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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村煤业公司以人为本，精心打造品牌企
业，让“关爱工程”造福员工。

安全上保护。该公司面对水、火、瓦斯、煤
尘、顶板、冲击地压等自然灾害，牢固树立“健
康价值无上，安全才是至上”的理念，推行安全
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防”机制，加
大现场管控力度，提升动态预警和应急处置能
力。抓投入重治理。始终把安全投入作为企业

“第一投资序列”，去年以来，投入1000多万元，
对井下“采、掘、机、运、通、监控”等生产系
统进行智能化升级，完善了井下瓦斯抽放硐室、
配供电、运输等8大系统，确保8大系统运行稳定
可靠。

权益上维护。该公司坚持和完善职工代表大
会制度，充分发挥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
权、监督权。推行职工民主评价常态化制度化，
对涉及员工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按照工作程序
和评价办法，提交公司党政联席会研究，在第一
时间进行民主评价，主动接受职工代表的监督。
凡是矿井重大事项、经营管理、员工利益、党风

建设的内容一律公开。高度重视职工代表提案落
实情况，确保员工诉求得到解决。实行公司领导
信访接待日制度，开通员工维权电话，设立工会
主席信箱，畅通员工诉求渠道，促进了劳动关系
和谐稳定。

生活上帮扶。深入开展暖心活动，完善精准
帮扶工作体系。精心组织“健康关爱”“金秋圆
梦”专项服务，持续开展“助困、助医、助
学”送温暖活动。成立井口送温暖服务站，春
送健康、夏送清凉、秋送贴心、冬送温暖，受
到员工的欢迎。不断完善扶贫帮困和爱心救助
机制，为 16 名患大病员工家属发放爱心互助金
47800元，对16名困难家庭大学生子女发放助学
金 18000 元，为工亡家属患大病女工捐款 39623
元，为 2900 人发放困难补助金 51 万余元，帮扶
青年就业 56 人，组织基层单位工会为家庭突发
事件造成生活困难的员工爱心捐款 6 次。

情感上呵护。该公司依托班组、区队、矿井
三级平台，建立健全纵横全覆盖的交流渠道，打
造安全信息反馈链条，做到工作上勤沟通、情感

上勤交流、安全上勤叮嘱、生活上勤关心。了解
员工思想动态，帮助其解决心理、工作、生活等
问题，确保上岗不带情绪、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为职工图书阅览室购置《煤矿安全心理书籍》，进
行心理知识宣传。分期分批组织员工外出疗养。
为采掘工配发保温热水壶、矿用防水工作服、棉
质秋衣秋裤。坚持领导干部与员工谈心、谈话制
度，经常换位思考、深度恳谈、真情表述，广泛
利用意见箱、电子信箱、手机微信等沟通平台，
与员工进行交流，营造民主、平等、团结的工作
氛围。开展“家庭、家教、家风”主题活动，举
办每季度社区文明家庭现场评选，美化、亮化了
联合楼办公环境，“季评十好，年评十佳”活动坚
持不懈，全年选树了荣获集团公司精神文明十佳
白永厚、精神文明十好耿健全、姚艳霞、闫海军
等文明典型。大力拓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
动，丰富了员工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积极推进

“青年感恩大行动”和“孝心青年”推荐评选活
动，组建了舆情信息小组，深化网络文明传播。

徐鑫

王村煤业公司“关爱工程”造福员工 平安快乐
过春节

马脊梁矿团委从2月5日到
2月8日组织开展了以“喜送春
联进万家”为主题的春联书写
和赠送活动，受到了广大员工
家属的称赞。

参加此次送春联活动的 56
名志愿者来自该矿各单位的团
青，他们以流动的方式分别在
该矿井口、综合楼服务站、老
年活动中心、文瀛湖和新一区
老年活动中心为广大员工家属
送去春联及矿党政的节日问
候。同时，该矿团委于2月7日
和2月8日在井口、综合楼组织
开展了“两查两送”保安全活

