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陈阳军）近日，宁陕县龙王镇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到村“六查”入户“六问”行动，通过
实地走访为群众排忧解难办实事， 坚决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接续乡村振兴。

该镇在走访前召集村干部、 驻村干部进行业务培
训，明确走访纪律，确保所有农户走访到位。 在入户走
访中，帮扶干部活跃在田间地头，挨家挨户走访，主动

与群众聊家常，详细掌握村民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了解群众对乡村振兴的期盼要求。并针
对排查出来的问题及时分类汇总， 对所有监测对象开
展帮扶效果评估，及时落实帮扶措施，全面消除风险。
对符合监测条件的农户按照工作流程及时审核纳入监
测，做到“应纳尽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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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卖部从村里搬到我家房后梁上的那一年，
正是土地到户后的第三年。 父亲忽然发现，他可
以边在地里种庄稼，边照顾小卖部的生意。 因为
我家的承包地与自留地连接成片，并从院坝坎边
向四周蔓延开来，小卖部正好被围在中间。 父亲
站在地里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清楚地看见小卖部。

这一年的春季， 父亲趁着小麦还未变黄熟
透，便在地里的小麦空隙处栽上了冬瓜苗。 这已
经是父亲第二次在小麦地里套种冬瓜了。

1981 年土地到户后， 农民们在自家的承包
地里精耕细作，加上当年风调雨顺，迎来前所未
有的大丰收，家家户户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 我
家也不例外，饿肚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年，父亲便在自留地阳坡面的小麦地里
套种了几分地的冬瓜。 小麦收割后，冬瓜秧苗显
露出来，加上阳光普照，冬瓜苗疯了似的生长，很
快就在瓜蔓上结出了冬瓜。 到了农历的 8 月份，
冬瓜喜获丰收，一个个圆嘟嘟的横着、竖着躺在
地里。 父亲号召全家出动，把冬瓜从地里抱到房
后的梁上，再用架子车托运到镇上。 一家人分工
协作，运的运、卖的卖，几天工夫，地里的冬瓜就
被销售一空。晚上，父亲数着手里厚厚的一沓钱，
对母亲说：“没想到种冬瓜能卖到这么多钱！一斤
冬瓜两毛钱！ 可比种粮食划算多了，还不影响秋
季播种，明年得多种些！ ”

尝到甜头的父亲一发不可收拾。 第二年，父亲将全部的自留地都
种上了冬瓜。 小麦收割后，父亲细心地给冬瓜除草，把瓜蔓排列整齐。
等瓜蔓长到一丈多长时，又在离每个瓜蔓根部一尺远的地方挖一个深
坑，不断地施肥，完了再用深土掩埋……村里的好心人见了，纷纷劝父
亲：“你种这么多冬瓜，卖给谁呀？冬瓜能当饭吃呀？ ”确实，刚刚摆脱了
饥饿的人们恨不得都种上粮食，怎么会舍得在地里种菜呢？

1983 年，对于陕南秦巴山区里的人们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这
一年夏季的雨水特别多，靠近河流的川道、城镇普遍遭灾，房屋被毁，
农作物颗粒无收。 可对于丘陵地带的蔬菜来说，却遇到了难得的生长
机会。 秋天，冬瓜成熟了，我家门前是一大片耀眼的白，一个个又大又
圆的冬瓜，袒露着“大肚皮”，憨态可掬。

父亲种冬瓜的事不知怎么就上了报纸。 这下可不得了，到了收
获季节，一辆辆小车、大货车从城里出发 ，开到了我家房后的梁上 。
人们跑向冬瓜地里，抱起一个个大冬瓜，就像抱着一块金元宝似的，
久久舍不得放下。抢购冬瓜的人们在地里划出一个个属于自己的势
力范围，根本不用我们动手，父亲和母亲只忙着给人过秤、算账和收
钱。

我有时候在想，父亲为什么会想到种冬瓜呢？ 小卖部让他经营得
一塌糊涂，一家人吃尽了苦头，他竟然通过一次种菜就挽回了颜面。 其
实说到底，可能还是与他经营小卖部有关系，小卖部一天人来人往，父
亲接触的人多，得到的信息自然就多；第二点可能与父亲爱读报纸有
关。 父亲经营小卖部的那些年，一直都在订阅《安康日报》，一有空闲，
便捧起报纸。

