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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日报讯（记者赵瑞雪）从10月4日北
京冬奥组委举行的“相约北京”系列冬季体育
赛事 2021 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活动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自 10月 5日起至 12月 31日，在
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 8 个竞赛场
馆，将举办10项国际赛事、3个国际训练周和
2项国内测试活动，其中，张家口赛区将在11
月-12 月举办 4 项国际测试赛和测试活动，
分别是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
追逐世界杯、跳台滑雪世界杯、北欧两项洲际
杯和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

完成好测试任务，是冬奥筹办工作的重
要一环，将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如期、安
全、顺利举办打下坚实基础。目前确定的测试
赛和测试活动整体安排为：自10月5日起，在
国家速滑馆，举办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
家雪车雪橇中心，举办雪车和钢架雪车国际
训练周和计时赛；在首都体育馆，分别举办亚
洲花样滑冰公开赛和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国
家游泳中心，先后举办冰壶国内测试活动和
轮椅冰壶世界锦标赛。自11月3日起，在国家
雪车雪橇中心，举办雪橇国际训练周和世界
杯比赛；在五棵松体育中心和国家体育馆，举
办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云顶滑雪公园，举办
国际雪联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世
界杯。自 12月 2日起，在古杨树场馆群，先后
举办国际雪联跳台滑雪世界杯、北欧两项洲
际杯和冬季两项国际训练周。

预计将有来自境外的约 2000 余名运动
员、随队官员和国际技术官员、计时记分专业
人员等陆续来华参加各项国际赛事和训练
周。各赛区组委会和场馆团队按“一场一策”

“一馆一策”要求，不断细化功能分区、防疫分
区、人员流线等，强化闭环管理安排。

张家口赛区各项筹备工作目前推进顺
利。云顶场馆群和古杨树场馆群2个竞赛运行
团队都已集中办公，38个业务领域及4个工作
组的骨干人员已全部到位。同时，按照场馆运
行“一图一表一册”的要求，完成了测试赛场馆
运行计划和场馆设施手册设计，进一步整合
人财物、空间资源等，确保场馆运行高效有序。
各项场馆设施也基本准备就绪，竞赛场馆所
需临建、临电及各类管网配套都已基本完工。

统筹市卫健委、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市
交通局、崇礼区等有关部门及各方力量，张家
口赛区属地政府成立了赛事服务融合推进中
心，全面深化与场馆团队的对接，对测试赛医疗、防疫、住宿、餐饮、交通
等保障服务进行统筹安排，确保各类需求落地、落实。目前，测试赛的疫
情防控、医疗服务、餐饮、住宿、交通等各项保障方案已完成编制。下一
步，将继续深化细化保障措施，确保与赛事无缝衔接。

目前，张家口赛区的四项测试赛的赛历已确定，具体竞赛日程正在
进一步细化。体育器材方面，两个竞赛场馆群的大型体育器材都已到
场，并已完成夏季保养检修工作；一般体育器材11月全部到位，均能够
满足测试赛的需要。山地运行方面，完成了对造雪系统、缆车的检修，编
制了造雪计划，将于10月15日后根据天气情况开始造雪工作，确保按
时完成赛道造雪。同时采用节水环保型造雪设备，节水量达到20%。

朝鲜决定重启所有
朝韩通讯联络线

两名科学家分享2021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 10月 4
日电（记者和苗、付一鸣）瑞典
卡罗琳医学院 4 日宣布，将 202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

戴维·朱利叶斯和阿德姆·帕塔
普蒂安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
们在发现温度与触觉“感受器”
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新华社平壤10月4日电（记
者江亚平、洪可润）朝鲜中央通讯
社 4 日发表公报说，朝鲜决定从
当天上午9时起重启朝韩间所有
通讯联络线。

公报还说，韩国当局要深深
领会重启朝韩通讯联络线的意
义，为改善朝韩关系、打开今后辉
煌前途作出积极努力。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9月
29日在朝鲜第十四届最高人民会
议第五次会议上表示，作为努力实

现全民族希望朝韩关系早日恢复、
持久和平降临朝鲜半岛的心愿的
一部分，朝方愿重启被断绝的朝韩
通讯联络线。

为抗议和反制韩国对“脱北
者”敌视朝鲜行为处理不力，朝鲜
2020 年 6月 9日宣布将切断朝韩
之间一切通讯联络线。今年7月
27日，朝韩双方恢复被中断了13
个月的通讯联络线，但随着 8 月
韩国和美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朝韩通讯联系再度中断。

新华社莫斯科 10月 4日电
（记者胡晓光）俄罗斯国防部4日
向媒体通报，俄首次从核潜艇试
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取得成功。

