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道300元婚宴的考题

20日上午，首届厨师节暨餐饮技能大赛
在市第一职业高中举行，来自全市15家餐饮
企业的近百名烹饪高手进行现场厨技大比
拼。本届大赛成绩优异的团体或个人，将被
推荐代表我市参加于 10 月举行的省第四届
豫菜品牌大赛、省第六届烹饪技能大赛及省
首届服务技能大赛。

在比赛现场，团体赛中的一道考题成为本
次比赛的一个亮点：主办方要求选手用鸡、鸭、
鱼、肉以及时令蔬菜等最普通的食材，烹制出
一桌高品质的婚宴，总成本不得高于300元，
但做成的婚宴要具备600元以上的品质。

这道考题乍一听有点“难为”选手。不少选
手在“挠头”后，采用控制食量、荤素搭配、粗粮
细做等烹饪技巧，最终烹制出在色、香、味等方
面品质均较高的餐饮，得到评委一致好评。

市河洛餐饮文化研究会会长陈玉田说，
出这道考题，是为了引导我市的餐饮企业在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的背景下，调整自身结
构，顺应餐饮行业潮流，寻求更好发展。

借节俭东风，本土餐饮迎发
展契机

陈玉田说，目前，我市有上万家餐饮店，
其中高档酒店至少有 30 家，随着中央“八项
规定”的实施，反对铺张浪费在餐饮行业中的
影响越来越大。

我市是河洛餐饮文化的发源地，洛阳水

席、洛阳面食等是具有本土特色的餐饮。目
前，在市场上常见的本土餐饮，大多因使用的
食材简单且普通，市场售价也相对较低。因
此，中央“八项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市本
土餐饮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但是，我市本土餐饮的发展却面临着高级
烹饪技术人才缺失的瓶颈。在我市现有的1万
多名厨师中，绝大部分只有初级或中级水平，
高级技师很少。市餐饮行业协会副会长王强
说，厨师是个“站灶”的辛苦活，目前不少年轻
人不愿从事这一辛苦的行业，这削弱了我市高
级烹饪技术人才的后备力量。节俭风刮起后，
不少高档酒店因经济效益下滑而选择裁员，但
从高档酒店流失的餐饮技术人才并没有进入
中低档餐饮企业，而是转行。

此外，作为本土餐饮代表之一的特色小
吃，目前种类虽多，但分布较散；市区虽然有
一些特色小吃街，却存在种类不丰富、品种同
质化严重、餐饮环境较差等问题。

挖掘本土传统厨技，培养高
技术人才

王强说，目前本土餐饮迎来发展契机，应

朝回归传统、回归百姓、回归简洁的方向发
展。

作为河洛餐饮文化发源地的洛阳，传统
高级烹饪技巧可谓本地餐饮的珍宝。业内
人士建议，本土餐饮企业可利用普通食材，
在挖掘本土传统厨技方面多下功夫。食材
成本的降低，可明显降低餐饮的零售价；增
加厨技的含金量，同样能将普通食材做成
高品质的餐饮，最终高品质餐饮的售价也
将更“亲民”。

本土传统厨技的挖掘在很大程度上需要
培养高素质的烹饪技术人才。建议本土餐饮
企业鼓励厨师挖掘、创新本土传统厨技；那些
有条件的餐饮企业，可建立起传统厨技研究、
菜品研发、技术培训等体系；注重对厨师的培
训，鼓励厨师多在餐饮技能比赛中学习交流；
可利用我市现有的烹饪职业教育平台，加强
校企合作。

此外，本地特色小吃作为本土餐饮的代
表之一，建议相关部门打造一个本地特色小
吃的集中区域，在聚集多种类特色小吃的同
时，改掉以往小吃卫生条件脏乱的“通病”，提
高特色小吃的卫生和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赵佳 实习生 金嘉南 文/图

近日，在我市首届厨师节暨餐饮技能大赛上，如何
用平价食材做出高品质餐饮成为亮点——

挖掘传统厨技发展本土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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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工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安全生产工
作，以“强化安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为主
题，以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提升员工安全
素质为目标，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全力
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严
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在6月的“安
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区政府组织综合演练
2 次，区安委会成员单位组织专项演练 45
次，参加演练2万余人次，投入演练资金20
余万元；举办培训班3期，培训人员400余
名；开展安全宣传40余次，1万余人参与；
发放并收回安全生产知识竞赛试卷 1650
份，参赛单位550余家。

从“三个层面”
全面部署“安全生产月”活动

政府层面。 西工区政府召开“安全生
产月”活动动员部署会议，要求洛阳工业园
区、乡（办事处）及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制
订方案，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具有区域特
色、主题鲜明、效果显著的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活动。

