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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酥糖 家乡味道

本报讯（记者 吕泽萱）近

日，丰南区小集镇弘米食品有

限公司紧锣密鼓地制作花生酥

糖，保障新年市场供应。“我们

选用的都是唐山本地花生，味

道香、口感好。”弘米食品总经

理张晓伟介绍道。

走进弘米食品有限公司花

生酥糖生产车间，花生酥经过

压制、切割形成一根根酥糖，然

后进入独立包装环节，所有工

序全部流水线作业。“这条生产

线的机器是根据制作沙琪玛机

器改装的。”张晓伟说，“把糖熬

成糖稀后，加上花生，就用这台

机器压，压成饼折两折再压，最

后 能 出 1024 层 的 酥 糖 。 这 机

器还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呢。”

据介绍，弘米食品生产花

生酥糖秉持严格的工艺制度，

从选料、熬糖到碾压成型等制

作工序，沿袭着祖上的传统方

法，“看着步骤挺简单，但做起

来 却 要 万 分 精 细 ，这 样 在 色 、

香、味上才有优势。”张晓伟说。

“我们这儿除了花生酥糖，

还有我自创的桃酥，面里和鸡

蛋，有浓郁的蛋香味，口感特别

好 。”张 晓 伟 的 丈 夫 安 雅 廷 说

道。安雅廷是弘米食品有限公

司创始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唐

山人，祖上三代都从事花生酥

糖的买卖。“我从小就是闻着花

生酥糖的香味长大的，对它有

着独特的感情，那时候都是在

大集上卖，后来生产规模越来

越大，设备也不断更新，现在我

们都从网上卖了。”安雅廷说。

自从 2006 年创立以来，弘

米食品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生产

经验和成熟的经销市场，2016

年 荣 获 唐 山 市 旅 游 局 推 荐 商

品、“唐山十大名吃”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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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在花生酥糖生产线上忙碌。 员工为独立包装的花生酥糖称重打包。 记者 吕泽萱 摄

为传承和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12月28日至2025年1月5日，中华文韵组委会与万达
广场联合举办“非遗文创节”主题活动，集中展示皮塑、花馍、皮影、葫芦烙画等非遗文创作品，在新春
来临之际为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图为市民驻足欣赏非遗文创作品。 记者 魏伟 摄

非 遗 巡 展 迎 新 春

本报讯（记者 杨文进）12月

27 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唐山市

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

务活动在滦南县胡各庄镇西胡

各庄村举办。

当天，来自市委宣传部、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科技局、

市卫健委、市公安局、市农业农

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司法局、市

体育局、市供销社、团市委、市

妇联、市科协、市文联、市演艺

集团等 16 家单位的“三下乡”

志愿服务队，不仅为大家带来

了精彩的文艺节目、实用的农

业科技、科普知识、法律咨询和

义诊服务，市委宣传部、市体育

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人

员，还代表各自单位向西胡各

庄村捐赠文化设施用品、室外

健身器材和食品抽检合格备份

样品等物资。活动现场，市文

联组织书法家现场开展“送春

联、送福字”活动。市卫健委组

织市人民医院、市妇幼保健院

开展义诊活动。市科技局向居

民发放科技进步宣传挂历、我

市 科 技 进 步 政 策 法 规 汇 编 书

籍、科普知识宣传书籍。市科

协 为 农 民 发 放 科 技 宣 传 册

1000 册，科普宣传单 5000 张。

市农业农村局组织农业技术专

家为农民群众提供免费现场咨

询、技术指导，现场发放农业技

术图书、宣传挂历、宣传袋、明

白纸等。市体育局工作人员现

场进行健身指导志愿服务……

近 年 来 ，我 市 充 分 发 挥

“三下乡”活动服务基层、服务

群众的品牌效应和示范作用，

组 织 各 单 位 各 部 门 深 入 到 乡

镇、村庄，把戏台搭到村头，把

科技送到地头，把健康送进农

家，丰富了百姓的文化生活，

增强了农民的致富能力，推动

了乡村文明建设，让老百姓有

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

本报讯（记者 卢山）日前，

国家文物局、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布“共和国印记”见证物和工

业 遗 产 保 护 利 用 典 型 案 例 名

单，100 项“共和国印记”见证

物和 77 项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典型案例上榜。我市启新水泥

厂“传承历史文脉，守护工业遗

存”、开滦唐山矿“创新红游研

学新模式，传承‘特别能战斗’

精神”位列其中。全省仅此两

案例入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 落 实 党 的 二 十 大 关

于建设文化强国、推进新型工

业化的战略部署，用好红色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讲好共和

国工业发展的故事，传承弘扬

工业文化和工业精神，以实际

行 动 庆 祝 中 华 人 民 共 和国成

立 75 周年，国家文物局、工业

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共和国

印记——工业之光耀中华”主

题活动。经地方推荐和专家评

议，最终确定出 100 项“共和国

印记”见证物和 77 项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典型案例。

“共和国印记”见证物和工业遗产保护利用
典型案例公布

我市两案例入选

本报讯（记者 闫妍）日前，

唐山市“文明标兵”评选发布组

委会办公室公布了 12月份第五

期“周文明标兵”名单。他们是：

1.坚守在基层一线的反诈

战士 沈军伟
2. 自 强 不 息 的 地 标 美 食

“守艺人”陈建明
3.撑起家庭“半边天”的好

儿媳 孔令霞
4.贴心温暖残疾人的基层

工作者 毕英杰
5. 诚信经营、奉献社会的

企业家 朱天宇
6.临危不乱勇救人的好辅

警 赵宗伟
7.贴心尽力服务群众的乡

镇执法队员 侯希志
8. 主动作为、服务于民的

老年志愿者 马连祥
9.带领乡村全面发展的领

路人 姚学武
10. 倾情服务为群众的窗

口工作者 邵馨仪

11. 用孝心善举挑起家庭

重担的好儿媳 陈秀红
12. 积极弘扬志愿精神的

爱心志愿者 李晓旭
13. 以坚韧与担当书写诚

信篇章的创业者 陈帅
14. 引领村民共绘致富蓝

图的“兵支书”贾立杨
15. 为群众健康“加码”的

疾控人 宋晓颖
16.敬业讲奉献、持家作表

率的好员工 王颖
17. 在基层绽放青春的宣

传员 吕维娜
18. 用真心诠释孝道的好

儿媳 郎亚男
19. 为民办事谋福祉的村

书记 谭凤喜
20.砥砺前行公益路、风雨

兼程守初心的志愿者 沈勇
（“周文明标兵”事迹详见

“唐山+”客户端）

“双争”光荣榜

12月份第五期“周文明标兵”发布

我市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