通报说，俄海军日前首次进
行从核潜艇发射“锆石”高超音速
导弹试验。据目标监测数据，从
北方舰队“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
发射的导弹飞行符合设定的参
数，击中了位于巴伦支海水域的
靶标。

塔斯社曾在9月30日发布预
报说，“北德文斯克”号核潜艇 10
月将从西北部白海水域发射“锆
石”导弹。根据试射结果，第二次
发射计划11月从水下进行。

今年 7 月，俄水面军舰在白

海水域试射“锆石”导弹并成功命
中预定目标。据俄国防部通报，

“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
在白海水域用“锆石”导弹对位于
350公里外的巴伦支海沿岸地面
目标实施打击。测试过程中，“锆
石”导弹飞行速度接近 7 马赫（1
马赫约为每小时 1224 公里），相
关战术和技术性能得到验证。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
“锆石”导弹为俄首个海基高超音
速巡航导弹，可从护卫舰、巡洋舰
和潜艇上发射，最大射程达 1000
公 里 ，战 斗 部 重 量 可 达 400 千
克。该导弹可摧毁所有类型的水
面舰艇和地面目标，且无法被导
弹防御系统或防空系统拦截。

俄宣布从核潜艇成功试射
“锆石”高超音速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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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妈妈！接一个！”10 月 2 日下午，
邯郸市邯山区小堤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小
院中，传来一家三代融洽开朗的笑声。9
岁的王士友双手抱着一个篮球，正站在门
前台阶下，与台阶上的妈妈、奶奶传球
玩儿。

知道奶奶腰不好，懂事的王士友每次
给奶奶传球，都会爬上台阶把球直接递到
奶奶手中。而给站在奶奶一旁的妈妈邢君
芳传球时，才会用尽力气扔过去。

看着儿子可爱的样子和婆婆脸上的
笑容，邢君芳甚为感慨，这个假期她更加
深刻地体味到这个“全国最美乡村”之

“美”。
小堤村位于邯郸市区东南 12 公里

处，有住户224户，800多人。村不大，但因
拥有大片千年的古枣园名气不小。早在
2017年，小堤村就被评为“全国十佳最美
乡村”，后在2018年、2020年，还相继荣获
了“中国森林乡村”“中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两个国家级荣誉。

邢君芳家是一个特殊的家庭。6口人
中，婆婆年迈，大伯哥腿有残疾，一家人全
靠夫妻二人撑持。这个国庆假期，丈夫王
艳涛在苏州打工没回来，10月1日早上娘
仨想着赶快把玉米收了。一到地里，邢君
芳才感到了今年秋收的不同。由于今年雨
水大，玉米无法机器收割，多数村民都是
全家总动员到地里掰玉米，因为预报 10

月3日又要开始下雨了。
邢君芳带俩孩子刚到地里，很快就有

四五个邻居过来帮忙。隔壁新山婶子还带
着刚从市里回来的儿子一起伸出援助之
手。有人掰，有人往外运……一天时间，大
部分任务完成了。2 日上午，新山婶子的
儿子，还有邢君芳一位从市里赶来的朋
友，又帮着娘仨收了收尾。到了中午，玉米
就全部运回家了。

“日常邻居之间都是互帮互助、团结
友爱。而这次抢收玉米更让人感受到最美
乡村的文明新风。”小堤村村干部王岩岭
告诉记者，对于村民们来说，今年的国庆
节是个团圆而又忙碌的节日。为了赶在雨
前抢收完玉米，村民们三家五家互助结
组，许多在外地上学回家过节的孩子们也
都参与了进来，全村200多亩玉米地两天
之内都抢收完了。

王岩岭介绍，在建设最美乡村过程
中，村里不仅重视环境的提升，更注重对
村民们精神文明的提升。通过举办好公
公、好媳妇、美丽庭院等系列评选活动，
村里的家风、民风有了明显转变，街坊四
邻吵架怄气的少了，几年来一直是零上
访。村里的党员亮明身份，自动接受群众
监督；家家户户的家训在门口挂牌，培养
好家风……“最美乡村不仅美了村庄面
貌，也浸润了村民的心！”王岩岭自豪
地说。

老年食堂乐融融
——在承德高新区滨河社区

河北日报记者 尉迟国利

村美人和日子甜
——“全国最美乡村”邯郸市邯山区小堤村见闻

河北日报记者 乔宾娟

对于承德高新区椿林苑小区居民滕
文凯来讲，今年的这个国庆节不同寻
常。上午 11 时 30 分一过，68 岁的滕文
凯就出了家门。这个点儿，是社区老年
食堂中午开饭时间。

