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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虎年，虎虎生威、虎头虎脑等成
语就成了常用词， 一些民间老艺人做的
虎年吉祥物也成了人们争相购买的对
象。 对于今年出生的“虎宝宝”而言，吉祥
如意的虎头枕算是最稀罕的物件了。 已
经 80 岁的外婆便是民间刺绣的传承人，
她绣的虎头枕缝制精湛、活灵活现，且造
型别致、独具特色。

虎头枕分为双虎头、人面虎头、虎头
鱼尾，是民间著名的传统工艺品 。 起初 ，
它主要是为新生儿准备的 ，饱含着家
人对其的祝愿 。 成型的枕头开始于商
朝，据东晋王嘉的《拾遗录 》记载 ，殷纣
王有 “玉虎枕 ”。 到了汉代便有画虎于
门 ，有驱邪镇定之俗 ，老一辈经常为孩
子们以虎形做些玩物， 祈求孩子们健康

成长。
过去外婆自己在家里缝， 慢慢地上

了年纪， 村里和她一般大的长辈就聚在
一起分工合作。 现在，缝制一个虎头枕只
需要半天时间，大大节省了力气。

虎头枕需要粗细不一、 颜色不同的
缝衣线，加之上好的布料、锋利的剪刀和
顶针，还得配合精心的手艺人。 外婆和婶
婶们根据书本或者所想的图示， 在纸上

描出样子，根据虎头枕的大小，剪出合适
的小老虎模样。 之后，裁剪两张大小一样
的绒布，边边角角对齐后用针缝好。 外婆
手艺极好，缝补得恰到好处，密密麻麻的
针线齐整整地延伸下去。

一般都会在老虎的头部和腹部留些小
口子，方便填充物料。 还有更复杂的，就是
装饰虎头，粘贴、针缝、刺绣、打籽，一步都
不能少。 最是惊奇的还属这些变换多样的

虎头造型，红线绣“龙头”、绿线绣“凤头”、
黑线绣“猫头”。 外婆说：“一来是为了流行，
二来为了逼真。 ”

农家妇女心灵手巧，高超的针线活都
不在话下。她们准备好的虎头帽、虎头鞋、
绣花衣服，会在孩子出生后的重要时刻比
如三天、百天、一岁，送给他们。 那是老一
辈对子孙表达爱意和祝福的方式，无论时
代怎样变化，传统一直在赓续，文明一直
在延续。

外婆老了，可虎头枕不老，它既是物
质上的手艺传承， 更是精神上的寄托 ，
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 。 那一针
针一线线在长辈们布满老茧的双手里
精心缝出的祝福 ， 传递着无限的爱与
希望。

很早就听说恒口有个清泉村， 清泉
有“好泉”，泉水清冽甘甜，方圆百余里都
夸赞清泉村的泉水好， 是黄土地窖藏的
雨露精华。

想去清泉村品品泉水， 一直是藏在
我心头的念想。

寒冬腊月， 适逢市慈善协会组织春
节送温暖活动，机会来了，朋友在清泉村
当第一书记，慈善活动放在清泉村，一来
品泉水，二来看朋友，三来慰问送温暖 ，
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

大寒过后的清晨寒风凛冽， 市慈善
协会第五小组会员早早地就集结在一
起，领完慰问品，兴高采烈地驱车出发 。
一路雪花纷飞， 心中高兴不已， 疫情之
下，乡下便是好地方，好山好水好风光 ，
空气是清新的，水是甘甜的，呼吸着富氧
的空气，大自然敞开热情的怀抱。

谈笑间， 清泉村第一书记唐小斌指

着不远处说，你们看前边飞流直下的瀑布
就是有名的滴水岩，滴水岩的水自清泉村
流下，现在是枯水期，但滴水岩瀑布依然
养眼。

滴水岩位于李家湾村的北面。 李家湾
村坐落在凤凰山的半腰，这里地势平坦、群
山环抱，是天然的小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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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一条岁月的沟壑。 沟壑里的
水清澈见底，蜿蜒而下 。 泉水流过村子
北面不远处的小出口 ，便不再是缓缓前
行，而要经过一个 90 度的悬崖 ，迅疾俯
冲。 由于落差大、水流急，加之有巨石阻隔，
站在几百米开外的地方朝这里看， 仿佛从
天上飞下几道银色的丝带， 让人不由得想
起李白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
天”的诗句。

