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晚报讯 近日， 来自全市

各地厨艺界的行业精英汇聚亭湖区

黄尖牡丹园，参加“丹顶鹤小镇”杯

第二届盐城海鲜菜烹饪技能大赛。

据悉， 此次大赛总分第

1

名的选手

将由市总工会授予 “盐城市五一劳

动奖章”。

据市烹饪行业协会秘书长、本

次大赛总指挥徐加忠介绍， 本次大

赛旨在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促

进海鲜菜品的交流， 丰富大众餐饮

市场菜肴供给， 推动全行业职工队

伍建功新时代。

据了解， 本次比赛要求参赛选

手在

50

分钟内，现场制作两款以海

鲜为主料、按

10

人量烹制二款自选

菜品，每个参赛选手自选主题，合理

采购原材料。 每道菜原料成本金额

为

200

元以下（含

200

元）。“此次大

赛有

140

名选手前来参加比赛，很

多参赛选手选择了盐城本港的优质

海鲜进行烹饪， 现场烹饪了二百八

十道精美海鲜佳肴。 ”

在比赛现场记者看到， 从制作

加工到装盘点缀， 处处透出参赛者

对海鲜美食的热爱和对厨艺的匠心

精神，展厅内琳琅满目的各式菜肴、

别致精美的摆盘造型还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驻足。 此次大赛还吸引了

周边城市餐饮同行的参与，连云港、

南京、淮阴、南通等市还组团来盐城

参加比赛和交流。

据了解， 荣获大赛总分第

1

名

的选手，经综合考察合格后，将由市

总工会授予 “盐城市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总分

2

至

10

名的选手，由

市总工会授予 “盐城市五一创新能

手”； 获得大赛总分前

3

名的选手，

由市人社局授予 “盐城市技术能

手”；市人社局按规定程序向省人社

厅申报相应技师职业资格。

记者

张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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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6 日上午，盐城铁路客运综合枢纽道路工程建设工地，一场别

开生面的影展在这里引起广大一线施工人员的浓厚兴趣，照片上的测量

员小王和小赵被工友们认了出来。 当天，高铁枢纽党建联盟揭牌暨工地

劳动竞赛授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市摄影家协会把会员们平时深入工地拍

摄的大量精彩作品送到工地首展，让参加活动的全体工程建设者享受了

精神大餐。 记者

周晨阳

摄

第二届盐城海鲜菜烹饪技能大赛开赛

冠军将获“盐城市五一劳动奖章”

盐城晚报讯 “如果没有你们

的帮助，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

4

月

25

日下午，家住亭湖区的范先生和

朋友携带锦旗来到盐城工学院土木

工程学院会议室， 当面感谢勇救自

己妻子的

3

名大学生。 原来在

3

月

28

日晚，盐城工学院土木工程专业

的大二学生葛子玉、王靖禹和聂正，

在返校途中救助了一名昏迷倒地的

女子。

“妈妈摔倒了， 妈妈的脸变形

了！ ”据范先生介绍，当天晚上

9

点

多，他突然接到一个陌生手机号码，

在电话另一头传来女儿哇哇大哭的

声音。这时范先生准备和朋友吃饭，

接到电话就吓坏了， 询问过地址后

立马赶往现场。

葛子玉同学在事后回忆说，当

晚和室友返校途中， 在亭湖区希望

大道和小新河路交叉处西

300

米左

右， 看到一位初中生模样的女生坐

在路边哇哇大哭， 她的妈妈骑着电

动车摔倒在旁边， 躺在地上一动不

动。 葛子玉和室友立马停车走向前

去，发现女孩的妈妈半张脸肿起来，

嘴角一直在流血，人也没有了知觉。

“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比较危急，

我就赶忙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同

时不停地安慰女孩不要害怕， 接着

把手机借给女孩打电话给爸爸。 当

女孩妈妈稍微有意识后， 我和室友

才把她扶坐起来。 ”葛子玉说，约

5

分钟后， 救护车和小女孩的爸爸都

到了现场。 在看到伤者接受医护人

员的救助并有家人陪伴后， 他们才

放心返回学校。

记者了解到， 当天晚上范先生

将妻子和女儿安顿好后， 就通过电

话联系葛子玉同学， 要当面感谢。

葛子玉说，“这是我们每一位大学生

应该做的，不必感谢。 ”