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高新区
于 9 月 6 日在全区推出了社区老年食
堂。按照要求，助餐对象为辖区年满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其中一、二级重度残
疾人、失能半失能人员用餐享受成本价；
辖区常住 80 周岁以上的享受半价；离
休、优抚、低保和9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

滨河社区在海棠苑，和椿林苑一墙
之隔。沿路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成了
最美的风景，让人心潮澎湃，自豪感油然
而生。

交过钱，拿上饭票，滕大爷进了食
堂。餐桌摆放整齐，洗消间、粗加工间、
烹饪间，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透过开
放厨房，师傅正在紧张忙碌。

肉丝拉皮、大葱炒肉……选餐台上
依次摆着 A、B、C 三种套餐，供老人选
择，价格都是 10 元钱，比市场价便宜三
分之一。

10 元的定价从何而来？“我们深入
调研，多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老人、
运营企业等多方面意见，最终确定了这
个价格。”承德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孙潇告诉记者。

干炸小黄花鱼、小芹菜炒肉、香菜紫
甘蓝，一份米饭，还有免费的瓜片汤——

一份冒着热气儿的C套餐端上了桌。
“滕大爷，饭菜还合您口味儿？”一位

着白大褂工作服的厨师低头征询意见。
“价格便宜，色香味俱全，这可是大

厨的手艺。”滕大爷竖起了大拇指。
滕大爷这话不假。厨师高阳，16岁

就在部队招待所当学徒，炒得一手好
菜。但在老年食堂，高阳却有着自己的
心得：“老年人岁数大，牙口和消化不好，
对炒菜兴趣不大。变着花样，有营养，炖
得烂糊，他们就吃得高兴。”

让老人吃得安心，食材新鲜、安全得
有保障。“我们有严格的采购要求。”负责
食堂运营的承德高新区新悦服务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岳峰指着食堂墙上的采购制
度说，遵循同等价格比质量、同等质量价
格比服务的原则，食材实行定点采购。

12 时多，食堂里人来人往，80 来平
方米的空间就显得有些拥挤。“早晚 20
多人，中午人最多，40 人以上。”滨河社
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徐佳杰说，社
区正筹划把隔壁的房间腾出来以增加食
堂面积。

白天到养老服务中心享受医养、康
养服务，一日到食堂用三餐，正成为越来
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

“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
年”——镶嵌在食堂墙上红色字体十分
醒目。“这不正是社区老人们的真实写照
吗？”滕大爷的话，让用餐的老人们频频
点头。

巧手蒸馍庆佳节
——走进邢台市任泽区李银花花馍工作间

河北日报记者 邢 云 通讯员 武 娜

儿孙满堂享天伦
——“河北好人”谭秀芝的国庆节

河北日报记者 李连成 通讯员 刘柯旋

“妈，我们回来啦！”“姥姥，我想您
啦！”“太奶奶，看我给您带了好吃的……”
10 月 2 日 9 时许，河北好人、保定市徐水
区屯庄村谭秀芝站在门口迎接子女们回
家，子女们携家带口一个个走进家门，农
家小院不时飘出欢声笑语。

谭秀芝亲亲这个、抱抱那个，疼不过
来。“家里一共32口人，每到节假日，孩子们
一回来，就跟赶集上庙一样热闹。”72岁的
谭秀芝脸上满溢着幸福。幸福的背后，是
她作为一位母亲的博大情怀，“我有6个子
女，其中前4个儿子是收养的本村孤儿。”

1984 年夏季的一个雨天，在外地做
小生意的谭秀芝回村时看到，去世的邻居
夫妇留下的四个孤儿面黄肌瘦，有的小脸
挂着泪痕，一问才知道一天没吃饭了，她
含泪把孩子们领回了家。从此，除了自己
的公婆、一双儿女，她又多了四个儿子。

37年以来，谭秀芝不仅含辛茹苦将4
个孩子抚养长大，还为他们各自成家立业
操心。如今，家家过得美满富足。平日里，
在家的孩子一早一晚来串门；大小节令，
在外的孩子都赶回来看望。“孩子们大了，
我也老了。现在，他们把我当‘宝贝’一样
呵护。”老人脸上露出知足的笑容。

“妈，我记得小时候，到了这个时节，
您就开始手摇织布机制作新年新衣了，弹
棉花、织布、染色，一下六身衣服，您是怎
么做出来的呀？”老大高建国坐在老人身
边回忆着曾经的年少时光。