过了滴水岩五六分钟不到，我们就来
到清泉村村委会所在地，村里的干部早早

在此等候。 “快进屋喝茶，这茶是山上合
作社种的，1000 多亩呢，水就是村里的泉
水。 ”在热情的招待中，我迫不及待喝上
一小口，香气瞬间沁人心脾，看来清泉名
不虚传。

老书记看我高兴的样子， 就娓娓道
来。“我们清泉村是和白龙泉村合并而成，
这两个泉都受保护，清泉是在一座青山下
面，山势像一条龙，泉就在龙腰上，起名叫
清泉。 ”

原来，清泉村叫长清村，后来改为清
泉村，一泉好水长流。 泉水供应 6 个生产
队、120 多户，水质相当好，现已修了人饮
工程，共有水窖两口、蓄水池三口、堰塘四
口，供两个养殖场用水，多余的都浇灌茶
叶园区和花椒园区。

春暖花开时，游客们在滴水岩游玩，
用泉水在野外做饭，有的用矿泉水瓶子装
上泉水带回家。 还有不少的农户慕名而

来，都称赞水质好、无杂质 、烧水壶不生
锈， 平时吃肉喝清泉村的凉水都不拉肚
子。另外一处白龙泉，周围都是白火石，像
一条白龙萦绕在泉水周围。 龙口有口水
井，相传遇天旱时，农民去把白龙泉搅一
下，就会马上下雨。

在村干部的带领下，我们一行 5 人先
后去看望了 5 户孤寡老人，每到一户嘘寒
问暖。 乡村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
张大爷还杀了年猪，笑得合不拢嘴，堂屋
里挂了十几块肉。 在陈文金老人家里，老
人激动地说：“小时候没啥吃的，饿的时候
只能喝泉水，现在干部经常来看我，送吃
的送穿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共产党员就
是穷苦人家的恩人， 就是我们心中的清
泉。 ”

看着他们幸福的笑容， 我倏然明白，
人世间只要心存善意，就有一眼爱的清泉
在心中轻轻流淌。

寒冬凛冽，但平利的广袤大地却不显
萧瑟。 黑色、白色、绿色、黄色、红色，农业
的斑斓色彩交错叠织，让大地涌动着无限
生机，充溢着满满希望。

在长安镇高原社区一茗茶业公司的
厂房内， 企业自主研发出高端茯茶 “叶
叶金花”，将古法传承工艺和现代科技
相结合 ， 叶片慢慢发酵陈化变黑 ，金
花 饱 满 ，茶 香 、菌 香 突 出 ，优 雅 细 腻 ，
茶体醇厚 。 产品 曾 荣 获 第 25 届 杨 凌
农 高 会 “后 稷 奖 ” ，提 高 了茶叶原材料
利用率， 延长了产业链条， 丰富了茶品
类型。

在老县镇木瓜沟村， 绿泰园种养殖
专业合作社镶嵌在碧水青山中， 鸽舍里
一个个小格笼整齐地排列着， 白色的鸽
子或嬉闹或觅食。 自 2015 年发展至今，

年出栏乳鸽 20 万羽、鸽蛋 10 万枚。在精
心照料下 ，鸽子们毛色整齐 、肉质结实 ，
鸽子蛋也是晶莹剔透。 业主冉康自豪地
说 ：“我们坚持做大做强 ， 实打实做 ，一
定会将 ‘冉康琪鸽 ’ 这个品牌做出名
堂。 ”