父亲肯定从报纸上读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

“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
无？ ” 每次诵读白居易的《问刘十九》，心中就有无数个问
号，究竟烫酒的小火炉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也跟父亲做的
土火炉一样炽热得令人难以忘怀呢？

父亲年轻时，是老家乡下有名的泥瓦工，可是因为一
次意外他从高空坠落，落下了残疾，不再方便爬高走低，但
是手艺却一直没有闲着，经常被人请去建个猪圈、垒个鸡
窝或者盘个土炕土灶，做些零碎的小活，倒也勉强维持家
里几口人的生活。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条件好一些的
人家从烧柴火改为煤炭，可是煤燃烧起来呛人，不适合用
火盆烤火。父亲外出做工时，见识过外地取暖的土火炉，于
是他凭着记忆就在家里试做。 开始用红砖裹着一层泥皮，
在火炕的侧面凿一个口， 土火炉的烟道和炕洞相连接，这
样不仅解决了煤烟呛人的问题，而且炉火燃烧的热量也会
悉数被土炕吸收，省去了每天早晚烧土炕的麻烦。

但时间长了，红砖的劣势就凸显出来，砖会炸开，泥皮
也有了裂缝，一生火，满屋子呛人的青烟。 父亲就扒了红砖，
改换成泥坯，制作泥坯时，中间夹杂些麦樱子，泥坯就多了韧
劲，且耐高温，除非有外力，否则一个土火炉可以用上好几
年。 每年过了霜降，父亲就买了散煤，添加少量的黄土，加水
搅拌，最后在院子里的空地上抹成两公分的煤层，切割成方

块晒干后堆在窑后面，生了炉火后随用随取，添加了土质的
煤炭呛人的味道会淡些，当然更省钱是主要原因。

窑里的温度开始攀升，外面雪花飞舞，北风一会“摔
打”着棉门帘，一会“尖叫”着钻进柴垛。 窑洞里却是一番暖
融融的景象，父亲坐在土火炉旁边，眼睛眯着打盹，隔一会
把手伸进火炉边上的小隔间里，里面通常会放着正在烤的
红薯，空气中开始弥漫着一股诱人的烤红薯香味。 火炉上
放着水壶，滋滋啦啦地冒着热气，等到饭点，水壶就会换成
炒锅，有了土火炉，简单的饭菜也可以应付。 花猫慵懒地蜷
缩在炕沿上，一会儿睁开眼睛瞄一下，一会儿又站起来伸
伸懒腰，或许是炕太烫的缘故，挪到地上又轻轻地打着鼾。
母亲坐在靠窗的位置，戴着老花镜，把一枚针扎进千层底，
顶针使劲顶着，针穿过了鞋底露出了尖，母亲用牙齿衔着
针尖把针扯过来，右手抓着针把麻绳不断扯出来，窑里又
多了纳鞋底的刺啦声。

家里的土火炉做成功了，父亲就开始接外面的活。 父亲
去了一次韩城，联系了一家专门做铸铁炉条、封闭铁圈和盖
子的小工厂。 购买了这一套铸铁设备后，父亲做土火炉就不
收手工费，甚至后来父亲还从家里带泥坯过去，现在想来，跟
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竟熟稔生意经。

一到秋后，父亲的土火炉生意就进入了旺季，一天到

晚不着家，正是秋收的时节，苞谷、柿子、红薯和花生都要
赶着收回来，可苦了母亲和我们姐弟三个，看着我们手上
磨出的血泡，父亲爱怜地说年底要送我们一个大礼物。 记
得那天飘着雪花，我们围着炉火听母亲讲故事，父亲从门
外进来，抱着一个大纸箱，仔细一看原来是台 17 寸的彩色
电视机，我们兴奋得大喊大叫，我们家也成了村里第一户
购买彩色电视机的人家。 自此后每天家里挤满了人，炕上
炕下、炉火边、灶台边到处都是人，土火炉炭火正旺，窑洞
里空气都是炙热的， 比炉火还热烈的是看电视的人们，不
时爆发出一阵哄笑声和杂乱的争吵声。