动，为井口早、二、夜班刚出
井的员工发放了慰问品。据统
计，该矿团委向员工家属赠送
春联共计1168副，为出井员工
发放慰问品756件。

此 外 ， 该 矿 团 委 还 在 井
口、综合楼为出入井员工开展
了以煤矿安全规程和相关安全
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宣讲活动、

“集中上岗查‘三违’、查隐
患”活动，充分发挥青监岗员
的作用，引导和帮助广大员工
增强安全意识，提高自保互保
能力，确保春节期间矿井安全
生产。 左智

■ 马脊梁矿

2月6日，漳泽发电分公司
治安消防部召开班组长管理人
员会议，提前安排部署“两
节”期间各项工作。

为确保“两节”期间区域
治安秩序良好稳定，有效减少
和避免各类案件、不稳定事件
和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
该部门未雨绸缪，积极安排部
署节日期间各项工作，采取有
效措施做好安全保卫和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

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
部署，严格落实部门责任制和
责任追究制，逐级落实工作责
任。节日期间，各岗位要严格
执行人员、车辆管理制度，大
力开展治安巡逻、巡查活动，

增加巡逻 、巡查次数，尤其对
重点要害部门部位要加大工作
力度。

严格落实单位内部安全保
卫措施，抓紧对消防设施设备
的检查更换，积极备战春检工
作。利用2月7日、8日两天时
间对区域各重点单位认真开展
安全隐患大检查，杜绝各类安
全事故的发生。

重点强调完善各项反恐应
急预案，保证应急值守的严谨
性，严格执行带班、值班制度，保
证通讯畅通，实行 24 小时值班
制度，每班均安排一名带班民
警，及时到各岗位监督检查工
作，绝不允许有影响企业形象的
事件发生。 王文山

■ 漳泽发电分公司

“李大爷，您好！我们是矿
上供热区的工作人员，您家供
暖最近咋样？”工作人员一进门
就亲切地问道。2月3日上午9
点，煤峪口矿供热区入户走访
慰问组工作人员来到建新街 6
号楼李大爷家询问最近供暖情
况。“前几天家里确实冷，在家
还得穿保暖一点的衣服。我们

反应情况后，没想到这么快
就修好啦！”“大爷，给您生

活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活带来不便我们深表歉
意意，，供暖供暖期间暖气管期间暖气管

道出现跑道出现跑、、冒冒、、

滴滴、、漏的问题漏的问题，，我们得知故障后我们得知故障后
连夜进行了维修连夜进行了维修，，真是不好真是不好意
思。”工作人员说。

矿供热区为进一步提高处
置供暖突发问题的能力，建立
起完善的巡查、排查制度。接
到电话反映情况及时派工作人
员去家里进行维修。该区针对
性地制订和完善相应的应急预
案，周密部署，从根本上保
证供暖设施的正常运行，让
员工家属过一个温暖安心
年。

刘丽宏

■ 煤峪口矿

大 斗 沟 煤 业 公 司 合 理 部
署，统筹安排，认真做好各项
工作，确保春节放假期间安全
和生产经营等工作稳步推进。

该公司严格执行干部上岗
和值班制度，严格贯彻执行集
团公司“十七亲自”要求，要
求各生产单位在放假期间必须
保证每班有一名正职在岗值
班，并将干部值班上岗安排报
公司调度室，各级管理人员要
包保到位、履职到位、督查和
监督到位。

该公司扎实开展好井下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重点加
强“一通三防”、地测防治水、
顶板、机电运输等薄弱环节的
监督检查，严格落实安全防范
措施，确保万无一失。

该 公 司 加 强 地 面 安 全 管
理，要求各相关单位组织好节
日期间的“三供工作”，强化火
工品、汽柴油等危险物品的管
控措施，加强特种设备、通勤
运输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管
理工作，做好治安管理、食品
卫生等方面工作，确保公司安
全稳定运转。 尉金林