同样自豪的还有“90 后”新农人邹仁
合。 他在广佛镇秋河、松河等地发展带动
富硒粮油产业千余亩。 尽管是隆冬时节，
但试验田里绿油油的油菜生机勃勃。 邹仁
合说：“这是中杂油 19 号品种， 具有出油
率高和抗爆的优点。 开春后油菜花开，这
里也会成为景观带。 ”

黄色是大地的肤色， 也是丰收的成
色。 大贵镇嘉峪寺村的能人大户王银正组
织进行农田改造，新翻的土层在阳光的照
耀下，泛着黄色的光晕，也将成为丰收的

结实载体。 从 2020 年开始，王银在充分挖
掘本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成立宝银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区
位优势，加之优质的山泉水，流转土地种
植富硒水稻。

为进一步增加收入，王银采取“合作
社+困难群众”的模式，通过统一品种、统
一种植 、统一管理等方式 ，开启 “一田两
用、一水双收”的发展模式，养殖生态稻花
鱼。

鲜红满篮堆，入口甘如饴。 在平利县
城关镇普济寺 1 组果农杨成朝的 6 个大
棚里，翠绿的植株上缀满鲜红欲滴的草莓
和星星点点的花朵，有不少县城的居民自
行上门，带着孩子进入棚内采摘。

“以前我把草莓摘了弄进城里去卖，
保鲜难度比较大， 浪费不少， 很难赚到

钱。 ”现在杨成朝转变思路，吸引顾客上门
采摘购买，让“生金”的土地更“生景”，草
莓园成了丰产园，也成了可观光、可体验
的景观园。

在全面建设陕西乡村振兴示范县的
过程中，平利县全力实现产业兴旺、乐业
富民，做精做深现代农业。 以创建国家现
代农业产业园为目标，把茶产业打造成富
民的首位产业， 推动茶产业集群发展、全
产业链提质增效，真正实现“因茶致富、因
茶兴业”。 大力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培育一
批国家级、省市级龙头企业，帮助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健全市场主体与茶农利益联
结机制。 统筹发展生态养殖、中药材、富硒
粮油、设施蔬菜、魔芋蚕桑等特色种养殖
业，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扶持
一批种养殖大户和家庭农场， 创建一批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为助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平利还
出台《2022 年富硒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奖扶
办法》， 从涉农整合资金中统筹安排 5000
万元资金用于富硒特色产业奖扶，推动县
域富硒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产业兴
旺、农民富裕。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承喜
刘楠楠）今年以来，安康农商银
行建民支行抢抓春节前期人员
返乡时机 ，大力推广 “秦 V 贷 ”
等线上贷款产品，提升金融服务
与客户需求适配度，真正将实体
贷款投放做到实处。

该行将客户经理合理搭配
分组， 形成 “秦 V 贷冲刺小分
队”，发挥过硬团队、过硬作风、
过硬业务水平的优势，深入各行

各业摸索业务办理要点，在扩大
客户覆盖面的同时，做实客户贷
款工作，为提升授信转换率打下
坚实基础。 不断加大“秦 V 贷”
产品宣传，精准对接，用信成功
客户达到 60%以上。截至 1 月下
旬，该行共签约“秦 V 贷 ”30 余
户，授信近 1000 万元，用信净增
近 600 万元，切实为辖内商户解
决了难题。

本报讯 （通讯员 兰本利）
为保护消费者利益，营造和谐、
公平的市场交易环境，近日，汉
阴县平梁市场监管所邀请县市
场监管局计量所， 对辖区内与
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场所
计量器具进行专项监督检查和
免费检定。

该局重点检查市场在用计
量器具是否依法进行检定 、是
否超过检定周期继续使用 、是
否存在计量作弊行为等。 针对
部分计量器具未张贴检定合格

证等情况， 该所组织检定人员
对集贸市场、超市、粮油店等计
量器具进行免费检定， 对符合
计量标准的计量器具给予合格
认定,并在该计量器具上粘贴合
格标志和计量检测校定联系方
式， 对存在微小偏差的计量器
具当场校正， 有效保护消费者
利益，保障市场的公平交易。

