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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来临之际， 中国电信安康分公司帮扶干部来到汉阴县平梁镇
二郎村，带着慰问物资，对村四支队伍及 24 户结对子包联户进行了春节慰
问。

肖娴 摄

本报讯 （通讯员 陈金山）“馍
要刚出炉的 ，多加肉……”成韦锋
边打包边对正在做肉夹馍的妻子
说。 1 月 11 日早晨 6 点，伴着漆黑
和寒冷，成韦锋将刚装好的一箱肉
夹馍和稀饭放在车上，便向着平利
东高速路口疫情防控点驶去。

到平利东疫情防控点后，成韦
锋快速将肉夹馍和稀饭送到防控
一线工作人员手中，并提示他们趁
热尽快吃。 当天是他免费送“爱心
早餐 ”的第七天 ，防控工作人员对
眼前这位暖心的小伙子早已熟悉，
无须过多感谢， 简单的寒暄后，成
韦锋就转身开车向平利西高速路
口方向驶去，他还要为那里坚守的
疫情防控人员送上热腾腾的早餐。

往返两个疫情防控点一趟近
40 公里，当成韦锋赶回县城肉夹馍
店时 ，已是 7 点半 ，正是上班族吃
早点的高峰 ， 店里的客人络绎不
绝， 他连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就
急忙换身衣服和妻子投入到紧张

忙碌的工作中。
今年 36 岁的成韦锋做肉夹馍

已有 8 个年头，他家的肉夹馍量足、
味美、价廉，在县城内小有名气，因
为坚持全部手工制作， 他每天凌晨
3 点多就要起床揉面、卤肉、炕馍。

提起送早餐的初衷，成韦锋说：
“前段时间我上高速时看到疫情防
控工作人员将泡面当早餐， 既心酸
又感动，考虑到自己就是做餐饮的，
便决定以后每天再早起一小时，为
他们送上一份自己亲手做的早餐。”
至于坚持送餐到什么时候， 成韦锋
指了指送餐箱说：“就像这上面写的
一样，疫情不退，送餐不止。 ”

在平利西的执勤人员周文飞
说：“我们做的一切， 人民群众都看
在眼里，再辛苦都是值得的。 ”另一
名在场的执勤人员王斌斌表示，真
的非常感动， 作为执勤人员他一定
会坚守好自己的岗位， 严把进出人
员的关口， 为筑牢疫情防控工作贡
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一转眼，又是很多年过去了，我的情
永远系在家乡的滴水岩上。

我童年居住在西路坝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里，小村蕴藏着我的衣食住行，
安抚着我的喜怒哀乐。 伴随着成长的岁
月，见证了一次次日出日落，记载了一个
又一个春夏秋冬。

走过一个个故乡的地名，不知不觉，
额上新添了些许皱纹，头发上又添诸多白
发。 每一年，我都要去看望几座山、拜访
几条河。 而滴水岩，是我每年都会去的，
心愿一直潜藏在心底，当念头一次次触动
神经的时候，浑然不觉，我已扑进滴水岩
的怀抱。

滴水岩位于李家湾村的北面。
李家湾村坐落在凤凰山半山腰，这里

地势平坦，群山环抱，是一个天然的小盆
地。 这里屋舍相连，土肥水丰，山水通幽，
四周的泉水在向下流淌过程中，形成了一
条沟壑，远远看去雄伟壮观，秀丽高峻，幽
深连绵。

滴水岩因所在的山脉———凤凰山雨
量充沛，日照充足，形成独具特色的日出、
霞光、云海、绝壁、断崖、独峰等地质与气
象奇观，是西路坝清晨最早看到太阳升起
的地方。

少年时，在五彩缤纷的夏季，我和小
伙伴们常到滴水岩嬉戏。 瀑布高百米，四
周山峰林立，山溪泄流，形成自然奇观 。
若遇到丰水时节，清晨观瀑，别有风味：你
望云雾缭绕的大小山峰，若隐若现，朦胧

间露出峰顶；你看瀑水飞溅，微风轻拂，飘
飘洒洒，如薄雾，似细雨；你听瀑布跌涌之
声与峰顶松涛互相呼应，像排山的浪潮，
似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战鼓雷鸣。 山泉水
是活泼的精灵，从悬崖上坠落后，继续沿
着山涧，一路狂奔汇入月河，灌溉着下游
千余亩稻田。 若遇到枯水季节，瀑布水量
锐减，直到形成一滴滴的水珠，慢悠悠往
下落，就有了“滴水岩”的名字。想象一下：
湿漉漉的百丈绝壁，千万颗晶莹透亮的珍
珠，纷纷扬扬，从岩顶落下来，是多么壮观
的奇景。 无论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
布，或是“大小珍珠落玉盘”的滴水岩，都
撩拨着人的情愫。