社会层面。由区“安全生产月”活动领
导小组统一领导，各单位、各部门紧密配
合，组织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四个周活动、
大型公益广告宣传与标语宣传、消防安全
应急救援演练、安全生产专项督查、事故多
发行业领域“回头看”及群发安全预警短信
等安全生产系列宣教活动。

企业层面。西工区结合企业安全生产
薄弱环节与存在的问题，重点在隐患治理、
宣传教育、应急演练等方面广泛开展“员工
无违章，现场无隐患，企业无事故”的企业
安全文化建设主题活动以及“安康杯”青年
示范岗活动、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化达标
创建活动等有特色、有创新、有实效的企业
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活动。

结合实际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西工区认真分析形势，突出检查重点，
采取安全生产大检查与隐患排查治理相结
合、安全生产大检查与“打非治违”相结合、
安全生产大检查与综合监管系统建设相结

合、安全生产大检查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
设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推进安全生产大检
查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抓好队伍建设。西工
区成立了以区长张克轩为组长的安全生产
大检查领导小组，抓好队伍建设，并聘请专
家查隐患，确保问题看得出，隐患查得准。
在6月7日全面动员的基础上，6月20日，
该区进一步对园区和乡（办事处）进行了再
动员、再部署，确保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扎
实有效开展。

张克轩在洛阳工业园区调研安全生产
工作时，就企业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明
确要求：一是强化安全意识，时刻绷紧安全
生产这根弦，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二是
切实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
业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健全安全管
理机构，加大安全投入，实现现场安全管理
和“可视化”管理；三是全面彻底排查整治
安全生产隐患，抓好机械设备更新、消防安
全、特种设备监控、夏季防汛等工作，坚决
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明确检查内容，细化责任分工。该区
印发了《西工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方
案》，明确了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冶

金、有色、机械、建材、建设施工、道路和交
通运输、消防和森林防火、特种设备、旅游
等行业以及学校和校车的检查重点，细化
了责任单位、牵头单位和其他相关单位，确
保检查不搞形式、不走过场，取得实效；设
计了“西工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登记表”在
全区统一使用，内容有被检单位、负责人、
发现隐患情况、整治要求、被检单位现场负
责人签名、检查人员签名等，一式两份，分
别由检查人员和被检单位备案归档。

区政府 10 个联系单位加大暗访督导
力度。活动期间，各督导组每月督导次数
不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5个企业；区安监
局成立了2个督导组，深入一线全面检查，
重点督查高危行业。

西工区还加大宣传教育力度，重点对企
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持
证上岗情况进行培训，355人参加培训。

部门联动
成功举办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

6月28日16时，西工区在洛阳正大食
品有限公司举行了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
练。市、区有关领导和各乡（办事处）及辖
区企业代表500余人出席并观摩了演练。

演练假设正大公司在生产中，制冷机
房因设备发生故障，液氨罐发生泄漏。1名
安全员通过监控发现操作人员晕倒在地，
随即迅速向领导汇报并拨打119，启动喷淋
系统。119指挥中心在接到报警后迅速调
集涧西区消防大队下属谷水中队、太原路
中队，西工区消防大队下属车站中队、西工
二中队赶往现场，并向洛阳市消防支队全
勤指挥部汇报。正大公司也迅速启动应急
预案，组织员工疏散。

市安监局领导、市消防支队领导、西工区
领导迅速赶赴现场指挥救援，8台消防车、2
台救护车及其他相关车辆及时赶到，120名
训练有素的消防员展开救援，生产调整组、安
全环保组、警戒保卫组、设备抢修组、信息管
理组的 50 人分别按预案井然有序开展工
作。由于反应迅速，处置得当，没有造成周围
水体、空气环境污染，没有发生其他次生事
故，1名中毒的现场操作人员得到及时救治。

本次演练力求贴近实战，对突发事故
应急处理起到了指导和演练作用，改变以
往演练模式，应急指挥部演练中还临时增
设了现场课目。

这次演练，提高了辖区企业在突发事
件状态下各单位应急响应速度和有效处置

能力，检查了公司和基层两级组织应急职
责落实情况，检验了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
援预案编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以及应急
人员实际操作技能和沟通协调能力，提升
了企业综合应急处置水平。

五个强化
保障“安全生产月”活动取得成效

“西工区在‘安全生产月’活动中取得
了实效，得益于抓好了‘五个强化’。”西工
区安监局局长杨子忠说。

强化监督检查。西工区采取日常检
查和专项检查、明察和暗访相结合的方
式，重点对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
施工、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以
及学校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安全监管，
做到“有患必治、重患必停”。

强化隐患治理。西工区结合全国、全
省、全市开展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按
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的总要
求，结合辖区实际，制订切实可行的安全
生产大检查方案，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安全
生产隐患，强化安全生产措施，堵塞了安
全监管漏洞。

