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前夕，受北京爱晚基金会委托，我们来
到抗战老兵吴方次老人家中慰问。 当我提出给
老人拍张照时，老人立马就说他要换一身军装，
在我们和其儿子聊天的一小会儿， 老人就很麻
利地穿上军大衣带走出来， 给我们翻开他的军
功章并亲自带上。见到我们他显得格外健谈，动
情的给我们讲了当年峥嵘岁月里的硝烟战场。

吴方次原名吴开芸，字文次，现年 97 岁高
寿，1926 年出生于湖南安乡，第 21 期黄埔军校
毕业。 自幼即勤奋好学， 入读三湘名校岳云中
学， 后考入湖南衡阳师范学校， 在衡阳读书期
间，日军逼近衡阳，学校解散，学生自谋出路。吴
文次参加第十军第 3 师战地服务团锄奸组，驻
地衡阳火车站附近， 吴文次白天在战场寻找伤
员报告医疗队救治， 晚上潜伏在群众中寻找汉
奸，报告锄奸组进行抓捕。

“我们那个时候就不能听有人唱到我的老
家在松花江上， 比我小好多的年轻人都上了战
场，街上都是难民，可恶的日本鬼子……”吴方
次回忆当年的情景时热泪盈眶。

后来， 吴方次被指导员推荐考取黄埔军校
19 期，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后从武冈到芷江参加
受降仪式，后学员转到成都本校，从 19 期改到
21 期毕业。 1947 年毕业后，分配在青年军 201
师，后随 201 师起义。 1951 年转业到陕西安康工作，真正为共产主义事
业奉献着自己的一生。

吴方次除耳朵有点背，思维明捷，走路很稳健 ,气色看起来也很红
润,完全没有上了年纪的人的那种老态龙钟之感。2015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中央军委颁发吴方次老先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
念章，”2020 年衡阳老兵之家送给吴方次老先生一面锦旗“四十七天浴
血火，舍生忘死保衡阳”。

吴方次戎马一生，只留下唯一一张部队里的的照片，这是他战友在
台湾的历史博物馆找到吴方次当年的档案翻拍的， 这张照片是吴方次
一生最珍贵的礼物。

据知情人介绍， 全市抗战老兵从最初 40 余人到如今仅有 9 人，都
是 90 岁以上高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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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里来闹新春，也是安康这片土地上
最热闹的季节，一年之计便从这热闹的正月
开始。 串门走亲戚、推杯换盏、互相祝福，街
道上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又是一年闹新春，请跟随安康日报社退
休摄影记者吴定国老先生的镜头，回顾过往
安康正月里的闹新春。

1982 年的正月灯节时， 安康城区的群
众在大北街道观看灯节的表演（图一）。1985
年正月灯节时，安康城区的各单位也参与到
花灯表演，欢天喜地地舞龙弄狮，热热闹闹
地过大年（图二）。 2002 年春节，旬阳县城的

人们被热闹的彩船表演所吸引。 其中“老摇
婆”的扮演者朱汉春老人是当地有名的文艺
爱好者（图三）。

上一个虎年是 2010 年， 当年汉滨区在
城区金州广场举办了隆重的第十二届“大红
门民荣杯”传统民间艺术节和灯节优秀节目
展演。来自城区各企事业单位及周边的农村
乡镇都参加了该次演出。 当时，金州广场人
山人海，人头攒动（图四）。

那些年每年春节，相关单位都会在安康
城区重要的游玩场所布置生肖的卡通画像
等花灯。 这两个小朋友也要站在生肖“虎宝

宝”前拍照留念(图五)。 预祝着来年“虎虎生
威，虎年大吉……”

时间一晃过去了 12 年了， 今年又逢虎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正月的花灯节，也没有
了万人齐闹新春的热闹场面。

看过一则广告，广告词是“月儿就是玉
汤圆”，好清新脱俗的句子！ 它让我很自然
地想起了月儿，想起了汤圆，唤起了父母亲
那个年代关于元宵节的记忆。

父母是有知识， 重传统的人。 逢年过
节，他们都有固定的“仪式”，当时看起来既
烦琐，又无聊，如今想起来，却是那么的庄
重，值得咀嚼和回味。 在他们的影响之下，
每到元宵节， 哥哥姐姐们都会赶回来与父
母一起度过。家人聚齐后，母亲会煮上亲手
包的汤圆，每人一碗。 雪白的汤圆，洁白如
玉，光滑圆润，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大家围
坐在一起，吃得津津有味，大呼过瘾，因为
这汤圆不仅好吃， 而且装满了母亲的真心
和爱意。

现在吃汤圆，是很方便和很日常的事，
但在母亲那个年代，要吃上汤圆，得忙活好
几天，腊月中下旬就开始准备。精选上好的

糯米，淘尽杂质，净水浸泡，滤干水分，然后
倒进石臼， 将其捣成米粉。 这是一个体力
活，母亲当时已近花甲之年，要举起笨重的
木槌将坚硬的糯米捣成细粉， 不是一件易
事。 不大一会儿，母亲就累得气喘吁吁，汗
水顺着瘦削的脸颊直往下流。 糯米在母亲
千百次地重锤之下，变得越来越细，这时母
亲将其倒出来过筛，筛出上面较粗的，还要
倒进石臼再捣，直到全部捣细为止。过筛后
的糯米粉洁白细腻，透着自然香甜的味道，
母亲将其摊开晾晒，以便长期存放，避免发