李家湾村并不大，以李姓为主，祖祖
辈辈在这里日出而耕、 日落而息地生活
着。 凡是来过李家湾村的人，没有人不为
该村的富庶和优美的环境所惊奇。 不知
是哪个熟读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秀才，头
一回经过李家湾村时，忍不住惊叫“桃花
源到了！”因此民间有了“桃源村”的叫法。
因为自南向北的山壑很多，形成了条条银
练细流，经年不息，给这里的人们提供了

丰盈的生活水源。 每年的农历四五月，荡
着清波的层层梯田中插满了碧绿的秧苗。
李家湾村风景迷人，生态环境优美，出产
的稻米品质优良，是曾经的贡米。幼年时，
我们经常随父辈在滴水岩放牛、 割牛草，
在鹅卵石下逮小鱼、抓螃蟹，在溪流里游
泳，留下了无穷的快乐。

那时，李家湾村也是名副其实的花果
山，一丛丛栀子花、一簇簇月季花争相绽
放，家家房前屋后栽满了的杏树、桃树、枇
杷等果树，树上的果子日渐成熟，它们散
发的香气弥漫在空中，甭提有多诱人!

滴水岩是沉默的，又是动感的，更是
质朴的、原生态的。 登临金顶，熹微初现，
俯首千沟万壑，视野里高耸的峰峦变成了
点点孤岛，环山隐隐，化为连绵的海岸线。
期盼中，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如鲜血涂染
了天空，时而淡紫，时而嫣红，然后金光四
射，日光下，雾岚涌动，如瀑布飞泻而逝。
沉睡了一夜的滴水岩聆听着我轻捷、胆怯
的脚步声悄然苏醒了……

临近晌午， 躺于一嶙峋石上小憩，俯
瞰峡谷，听百鸟欢鸣，看瀑布流逝……忽

然，半山腰刀砍斧削的崖壁下，现出一个
彩虹般的大圆，如峨眉山的佛光，人在崖
壁上，身影早已映在了圆里面，挥手左右，
如用半径画圆，雾起雾跌，彩圆也随起随
消。

滴水岩是妖娆的，更是神秘的，难怪
有人誉之为“陕南奇山”。

不经意间，一首诗从我的心中汩汩流
出，如山涧细若银练的清泉，流淌和滋润
着我的情感与遐思。

走在掩映于蓼竹织成漫山碧绸的荒
径里，我生怕自己走失了。 我熟悉这里的
岩石与树木，峰岭与绝壁，花草与虫子，溪
流与云翳，野菌与草药，刺蓬与坡梁，顺着
你们歌唱的声音， 我就会找到回家的方
向。

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许每个人心中都
敬仰一座属于自己的山，只要你一点一滴
用情爱和血液滋养它，这座山就会以它的
方式耸立在你心中， 经历风雨也岿然不
动，神往满足着你的神往，憧憬着你的憧
憬，成为你浸泡慵懒的澡堂，畅叙心事的
朋友。

滴水岩，洋溢情怀的地方，宽慰心灵的
地方，洗浴风尘的地方，梦绕情牵的地方。

本报讯（通讯员 朱烁旭 彭
乐 ）近日 ，紫阳县洞河镇二台子
社区党群活动中心正式投入运
行。 该活动中心紧紧围绕服务群
众、后续帮扶、优化管理、维护稳
定四大功能 ，建立健全 “两委一
监一中心”组织构架，健全“党群
服务中心 、综治中心 、老 （少 ）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 、 文体活动中
心、物业管理”五个中心，覆盖 2
县 4 镇 2148 名搬迁群众，同时满
足群众需求。

据了解 ，该社区建立 “组长
管网格 、楼长管楼栋 、家长管小
家”的管理机制，全面负责网格、
楼栋 、家庭的管理 ；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采取积分制管理，以每人
100 分为基础分， 根据工作和表
现情况 ，对照能力水平 、服务质
量、公益美德等进行积分加减并
进行奖惩；设立“321”基层治理、

