服务的维修平
台，每天接单干活，行走在为
他人救急的路上。

郑新峰为人热情诚恳，维
修技术精湛，只要有人给他打
电话求助，无论多远，他都会
随时进行救援，晚上12点之前
基本没有休息过。有一天晚
上，天下着小雨，他准备睡觉
时，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原
来，一名女孩骑电动车行驶到
交通路南段时，车胎被扎破
了，距离她家天鹅湖小区还很
远。

郑新峰马上起身，穿上雨
衣骑着电动车赶到女孩所在的
地方。当郑新峰把车胎补好
后，女孩很感动，用微信给他
转了 50 元钱。郑新峰看到
后，拉着她的电动车不让走，
直至把多转的40元钱还给女
孩。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用
自己的技术给大家提供一些
力所能及的服务，心里很有
成就感。大家都不容易，我
不能因为救急就多收钱。”郑
新峰说，“沙北好多人都认识
我，有的还成了朋友。就冲
大家对我的认可，新的一年
我还得继续努力，不辜负大
家的信任！”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光
今年是虎年，虎年观虎自然

成为很多市民春节假期的首选。
连日来，到河上街景区神州鸟园
丛林虎都一睹“虎威”的市民络
绎不绝，使东北虎成为这里最有
人气的“明星”。东北虎饲养员
刘卫东和林付兰已经陪伴东北虎
十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虎
爸”“虎妈”。

2月8日，记者在丛林虎都
看到，有的东北虎在散步，有的
趴在地上，有的在戏水。游客们
围绕着玻璃幕墙，纷纷拿起手机
录像、拍照，不由自主发出赞
叹。

51岁的刘卫东和47岁的林
付兰坐在值班室里，看着游客满
意的样子，时不时露出微笑。

“这些老虎都是在我俩的照
顾下长大的。”刘卫东告诉记
者，看见老虎，他就像看到了
自己的孩子一样，感觉特别亲
切。

十年前，刘卫东是神州鸟
园的一名保安，除了维护景区
秩序，还负责饲养园里的十多
只犬。领导见刘卫东对动物十
分有爱心，便安排他饲养老
虎。

因为没有任何养虎经验，所

以刘卫东投入了大量精力。那段
时间，刘卫东不是守在老虎笼外
研究，就是上网查阅资料，甚至
专程到省内知名动物园学习经

验。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和摸索，
刘卫东对饲养老虎有了一定经
验。

林付兰和刘卫东一样，也是中

途来饲养老虎。在接手这份工作
后，林付兰同样付出了很多努力。

2012年夏天，一只母虎产
下四胞胎。这是刘卫东和林付兰

第一次照顾母虎生产，既高兴又
担心。

母虎没有奶水，四只幼虎饿
得直叫，两人就 24小时值守，
每两个小时给幼虎喂一次奶，还
找来一只哺乳期母犬给幼虎哺
乳。

幼虎在他俩的悉心照顾下逐
渐健康成长。两个月后，刘卫东
和林付兰开始为它们准备碎肉
末，增加营养。通过悉心照料，
刘卫东和林付兰与老虎之间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幼虎逐渐长大，
总是围在他们周围跳来跳去，让
他们乐开了花。

2018年夏天，有五只幼虎
出生，还是由刘卫东和林付兰
照看，确保了母虎和幼虎平
安。

老虎熟悉了刘卫东和林付兰
的气味，平时笼舍保暖、产房布
置、食物准备、定时投喂等事
项，都必须由他们来完成。十年
来，为了照顾好老虎，刘卫东和
林付兰基本没有休过假，但他们
从来没有抱怨过。

“饲养老虎和饲养其他小
动物一样，需要耐心，更需要
爱心。”林付兰说，老虎们健
康成长就是对他们工作的最好
回报。

林付兰（左）和刘卫东。

2月7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源汇大队民警在嵩山路澧河桥
附近开展“新春从‘头’开始，把安全‘戴’回家”宣传活动。

见习记者 刘净旖 摄

２月８日，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文化广场上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一场以“非遗文化大传承
热热闹闹过大年”为主题的裴城村民间艺术活动正在举行。图为郾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裴城
村“双人独杆轿”表演。 杨合兴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