据悉，此次共检定电子计价
秤 、 案秤等计量器具 80 余台
（件），检定合格率达 99%以上，发
放计量知识宣传资料 100余份。

本报讯 （通讯员 罗丽娟）
为进一步压实党支部书记抓基
层党建的主体责任，近日，汉滨
区关家镇召开 2021 年度党支
部书记、 第一书记抓党建工作
述职评议会，大家齐聚一堂，述
职答卷晒成绩、 回顾过去找差
距、展望未来谋新篇。

该镇采取现场述职、领导点
评、民主测评的方式，17名村（社
区）党支部书记、第一书记聚焦
基层党组织建设，围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疫情

防控、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
实事求是晒成绩， 毫不避讳讲问
题，立足实际谈打算。

会上，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
围绕基层党建工作创特色、 出实
效、上水平的目标，补短板、强功
能、促发展。把学思践悟相结合，用
新理念、新知识、新方法指导党务
村务工作实践。 并把党建工作牢
牢地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
上， 以强烈的责任感聚精会神抓
党建，不遗余力强基础。同时，将统
筹规划当前重点工作，持续发力，
确保整体工作有序推进。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征兵
张咪咪）为进一步提高困难群众
动态管理水平和社会救助资金使
用效能， 汉阴县民政局与县财政
局及各镇通力协作，自 2022 年 1
月起， 将兜底保障资金由过去按
季度发放改为按月发放， 让保障
对象更加精准、 资金发放更加及
时、民政服务更加贴心。

保障对象更加精准。 县镇建
立民政业务专管制度， 配足民政
力量，按月对困难群众动态管理，
对符合条件的当月审批， 对不符

合条件的当月停发。 资金发放更
加及时。 通过按月发放救助资
金， 有效避免了按季度发放中
存在的 “前两月乱花钱， 第三
月没钱花” 的情况， 确保了困
难群众 “月月有着落， 月月有保
障，月月有钱用”。

民政服务更加贴心。该局及
时将低保、特困审批权下放到各
镇，完善社会救助资金发放管理
制度，简化优化审核程序，切实
打通困难群众办事的 “最后一
米”。

汉 阴 及 时 发 放 救 助 资 金

关家镇述职评议谈问题谋发展

农商行建民支行“秦V贷”上门服务

“这是今年社区给发的新年日历，都是
免费的，请您收好。 ”近日，在汉滨区双龙镇
双龙社区，网格员们每天都会打五六十个类
似的电话，到户走访一二十户，开展“冬日送
暖”活动。在认真做好走访慰问的同时，详细
记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

“感谢社区给我家送来的日历，我很高
兴。”双龙社区二组居民潘先清说。收到挂历
后，潘先清迫不及待地一页页翻开，上面以
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社区网格化工作开
展情况以及禁烧秸秆、 禁捕河鱼等相关政
策。

欣喜之余， 潘先清还跟联系他的网格
员了解了 2021 年社区整体发展情况，并表
示今年将进一步做好生猪养殖产业，不断提

高生活水平，助力社区发展。
站在一旁的胡远明紧接着说：“去年

雨水较多， 产业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影
响。 但不管怎样，社区党支部都第一时间
站出来，为大家解决困难。 我们十分感激，
今年我会认真学习， 听从党支部安排，充
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社区发展尽
一份力。 ”

尽管天气严寒、山路湿滑，网格员们依
旧不敢懈怠，主动担当、认真履职，在扎实
做好在外学习、务工人员返乡情况摸排和
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深入推进
“321”基层治理模式落地落实，进一步做
好巩固衔接、防汛防滑、综治维稳、新民风
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社区居民生命
安全、社区发展稳定有序。

冬日送暖，不是春光，胜似春光。看到一
份份精美的日历，看到社区干部不畏严寒的
坚守，居民们纷纷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冬
日送暖”活动的认可和网格员的感谢。

“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是我们坚持的
动力。 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把双龙建设得
更加美好，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双
龙社区党支部书记谢应平说。