妇女儿童维权、 人民调解等多个
功能室， 提供预约服务、 上门服
务、 延时服务， 同时简化办事流
程、优化窗口服务，让搬迁群众通
过“进一扇门、交一套资料、领一
次证”，努力实现“最多跑一次”；
创新“线上+线下 ”服务模式 ，通
过建立微信群、QQ 群等方式，采
取线上倾听群众诉求， 解答群众
疑惑，线下直接办理精准服务，设
立学雷锋示范岗， 定期收集、整
理、 解决群众的需求、 意见和建
议， 切实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 同时设立意见箱、举报电话，
方便群众监督社区干部各项工
作。

在王莽山下的旬阳市仁河口镇，村民把杀年猪作
为一种交流的平台，每年进入腊月，一家挨着一家轮
流杀年猪，好生热闹。

农历腊月十二是个好日子，屠夫王仕元预约要杀
3 条猪，王仕元是当地人，出生于 1962 年，从 19 岁开
始杀猪，这一天在王顺奎家里宰的是第一条猪，王顺
奎的妻子李炎凤和妈妈王萍两人忙前忙后的张罗着
备了一大桌子菜，还请了邻居、亲戚陪客。

当地村民胡荣梅介绍，杀年猪有许多习俗，要敬
猪背大神，将宰了的猪，脱毛、刮净，用扛子托起来，让
猪横卧在大木桶之上，屠夫用利刀将猪背部熟练的划
开，主人将祭祀用的猪血、果品、酒等放在猪的背部，
以示祭祀，祈福。

杀猪在当地农家算是一件大事，因为一般人家每
年也就是一两次， 冬腊月间是杀猪匠最活跃的时候，
由他们“掌刀”，不仅干得干净麻利，而且不“糟践”（浪
费）有用的东西，把猪的肉和头、蹄、下水（内脏）、血、
骨头等各部分收拾得井井有条，分门别类，拿民间的
话说是“能多杀出来三四斤肉”。 当然，请这些杀猪的
“把式” 也要给一定的报酬， 七十年代的杀猪匠杀完
猪，由杀猪匠座上席，海吃海喝一顿，猪毛由杀猪匠带

走，再送杀猪匠二三斤肉的礼吊子，现在条件好了，通
常是把头蹄下水中的一部分赠送其为酬资，杀猪者也
并不推辞，因为这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在杀猪的这天，
主人都要请亲戚朋
友前来聚宴，既为联
络感情，也是庆祝丰
收。

据仁河原文化
站 长 李 炎 刚 介 绍 ，
杀猪一般在腊月中
旬进行，也有提前至
腊月初的。 过去，农
民生活很苦，一年难
得吃几次肉。 平日喂
猪攒粪，年底猪也肥
了 ，加上过年 ，便将
猪杀掉，补偿一年付
出的劳动 。 杀年猪
时 ， 充满节前的欢
乐。

情系滴水岩
□ 李永明

1 月 19 日，陕西兴科房建集团党总支向汉滨区老城街道 300 名困难群众送上新春祝福和价
值 6 万余元的米、面、油等慰问品。

刘亚婷 摄

老城办困难群众的 300份“新年礼”

冬 日 里 的 温 暖

洞河镇便民服务“零距离”

本报讯（通讯员 陈志环）清晨，薄云如轻纱般笼盖
着山城一角，走近平利县金缘上城小区，远山，房屋，花
草，树木，还有耳边若隐若现的鸟鸣，这是属于冬天的
静谧。

小区里的银杏树格外耀眼， 金黄色的树叶随着微
风飘飘洒洒，更胜春光。 不光景色优美，干净卫生、安全
舒适的居住环境和优质的物业服务， 也让业主们好评
不断。

勤劳的工作人员把小区当成自己的家园， 早起晚
归，日复一日，任劳任怨，用辛勤的汗水营造良好的居
住环境。 小区烦琐的各类事务需要倾注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 每天天刚蒙蒙亮，保洁们就把小区打扫得干干净
净，垃圾桶用清水洗过，然后消毒。 楼梯走廊也拖得干
干净净，一尘不染。

50 来岁的江萍也是物业公司一员，长期以来，她用
心用情做好“微服务”，致力于办理好事实事，业主们亲
切地称呼她为江姐。

有一次，隔壁小区一位老人不慎走丢，得知消息的
江姐焦急万分， 马上发动物业人员和爱心业主帮助寻
找。 楼道、走廊、乒乓球桌、凉亭……经过大家的努力，
最终在地下车库的一个角落找到了瑟瑟发抖的老人。
经过询问，老人在车库迷了路，转悠了许久出不去。 江
姐把老人带到门卫室取暖，又立即联系家属，最终完成
了一场爱心接力。