过了大约两三年时间，发生了一次意外，外村有一对
新婚夫妇，是父亲给盘的土火炉，但有天晚上，盖子没有盖
严密，炉火熄灭了，恰巧半夜刮倒风，结果两人煤气中毒，
差点酿成大祸。 父亲知道后大清早就赶去镇卫生院，提着
礼品并坚持要付医药费。 随后父亲盘土火炉的同时，还负
责给人传授封炉火（晚上使炉火处于半休眠状态）的方法
和经验，直到后来逐渐出现了蜂窝煤炉、铸铁火炉、电炉
子、电暖器等，韩城的小工厂据说也倒闭了，土火炉慢慢就
没有了市场，好几年，父亲一直在义务做些土火炉修修补
补的善后工作。

家里的土火炉在窑洞拆迁之前， 还一直保存完整，父
亲去世几年后，村子迎来了整体的移民搬迁，母亲随着哥
哥搬到镇上的新民小区。 不久，老村子就被夷为平地，据说
要建一家机械设备厂， 投产后每家可以有一人在厂里上
班。 这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土火炉了，只是在梦中，父亲
那单薄的身影和那火苗呼呼的土火炉偶尔出现过。 曾经的
记忆中， 土火炉灼热的光芒温暖着我们一个又一个寒冬，
也照亮了我们贫瘠暗淡的童年时光。

小时候，父亲最喜欢手捧杯盏，在房前屋后散步，欣赏
落日余晖、朝霞隐月、潺潺流水，而母亲总会埋怨他过于清
闲，他说：“平淡，才是真。 ”然后，慢慢嘬一口手中的茶，惹
得母亲又气又笑，愤愤不平地说：“泥腿子装书生。 ”父亲假
装没听见，悻悻回屋，他不会因为母亲的话而生气，更不会
因为生活琐碎而喋喋不休，只是静静放下茶杯，继续为生
活而忙碌，他总说：“茶中有苦，苦中有甜。 ”

家乡盛产茶叶，也孕育出了一方风土人情，“仓中可无
米，杯中必有茶”，茶不仅仅是饮品，也是贫苦生活的调味
料，是待客之道。

下地干活，一把锄头掀开土地的外衣，播下希望的种
子，与天斗、与地斗，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汗水换得硕

果，这是村民们最大的成就。 而其中的辛酸也只有他们自
己知道，跟着太阳东升西落，早出晚归，除草施肥。 休息的
时候，就坐在草地上，温茶在手，打开杯盖一股浓香萦绕，
缓缓入腹，疲惫一扫而空，手上又生出了使不完的劲儿。 若
是遇到几个亲友，上门寒暄是少不了的，一杯茶，就打开了
话匣子。 也会有外地的挑夫路过屋前，卖布匹、衣服、古书
籍等，母亲都会递上一杯茶，与人为善，为己修福，她总会
感叹：“出门在外，递口茶水，人家心里也会暖一些。 ”

母亲从没出过省，倒是父亲因为务工走了很远，从田
间地头到工厂，一样的忙碌，但一样的手边也总有一壶茶。
只不过他的茶越来越浓， 以至于母亲在电话里反复提醒，
茶要清淡些。 父亲无奈地说：“太累了，浓茶才能勉强止住

疲乏。 ”
等我工作以后，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也少不了买些

茶叶，铁观音、普洱、雀舌……闲暇之余，温一个茶杯，撮少
许茶叶，浇上开水，在茶香中思考些往事，翻看几本书籍，
就像是自己也成了这一片紧缩的叶子，在水里舒展。

父亲回到故乡时， 脱贫攻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茶
叶成了当地的经济支柱，为农民致富增收。 山梁低洼处都
种上了茶树，兴建了茶园、茶坊、茶厂，父亲还是照旧，手捧
一杯茶，走在田间地头，不过他遇到的人多了。 邻居在地里
种上茶苗以后，也喜欢和他闲谈茶叶的长势，分享种茶经
验，探讨除草施肥以及茶叶的销路、政策等，母亲也不再埋
怨他清闲度日。

那年回家时，我竟看见父亲也置办了一套茶具，还饶
有兴致地要给我露上一手，一边说话，一边有模有样地把
茶叶装进壶里， 慢慢添水……他的茶已经清淡了许多，笑
着和我说喝浓茶晚上要失眠。 低头瞬间，他的鬓角早已生
了许多白发，茶还未入口，却已苦涩入喉。

这人生，终将是空杯以对，生活索性就放慢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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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忆 土 火 炉
■ 魏青锋