一旁的二儿媳妇唐凤林转身拿出了
一个包装盒，里边是一身套装，上身灰色
毛衣，下身黑色裙子。

“夏天都过了，还让我穿裙子，你们竟
拿老太太寻开心。”二儿媳妇听后哈哈笑
着说：“妈，这就是秋装，再搭配上次给您
买的裤子，多时尚。”边说着，谭秀芝试起
了衣服。

“开饭喽！”屋内三张桌子上，早已摆
满了各色荤素菜肴，最后端上桌的是一盘
油炸河虾。

“妈，知道您不爱吃大鱼大肉，就爱吃
玉米饼子、炸河虾，今早我特意去县城的
海鲜市场买了 6 斤鲜河虾，来，您尝尝。”
老三高双来夹起一筷子河虾放在老人的
盘里。

这让谭秀芝陷入了回忆：“那时候，家
里穷，买不起肉，不忙的时候，我就去村东
河沟里捞河虾。‘半大小子，吃穷老子’，一
盆虾，没等我动筷子，已经光盘了。”

“说啥呢，这么高兴？”正在这时，小六
高金龙赶回了家。作为村党支部副书记，
高金龙每到节假日总是最忙，给困难户送
过节物品、到帮扶户中嘘寒问暖，修房顶
换大门。“看到别人有难处要伸把手，妈从
小就这么教导我们。”

5 岁的重外孙纪柠茉端着盘子走了
过来，“太姥姥，我们这盘虾也给您吃。”敬
老孝亲的传统，在这个大家庭里延续
传承。

丁零零……高金龙的手机响了起来，
点开群视频，声声问候纷至沓来。坚守岗
位不能回家的孩子们提前商量好，午饭时
和老太太视频“云团聚”。“大伙儿一起举
杯，祝咱家老太太健康快乐，也祝咱们的
祖国繁荣昌盛！”

33岁的李银花，这两年干劲儿十足，
虽然整日与面粉为伍，但脸上全是幸福。

“这不赶上国庆了嘛，我和姐妹们
做了几款国庆主题的花馍来祝福祖
国。”走进李银花的工作间，阵阵麦香扑
鼻，一款国庆主题的生日蛋糕花馍映入
笔者眼帘。

李银花从小就喜欢看奶奶和母亲
做花馍，2010年嫁到了邢台市任泽区辛
店镇双蓬头村。她与人为善，和睦相邻，
人人夸她人美心更美。

双蓬头村是邢台市最大的行政村，
这里过去以大秋大麦种植为主，固守传
统思路发展，百姓收入有限，年轻人大
多选择外出打工。

双蓬头村党支部书记孟晓光说，为
盘活村里剩余劳动力，在政府支持下，村
里办起了老粗布加工厂，产品远销北京、
湖南、四川等地。村里和李银花一样的很
多妇女都曾当过“织女”。但李银花和姐妹
们却向往更为宽阔的创业之路。3年前，
心灵手巧的她带头开启了花馍创业之路。

“花馍的制作工艺相当讲究，从配
面、捏形、装饰、发酵、蒸制等，都精益求
精。”学成归来后，李银花反复练习和研
究，磨练手艺，送给街
坊邻居和亲朋好友的
花馍，得到一致好评。

“颜色都是蔬菜

汁调的，健康又营养，后来我把制作过程
发在网上之后，很多人找我订购。”李银
花说，现在，她制作的花馍造型逐渐增
多，广泛用于喜宴、寿宴、百日宴等多种
场合，客户越来越多。

揉、搓、捻、擀、剪、切、扎、卷……只
见一块普通的面团，经过李银花的一系
列熟练操作，披上彩色外衣后，转身成
了造型独特吸引人的花式馒头。

“以前打工每个月挣 2000 块钱，现
在自己做花馍每个月收入 1 万多元，这
都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呀，我们的日子
越过越攒劲儿！”说起家里的变化，李银
花乐得合不拢嘴。逢年过节，她还经常
把花馍送给村里的老人品尝，大家都夸
她心肠好。

孟大辉是李银花的邻居，也是这里
的常客，看着李银花成功创业，自己也
想跟李银花学习制作花馍。对于乡邻们
的学习要求，李银花非常慷慨，她说她
想带动更多乡邻学做花馍走上致富路，
也把这份手艺传给更多的人。

国庆假期，定做花馍的人也增了很
多。望着一个个新蒸出的美丽花馍，李
银花觉得生活也变得五颜六色起来。

①①

③③

②②

①邢君芳（右）和婆婆在收拾家里的红枣。 河北日报记者 乔宾娟摄

②邢台市任泽区辛店镇双蓬头村村民李银花（左）和同事在制作花馍。

河北日报通讯员 宋 杰摄

③谭秀芝（中）与收养的儿子及儿媳们欢聚。 河北日报通讯员 张云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