■ 大斗沟煤业公司

“两节”来临之际，轩煤公
司刘家梁矿组织党办、后勤、
护卫大队联合行动，开展节前
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确保
员工家属过一个祥和快乐的节
日。

一是强化安全思想教育。
党办组织人员在广场、人口密
集场所发放关于消防、防盗、
防骗等方面知识的宣传单，并
邀请矿区派出所人员在 5 个小
区内开展现场咨询和讲解，让
大家都能了解和掌握基本的防
范知识，避免发生安全盲区。

二是强化矿区隐患排查。
护卫大队和后勤服务中心人员
组成隐患排查小组，联合行
动，对矿区内所有家属区、公

共活动场所、“五管”要害部
位，区队库房车间的消防器
材、供电线路、供暖管网、供
水管路、闭路线路进行了全覆
盖、无死角隐患排查，把隐患
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

三是强化问题整治。经过
为期一周的隐患排查，对查出
的20条隐患及时下发了整改通
知书，更换老化线路 3000 余
米，更换灭火器50余台，更换
6 个闭路放大器、50 多个闭路
分支器。针对查出的隐患，组
织召开专题会议，对存在隐患
问题的单位进行了现场通报，
责令主要负责人限期整改，确
保矿区节日期间零隐患、零事
故。 殷爱功

■ 刘家梁矿

日前，天镇县赵家沟乡舍科堡村
文化广场欢声笑语、热闹非凡，这是
挖金湾煤业公司“扶贫超市”项目竣
工验收现场的一幕。

公司主动认领了援建天镇县赵家
沟乡舍科堡村文化广场“扶贫超市”
项目，并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开工。
仅用了一个月时间，硬化地面 600 平
方米，安装太阳能照明灯4个、健身器
材10套，配置长条座椅4套和大理石
座椅2套，植树120余株，并竖立了扶
贫纪念标志碑、国旗杆和不锈钢宣传
牌板，于2017年11月15日如期竣工，
为集团公司“扶贫超市”项目交上了满
意的答卷。 李保国 刘天明

挖金湾煤业公司
“扶贫项目”竣工验收

河津发电分公司职工食堂及早谋
划，全力准备，喜迎新春。

一是更换了厨房两个操作间的
地面排水槽盖网。二是组织人员对食
堂操作间、售饭台间的墙面和餐厅所
有的门窗、玻璃进行了清扫擦洗。三
是更换了就餐大厅的照明灯具。就餐
大厅悬挂上了全新的红灯笼，给员工
打造舒心的用餐环境。四是提前筹备
春节期间用餐食材，确保一线员工吃
上健康、放心的菜品。 王震芳

河津发电分公司
职工食堂旧貌换新颜

春节将至春节将至，，平旺地区群众挑选春节彩灯等传统年货平旺地区群众挑选春节彩灯等传统年货，，迎接迎接
新春佳节的到来新春佳节的到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健张健 摄摄

春节来临，常听人说要抽空儿炸点丸子、
烧点肉，准备年夜饭。其实，我们现在无论是
下饭店还是平时在家里吃，这些肥腻的菜肴已
多不待见了。之所以在春节期间要烧肉或者炸
丸子，是因为多少年来，这些流传于民间的菜
肴至今仍传承着浓郁的年味儿。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南
宋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中所描述的，正是
当时农家春节饮食的生动写照。可见年夜饭由
猪、鸡等肉禽食物唱主角，自古有之。

扒肉条、黄焖鸡块、过油肉、糊肘子、红
烧鱼、黄焖丸子、八宝饭……这些民间菜肴，
曾经有过一个响亮的名字：“八大碗”，大同人
也叫“八大件”，是由八道菜肴组合而成的，由
八只大海碗装盛，故称“八大碗”。

八大碗在全国各地有着多个版本，比较出
名的有北京八大碗、兰州八大碗、正定八大
碗、清真八大碗等。

老大同的八大碗，可追溯到清朝中期。清
朝乾隆年间，政通人和，百业兴旺，饮食市场
空前繁荣，其中以“满汉全席”称雄于饮食
业。满汉全席分为上八珍、中八珍和下八珍，
八大碗因其食材粗简，故被列为“下八珍”。八大
碗在当时集中了扒、焖、酱、烧、炖、炒、蒸、熘等多
种烹饪手法。