强化队伍建设。西工区强化安全生产
监管监察队伍建设，尤其是强化安全生产
社会监督员、交通协管员、消防志愿者三支
队伍的建设，专职安全监管人员深入一线，
做到基层监管不缺位、无盲区。

强化宣教培训。西工区重点突出对高
危行业企业负责人、安全员、特种作业人员
及企业员工的教育培训，在全市安全监管
系统教育培训中，对辖区 385 家工业企业
的负责人、安全科科长和安全专干进行了
全员培训，共培训750余人。

强化综合协调。西工区注重与各部
门、各单位的沟通交流，健全安全生产联席
会议制度，定期组织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严
厉打击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合力抓好
重点行业（领域）的安全监管。 （蒋衡）

安全生产在基层安全生产在基层
市安监局 洛阳日报社 主办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 严防各类事故发生
西工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工作

区长张克轩（中）现场指挥西工区应急救援综合实战演练

近日，中消协发布《电动自行车消费
网上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超过60%的
受访者认为电池质量问题最为突出。

目前，在我市电动车市场上，商家开
展电池以旧换新的做法很普遍，但由于不
少是个体商户行为，一些旧电池翻新后摇
身变成“新电池”，消费者利益难保障。

以旧换新电池质量难保障

昨日，记者在纱厂路附近一家品牌电
动车售后服务点了解到，一块全新电池的
价格为600元至700元。如果是以旧换
新，旧电池可以抵150元。

在中州东路附近一家电动车维修店
内，商家称，一块旧电池可以折价200元，
换购新电池只需再支付300元即可。相
比一些品牌电动车的售后服务点，这样的
价格要便宜得多。

“通过以旧换新方式购买电池确实省
钱，但有些产品的质量让人不放心。”每天
骑电动车上下班的市民郭慧中说，品质好
一些的电池，使用一年后，其续航能力就
开始下降，两年内肯定要更换一块新电
池。如果遇上质量差的电池，用不了一年
就要再换电池。

在一家银行工作的杨志超说，自己骑
电动车已经7年了，仅更换电池的花费就
有3000多元，这笔钱差不多可以再买辆
新车。虽然现在很多商家都提供电池以
旧换新服务，但换购电池的品质千差万
别，有些电池使用半年后，蓄电量就明显
下降。

废旧电池回收待规范

“市面上不少废旧电池流向个体商户，
而其出售的‘新电池’，很多都是翻新货，质
量自然难以保障。”电动车销售商陈云飞
说，大品牌电动车生产厂家，会与相关正规
电池生产企业签订合约，由经销商或售后
服务点通过以旧换新的方式代为回收旧电

池。不过，由于电池回收成本较高，不少小
品牌电动车生产厂家不会主动开展这项业
务。

陈云飞说，一些个体商户将回收来的
废旧电池拆卸后，倒掉其中的酸液，这些
废弃化学物质会对环境造成危害。另外，
翻新废旧电池的小作坊将无法再使用的
旧电池拆解，把其中最值钱的铅板拿出来
卖掉，一块电池中的铅板能卖80元左右；
如果旧电池还能再用，就重新注入电解
液，封装成新电池出售。此类翻新电池的
使用寿命约为半年，之后性能会直线下
降。

河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高延军说，我市相关职能部门可借鉴外地
做法，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避免废旧电池
流入小作坊后，成为污染环境的隐患。

电池购买使用有讲究

业内人士提醒，购买电动车电池时，
不要贪图便宜，并尽量在品牌电动车生产
厂商的售后服务点购买。

在电池的外包装上标注有生产日期，
如果消费者发现商家所售电池的生产日
期较早，最好不要购买。因为电池长时间
放置不用，其电容量会下降，使用寿命也
会因此缩短。

正规厂家生产的新电池，包装箱内会
有检验合格证、质量保证卡等，电池上会
标有序列号和销售区域代码，而在翻新的
旧电池上则没有这些信息，或信息明显与
实际情况有出入。翻新电池的极柱是二
次打磨过的，表面比较粗糙；而新电池的
极柱是电镀的，比较光滑。

掌握正确的电池充电及使用方法也
能有效延长电池寿命。在电池电量消耗
50%左右时，就应该进行充电。假若经常
等电池电量即将耗尽再充电，将导致电池
蓄电能力下降。如果电池长时间闲置不
使用，最好每隔20天左右充一次电，避免
电池亏电。 本报记者 王蕾

市场上鱼龙混杂，回收管理机制
有待完善——

电动车电池以旧换新
咋样才放心

20日，我市举办首届厨师节
暨餐饮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根据
比赛要求，用平价食材烹制出高
品质餐饮。业内人士指出，挖掘
传统厨技，创新、提升烹饪技能，
能在降低食材成本的同时，烹制
出高品质餐饮。

比
赛
现
场

西工区组织的安全生产集中宣传活动很受群众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