“通过这件事情，江姐带领我们完善了地下车库导引标识，还加大
了的步巡排查和监控巡查频次，确保安全。 ”物业公司员工小李谈道。

江姐的女儿汪萤也已为人之母，孩子还不到两岁，她把怀抱中的幼
儿交给父亲照看，专心为业主服务。经常清晨七点就边匆匆地吃着早点
边奔向办公室，为群众办理缴费业务、检查车辆停放情况，为业主宣传
讲解疫情防控知识……从孩子们早上上学开始， 一直忙到晚上安全巡
查结束。

本报讯（通讯员 宋玉凤）近日，夜幕降临时，走进汉滨区江北街道
办刘家沟村，一盏盏新装的路灯照亮着村道的每一个角落，群众出行
从此告别了“伸手不见五指”。

“家门口安上了路灯，走在路上安心多了，心里也亮堂堂的。 ”外出
务工返乡的村民每每经过刘朱路刘家沟村段时，总是对新安装的路灯
赞不绝口。

该村村民刘某某回忆说，以前刘朱路刘家沟村段没安路灯，晚上
漆黑一片 ，出行总提心吊胆。

据了解，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刘家沟村认真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通过“两委走农户”活动收集民情民意，聚焦群众迫
切希望解决的路灯照明问题，积极向江北办汇报，经过办事处主要领
导、办相关部门多方协调沟通，筹措资金，安装刘朱路刘家沟村段路灯
32 盏，彻底解决了群众夜间“出行难”问题。

一盏盏路灯，不仅照亮了村民的“幸福路”，也照亮了乡村振兴的
前行之路。

点亮 32 盏路灯 照亮刘家沟村的“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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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一头过年猪
□ 刘贵棠

平梁镇 24户农户收到“新年红包”

“我要捐 2 条猪，哪个能帮下忙，我
要捐到西安去。 ”最近，家住安康镇坪县
钟宝镇旧城村的黄传兴四处托人打听。

前段时间，西安严峻的疫情形势始
终牵动着这个山里老农民的心，每天看

新闻成了黄传兴的最重要的事， 西安人能不能吃
好，过得怎么样也成了他最关注的话题。 听闻县上
很多企业和爱心人士主动在给西安捐白菜、 腊肉，
黄传兴赶紧找到村上，要把自己养的过年猪捐 1 头
出去。

黄传兴推掉了给人帮忙修理电焊的活计，专门
在家里等候上门拉猪的志愿者。 “我是军属，我儿子
在新疆当兵，听到西安疫情严重，我们家里又商量
了一下，我要捐 7 条猪。 ”突然的“变卦”让志愿者们
感到意外，志愿者们只好一边给他做工作，一边向
他解释西安现在疫情也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了。 “你
只有 9 条猪，捐 7 条自己都不够吃，还有娃娃和女
儿，过年送个人情都没有了，你少捐一点。 ”“不行！
我就捐这么多！ ”黄传兴坚持着。

交谈间，志愿者们得知黄传兴一家人和西安的
“情缘”。 20 年多前，黄传兴认识了一个叫肖虹的西
安人， 他是当时在镇坪给联通公司架线的工作人
员。 当时黄传兴家里很困难，自己常年生病，肖虹时
常帮助他们，相处的时间久了，肖虹和他们家不仅
成为朋友，更像是亲人。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随着肖
虹离开镇坪，便与他断了联系。

“那时候人家帮助了我，西安现在有困难，我就
要帮助他们，虽然我联系不上他，但我还是想表达
下心意。 ”说到这里，黄传兴老两口不由得红了眼
眶。 “要是能帮我们联系上，我还要好好感谢人家，
现在我们条件好了，就是要知恩图报。 ”黄传兴坚定
地说。

本报讯（通讯员 谢萍 柯贤会）近日，
汉滨区市场监管局收到市 12345 便民热
线接转的一张工单，这次工单与以前不同
的是，诉求类别为表扬。

1 月 18 日，家住汉滨区中原镇的张先
生，在外务工一年后想回家乡创业，来到
窗口咨询办理营业执照流程，工作人员小
周全程热情细致地协助他，不到一个小时
就办好了营业执照，在这严冬让他顿感回
乡的温暖，也坚定了他创业的信心 所以，
张先生通过电话形式为汉滨区市场监管
局点赞。

这只是汉滨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
工作人员每天工作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
该局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在窗口设立
咨询帮办服务台，安排业务骨干为企业群
众注册登记进行帮办服务， 全程协助办
理，推行“不见面”网上服务，落实延时服
务、预约服务、上门服务、证照免费邮寄等
服务措施，让群众少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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