往 事 如 茶
■ 熊聆邑

本报讯（通讯员 罗娜）为了引导流动菜
贩有序集中经营， 同时也为群众提供舒适、
干净、便捷的购物环境。 白河县城市管理执
法局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积极筹措，改建一处便民市场。 11 月 2 日，
位于清风路的龙井临时便民菜市场正式开

始试运营。
龙井临时便民菜市场建成后，该局积极

组织执法力量 30 余人次， 动员广大流动菜
贩进市场售卖，对不理解的个别菜贩，执法
队员耐心劝说； 对个别行动不便的年老菜
贩，执法队员主动帮其将菜品送至市场。 截

至目前， 执法人员共劝导 60 余户流动菜贩
进新市场经营。

“现在有了固定摊位， 不怕日晒雨淋，也
不用担惊受怕了。 ”菜农王师傅高兴地说。 附
近的居民李先生也表示：“菜市场建成后，环境
变得干净卫生，买菜方便，交通也顺畅了。 ”

本报讯 （通讯员 张禄 邓海洋 ）自 “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平利县城关镇坚持作风有
硬度 、执行有力度 、服务有温度 ，持续提升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 ，全力做好群众的 “知心人 ”“贴心人 ”“暖
心人”。

该镇通过积极调研、建立台账，收集群众迫切需要
解决的问题，形成“登记、办理、督办、协调、反馈”一整
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掌握群众意愿、 确定落实清
单、夯实责任到人。同时，该镇突出产业发展优势，全面
落实“一套工作班子，一名领导挂帅，一个业主承建，一
套工作机制、一名技术指导员”的“五个一”建园机制，
坚持茶饮首位产业带动、小众产业补充，以龙头旅游景
观区、金华生态种植区、马盘山体验观光区、三里垭茶
旅融合区、普济寺改造提升区、三河新建基地区“六个
片区十大板块” 为基础， 构建一主多元的特色产业体
系，全面推行“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此外，该镇及时成立主抓招商引资、农业产业、乡

村振兴、工业援建、市政建设、重点项目 6 个工作专班。
县委、县政府布局在城关镇的 29 个重点项目建设环境
得到有力保障， 自身谋划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接替有
序，政府性投资项目 3 个竣工、4 个在建，民间投资中
平利县城南山生态康养农旅体验综合体项目、 平利县
华清金源航天科技农业研学基地建设项目、 三河村三
组生态养殖场建设项目有力推进。

与此同时，该镇围绕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
实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效，细化责任清单，扎实开展
到村“六查”入户“六问”，排查问题、建立台账、对标整
改，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筛选涉及民生实事、生
态环保、教育卫生等相关事项 84 项，已完成 76 项。 开
展义诊活动 10 余
场次，受益群众 800
余人， 实现全镇脱
贫劳动力转移就业
3102 人。

平 利 城 关 镇 民 生 实 事 落 地 见 效

白河城管局引导流动菜贩有序集中经营

本报讯（通讯员 陈少君 许启军）作为全省
智慧教育示范区，今年秋季以来，石泉县持续加
快“互联网+教育”进程，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为教育教学及教育管理提
质增效赋能，推动“双减”工作落实落细。

融合应用为课堂教学增趣添彩 。 在扎实
开展教师领航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研修的同
时， 该县先后开展了骨干教师信息素养提升
培训、 校长信息化领导力培训和全县中小学
教师信息素养提升全员培训 ， 切实提升教师
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融合创新应用， 引导教师将信息技术融
入到“备、教、学、评”等各环节中，积极探索教
学决策数据化、评价反馈即时化、交流互动立
体化、资源推送智能化的育人环境，开展研究
型、项目型、合作式学习，促进全体学生全面、
个性发展。

特色课程丰富课后服务内容。 为推进中小
学人工智能编程教育， 该县举行了中小学人工

智能教育专题培训。 秋季开学后， 各学校按照
“基础作业辅导+学校特色项目+特长素质拓
展”的课后服务“1+1+X”模式，根据学校实际，
除开设艺体类课程外，还开设了以电脑绘画、艺
术设计、 编程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信息技术类
课程，满足学生发展需要。 同时，组织部分学校
开展课后延时服务智慧管理平台的试点应用，
为学生素质拓展和兴趣培养提供丰富的内容支
持，点亮课后时光。