清代，大同与京城商贸往来频繁，北京八
大碗逐渐流传于大同坊间，成为人们婚丧嫁娶
时的主要宴宾形式。但是，大同的八大碗，并
非照搬北京八大碗菜谱。由于当时大同与口外
商贸往来较多，吸纳了西北地区“清真八大
碗”的一些菜品，如扒羊肉、扒牛肉，并融入
本土特色菜肴，故而形成独具风味的“大同八
大碗”。

说白了，老大同八大碗就是年夜饭中的一

种既普通又实惠的菜肴，把鸡鸭鱼肉以传统方
法烹制，再用传统瓷碗盛放摆上餐桌的美食。

我生长在60年代，老家是在大同北郊区的
农村。小时候，因家里人口多，队里分的粮食
根本不够吃，一到过年时，就要和左邻右舍
借，直到1978年包产到户之后，才基本解决了
温饱，家中一年当中很少吃到肉。记忆中，对
年夜饭总是充满期待、充满欢乐，因为那是一
年中全家吃得最好的一顿饭，虽然达不到“八
大件”的标准，但凭着母亲的巧手，能将仅有
食材烹制得有滋有味。特别是母亲做的黄焖
鸡，香酥嫩软，不仅我们兄弟姊妹们爱吃，而
且传到第三代、第四代，至今孙子、重孙子辈
都喜欢吃。每年的家庭聚会，黄焖鸡是孩子们
的最爱。

那年月，尽管全家靠种地收入微薄，但年
夜饭中，红烧鱼、扒肉条、牛肉丸子、羊排是
必备的，倒是素菜显得格外“珍贵”，最先被消
灭的是母亲调的拌凉菜。拌凉菜中有黄豆芽、
绿豆芽、海带、粉条等，用自家产的胡麻油和
葱姜蒜一炝，用酱油醋调拌，酸辣适中，非常
可口。那年月，村里人基本吃不上新鲜蔬菜，
除了自家产的土豆、萝卜、干豆角丝之外，想
吃白菜得到100里开外的大同市买，即使买回来
几颗菜，也是冻着冰渣子，放不了几天，所以
也不能多买。

村里还有一种做素菜的原料，就是豆腐，
虽然没有列入“八大件”，但每家每户过年是必
备的。豆腐是村里的一户人家做的，家传艺，
他们一年只在腊月开张加工几天，人们排着队
去磨豆腐。石磨是自己推，原料黑豆和烧的炭
也是自己带。随着磨盘的转动，豆黄变成了
豆糊，豆糊再经过滤、点卤、压制、切割，一
块块豆腐就出锅了。将豆腐担回家，放在盛凉

水的水缸里，以备过年及正月里吃。家乡的豆
腐特别瓷实，记得有一次掉在地上也没碎，只
是碰了个角。老家炖或烩出的豆腐，又软又好
吃，豆香味特别浓。后来，我曾在矿区买过无
数块豆腐，但再吃不出家乡的味道了，总觉得
淡而无味，没有嚼劲。

往事如烟，如今，我离开家乡融入大同煤
矿已有30多年了。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乡的面貌也日新月异，
标志着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早已化作永久的
记忆。我们的生活几乎能达到月月吃“八大
件”的水平了，并且各种新鲜蔬菜市场上应有
尽有，早已解决温饱问题，全民正在步入小康
社会。

抚今追昔，吃年夜饭，品“八大件”，倍感
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发自内心地感恩我们日新
月异欣欣向荣的国家；感恩与我们一同成长、
百折不挠的企业；感恩含辛茹苦精心培育我们
的父母。只要心中充满爱，我们的生活就更美
好，我们的明天就更美好！

记忆中的年夜饭与“八大件”
刘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