“我爱人到医院检查治疗，休息

20

多天康复。 非常感谢这三位同

学，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多方联系，

最终才找到了学校。 ”范先生表示，

希望学校可以对这几位同学进行表

彰。在辅导员李宝眼里，这三名同学

一直是班级里成绩优异、 生活中善

于帮助同学的人。 李宝说：“葛子玉

作为班级团支部书记， 他和室友给

学弟学妹们树立了榜样， 我们应该

为他们的行为点赞。 ”

在获悉女孩和妈妈目前身体状

况良好时， 葛子玉一颗悬着的心才

放了下来。 他在现场手写了一封信

给正在上初二的女孩， 鼓励她认真

学习，积极帮助同学。

闫春旭 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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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骑电动车摔倒昏迷

盐城工学院三大学生挺身相救

盐城晚报讯 盐都区龙冈镇杨斌

村农民、

62

岁的柏正满， 从

19

岁起收

藏带有红色教育意义的小人书

5000

余册。 多年来，他边收藏边进中小学校

免费展览， 希望孩子们能在小人书中

读到革命历史知识， 获得红色文化启

蒙。

4

月

20

日，当柏正满带着部分小人

书出现在由盐都区图书馆举办的 “世

界读书日系列主题读书活动”中时，引

发书友们关注并打开了童年回忆。

柏正满收藏的小人书内容丰富，

其中以反映战争年代的居多，如《四渡

赤水》《红军手枪团》等，每一本小人书

中，都能感受到一个时代的巨变。多年

来， 他除了举办红色经典小人书巡展

活动，还义务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争

做时代新人”英模事迹宣讲会，通过小

人书声情并茂地为中小学生讲述有关

《黄继光》《邱少云》《刘胡兰》等英雄人

物为国浴血奋战、 不怕牺牲的历史故

事，带领孩子们走进革命峥嵘岁月。

谈到收藏的艰辛， 柏正满淡然一

笑，“多年来为收购小人书奔走四川、

安徽、湖北、内蒙古、浙江、河南、山东

等地，花了大半数工资，甚至有过为了

一套《铁道游击队》，饿着肚子拿饭票

跟人换……” 柏正满说，“这些人小书

虽然便宜， 但是书里面讲的道理不便

宜，革命精神不能没有后人继承。 ”正

因为如此， 即使后来收藏小人书出了

名，有人慕名而来要出高价收购，均被

柏正满拒绝了。

为什么收藏红色经典小人书？ 柏

正满表示，这与他的出生地有关。 “杨

斌村是为了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

杨斌烈士命名的， 我从小就听大人们

讲述烈士的英勇事迹。 ”柏正满说，长

大后， 偶然在古玩市场看到红色经典

小人书，敬仰之心油然而生，再加上从

小受革命教育的影响， 这才决定专门

收藏此类藏品。

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载：杨斌烈士，

原名黄雨华， 黄家巷 （今龙冈镇杨斌

村 ） 人，

1922

年生于贫苦农民家庭 ，

194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永建乡

农救会会长、指导员、冈北办事处（区

级）游击大队长等职。

1943

年

10

月

2

日， 杨斌奉命去许储乡争取伪自卫队

长， 不幸被驻龙冈敌人突袭， 壮烈牺

牲。

1957

年撤区并乡时命名为杨斌

乡，后改为杨斌村。

近年来， 杨斌村以杨斌烈士的革

命精神为主题， 在全村范围内广泛开

展学习烈士革命精神的活动， 如红色

小人书展、老党员谈心等。为了传承革

命精神， 该村村委会专门腾出一间屋

子作“红色教育”使用，由柏正满任红

色文化宣传员。 今年， 该村还计划在

村部西侧新建

200

平方米的杨斌烈士

陈列馆，重温烈士的丰功伟绩，传承好

老一代的革命精神， 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

43年收藏 5000册红色小人书

六旬老人常年坚持免费展览，弘扬革命精神

□记者

赵亮

文 / 图

柏正满（右一）说，收藏小人书既是传承红色记忆，也为弘扬革命精神。

范先生（右二）向 3 名大学生赠送锦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