智慧管理提升校务协作效能。 扎实推进智
慧校园建设，形成了体系完整、责任明确、高效
顺畅、监督有力的管理运行模式，该县实现了教
育智慧管理和数字化转型，完成“人、财、物、事”
所有环节的管理， 提高移动办公智慧管理水平
和工作流程效益，极大节约了人力和物力成本。
与此同时，充分应用家校互动平台中的班级圈、
家校本，经常性向家长推送教育、安全及法制知
识，加强家校沟通，形成家校共育合力，提升育
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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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刚入村的那天，旬阳市双河镇早阳
村第一书记兼工作队长李志选还心有余悸。
8 月 26 日，入村当天，他就接到市防汛防滑
指挥部的预警信息 。 暴雨来势汹汹 ，李
志选一心牵挂着村上群众， 马不停蹄地带
领驻村工作队、村组干部立刻投入到防汛抢
险工作中。

包过村、联过户，从一名普通包村干部
到镇农业综合站站长，再到市农村经营工作
站合作经济股股长，跟农业、农村打了 23 年
交道的李志选面对突发事件驾轻就熟，他带
领干部对全村 6 个村民小组、409 户村民居
住情况进行摸排，设立监测点 3 处，制定完
善全村防汛防滑应急预案。协调市农村经营
工作站给早阳村抢险应急分队购置雨衣、雨
鞋 17 套。防汛抢险期间，他带领全村党员时

刻待命，24 小时值班值守。 在四轮强降雨过
程中，早阳村未发生一起伤亡事故，最大限
度地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在抗洪抢险、 进行生产自救的过程中，
李志选也在思考着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早
阳村的地理位置优势，依托生态资源，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全村增收致富。

带着这些思考， 李志选逐户走访调研，
了解民意，摸排村情，广泛征求老党员、村干
部的意见。他考虑到双河镇是全市乡村振兴
示范镇，打造以西岔河稻鱼种养为主的农业
观光示范区是全镇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早
阳村为老西岔乡政府所在地，有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他计划在乡村振兴建设过程中形
成以稻鱼养殖为主体，辣椒、油菜为辅助的
观光旅游种植业、畜牧业等多业并举的产业

发展思路，带动群众发展产业，不断壮大村
集体经济。 同时，加强村“两委”和驻村工作
队作用， 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共建共治，多方发力，为推动早阳村乡村振
兴战略全面实施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李志选还积极发挥专业特长，在走访全
村农户后，精心挑选了两户有技术、有基础
的农户，作为家庭农场进行试点培育。 并迅
速筹集资金购置了 1 台价值 8 万余元的履
带式自走旋耕机， 为稻油轮种下好 “先手
棋”、为壮大村集体经济奠定基础。

“我一定会深深扎根在这方热土上，握
紧乡村振兴‘接力棒’，当好乡村振兴的坚实
支柱。 ”李志选坚信，集众人之智，汇众人之
力，一定能描绘出早阳村山青、水绿、天蓝、
人富的幸福蓝图。

李志选 ：要让乡亲富起来
通讯员 饶从艳 程友锋

开展课后延迟服务、开设多样化社团……自 9 月开学以来，“双减”政策逐步在我市中小学
落地。

政策制定执行只是前半篇文章，想要“减”出成效、“减”出良好的教育生态、“减”出学生健
康成长的好气象，还得做好后半篇文章。

“双减”是一项系统工程，家长和学校则是主要责任人。 只有两者在教育理念上达成共识、
在教育方式上同向同行，才能真正缓解教育行业“剧场效应”造成的“内卷”。 一方面，学校在做
“减法”的同时，要抓好课堂教学主阵地，主动在教师队伍建设、课堂质量、智慧管理等方面做
“加法”，针对家长需求、学校特色、学生爱好等对课后服务进行科学设计。 另一方面，家长也要
逐步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和成才观，增加对孩子思想情绪变化的关注，着重培养孩子的自觉性、
专注力、意志力，满足孩子在家庭中的情感需求，并形成良好的沟通模式，与孩子共同从课后补
习的惯性中转向，找回成长的主场。

短 评 “双减”既“减”也要“加”
记者 王旭

近日，汉滨区税务局崔义胜劳模工作室正式揭牌成立。 该工作室吸纳了汉滨区税务系统内理论强、技术优、业务精的岗位能手，组成了一
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服务团队，将在税收征管改革攻坚、提升为民办税服务、创新队伍管理机制、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等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陈荣斌 摄

龙王镇党员干部实地走访为群众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