五 彩 产 业 靓 乡 村
通讯员 陈力

春风入户气象新
通讯员 许伟

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卫
生镇创建成果， 改善城镇
居 民 工 作 生 活 环 境 ， 近
日 ， 石泉县池河镇对集
镇农贸市场及周边环境开
展专项整治。

乔雨 摄

平梁市场监管所计量监管护民利

岁月匆匆，天气渐寒，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路上行人擦肩而过，纵然口罩遮面，欣喜之情却在
眉眼间依稀可见，好像每个人都在期待着新年的到
来。 但我却始终觉得还是平淡了些，几缕青丝遮望
眼，半卷烟霞落寒肩，好像衰老的不只是容颜，还有
那份期待。

每年一到元旦，日子就飞快地流逝，嗖的一下
过年了。 回想儿时过年的场景，袅袅炊烟、暖暖炉
火，虽然贫穷，但足以深刻。 脱去旧衣换上新装，省
了一年的钱该花就花，再穷都要放鞭炮，该杀的过
年猪也跑不了。 天寒地冻，热情不减，大人们盼过
年、小孩儿盼过年，年年难过年年过，岁岁难熬岁岁
熬，好像过了年，翻了那页日历，过去的一切包括贫
穷，都将不复存在。

每到过年，打扬尘、写对联是必不可少的流程，
母亲早早起床，收拾衣柜、橱柜 ，将扫把绑在竹竿
上，一点点清理楼板上的灰尘 、蛛网 ，还要拆下蚊
帐、窗帘，整理锅碗瓢盆，得忙上一整天。 实在不能
用的旧物，也会清理出来丢掉。 父亲也会帮忙清洗
家具， 等到太阳升起时就把桌子搬到院坝里写春
联。 他教过几年书，毛笔字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也会
有几个邻居前来要上一副，他也有幸可以露一手。

对于我来说， 最高兴的事还是赶集置办年货，
和母亲走好几公里的山路到镇上，沿着街道两边的
商铺一家不漏地瞧上一遍，货比三家，当个回头客
也是常有的事。 瓜子花生、瓜果蔬菜，还有拜年用的
烟酒等，一样也不能落下，偶尔我想买零食，母亲也
会很大方，结完账就塞进我怀里，郑重其事地说：“明年可要好好学习。 ”

大年三十晚上，烹鸡宰鱼，不一会美食就端上了餐桌，一尝有味三拍手，
十里闻香九回头，家是舒畅的、惬意的、自由的，几杯温酒下肚，老人们喜笑
颜开，年轻人眉宇舒展，闲聊过去，畅想未来，举杯相碰，在美好的祝愿中，生
活的疲惫也一扫而空。

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总想着为什么不能天天过新年，有吃不完
的美味，还能领到压岁钱。 等长大了才明白，童年时期的新年正是因为弥足
珍贵所以才觉得短暂，正是因为短暂所以才刻骨铭心。

如今，生活早已不缺衣食，岁月更替，曾经的少年也走上了工作岗位，朋
友聚会的时间多了，亲戚之间一个电话也能凑上一桌，美食美味再也不是那
样遥不可及。 好像天天都在过新年，又好像从来没有过新年。

直到有天，我斜靠在公交车上，在两位小朋友的对话中找到了答案。“你
喜欢过年吗？ ”“喜欢呀，过年要去祭祖，还可以爬山；过年要去姥姥家，穿过
长长的隧道；下雪的时候，还可以堆雪人……”恍惚间我才明白，原来对过年
的期盼有如此多的理由。 这让我想到莫言在《过去的年》中写下的一句话，
“没有美食的诱惑，没有神秘的氛围，没有纯洁的童心，就没有过年的乐趣。”

我想这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童心，经过成长和历练，我们懂得了承担起
责任，为家庭遮风挡雨，为美好幸福的生活不懈奋斗，甚至成了童心的守护
者，就像曾经的父辈一样默默付出，似乎，这也成了过年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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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泉 村 有“好 泉 ”
■ 朱荣军

吉祥如意虎头枕
■ 俱新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