霉变质。
糯米粉备好后， 才算完成了做汤圆的

第一步。要做出好吃的汤圆，还得准备上好
的馅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高大上”
的原料，只有发挥自己想象，就地取材。 每
年秋天， 心灵手巧的母亲都会在山里捡回
一些核桃，平时舍不得吃，一般放在春节，
主要用于包汤圆。 除了核桃，还有花生，那
时家里地少，只能在地边种上一点，所以显
得很珍贵。 母亲将核桃仁和花生仁炒香捣
碎后，拌入红糖或白糖，汤圆的馅就算做好

了。 包汤圆也是母亲的拿手好戏，先将糯
米粉调稀，揉好，揪成一个一个小团子，用
手将其捏成圆饼，然后填进馅料，一会儿
就团成了一个圆子。 圆子团好后，为了增
加“颜值”，母亲会将团好的汤圆成批放进
簸箕里，然后左右晃动簸箕，一个个汤圆
在簸箕里来回滚动着，越滚越圆，不一会
儿，就滚成了一只只珠圆玉润，状如满月
的汤圆。我们吃着母亲做的汤圆，感受到的
不仅是甜美的味道，更是温暖的爱意。

而今，我和所有的人一样，在通往幸福
的路上奋斗着，奔忙着，已经很难静下来亲
手制作汤圆了。 想吃汤圆的时候， 或掏钱
买，或取来煮，十分方便。但在我看来，再精
致再贵重的汤圆，也吃不出母亲的味道，尤
其是母亲在困难时期历尽艰辛亲手做出的
汤圆，那真是冰清玉洁，人间至味，是任何
美食都取代不了的。

新春佳节，万户团聚的欢庆时刻，却有这样一支队伍，
他们默默坚守在供水一线，用心守护群众的“生命线”，全
力保障春节期间的安全供水， 让辖区群众喜庆祥和过好
年。

大年初一一早，汉滨区五里区域安全供水分站建民水
厂的张山，就和同事来到张营村村民张忠彦家中，拿出巡
查记录本查看供水量。 “多亏前段时间安装了新表， 好着
呢！ ” 张忠彦乐呵呵地说。 张山把张忠彦家中的供水设备
都检查了一遍，嘱咐道：“有问题随时打电话。”便准备赶往
下一户人家。“过年了，今天争取把村里每家的饮水情况都
看看。 ”

春节期间，建民水厂提前做好了应急供水保障预案，全天
候为百姓服务。 除夕当天，安排了 4人 24小时值守。

王静上班 7 年，也在建民水厂度过了 7 个春节。 在王
静看来，每逢佳节，正是百姓用水最重要的时候，作为抢修
队员，已经习惯了节日在岗。 无论是节假日，还是寒冷酷
暑、白天黑夜，都有同事 24 小时在岗值班，一旦出现供水
问题，我们都会及时赶到现场处理，避免自来水漏损给群
众造成损失。

上班 11 年来，张山每天都会和同事们一起对水质、水
压、水量的变化进行检测，对设施设备的运行情况进行巡
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解决。

汉滨区五里区域供水
分站副站长康伟说：“安全
供水事关千家万户，容不得
半点马虎， 从源头取水，到
反应、沉淀、过滤、消毒，每
一个环节，都必须严格按照

标准，科学处理，确保每一项指标都达标后，才能通过配水
管网送到千家万户。 ”

建民水厂地处山区浅丘地带，下辖的十个村长期存在
用水难的问题，以前村民用水大多靠打井取水，还有一些
常年靠吃山泉水。 后来供水管道逐步铺设入户，村村都用
上了自来水。 汉滨区五里区域安全供水分站共辖五里镇、
建民办和高新区 103 个村， 区域内有单村供水工程 310
处，有五里、建民、高新集中式水厂 3 处，覆盖供水人口 17
万多人。

初三上午，正在五里供水分站值班的丁义良说：“春节
前，我们再一次对供水片区机电设备运行状态、管网供水
状况、用水户用水状况进行了全面排查，对排查出的问题
及时作了处理。同时，将春节储备物资配备到位、春节抢修
人员安排到位，值班人员 24 小时在岗，全力保证群众用水
安全。 ”

近年来，汉滨区打破区划界限，城乡壁垒，按照大水
源、大水厂、大管网、大覆盖的思路，坚持农村供水一体化，
大力推广规模化集中供水和管网延伸工程建设，进一步提
高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全区已经建成以规模化水厂为主
体，小型标准化工程为补充的新型供水体系，农村集中供
水率和普及率都达到了 100%， 全区农村供水实现了供水
同水源、同管网、同水质、同服务。 汉滨累计投入农村饮水
安全建设资金 6.12 亿元，完成 520 处饮水安全工程建设，
供水工程 5503 处，39 个农村直属水厂， 解决饮水困难人
口 28.18 万人，让 791369 户农村人口全部吃上了安全水。

这个春节，五里供水分站的供水人坚守一线，放弃在
家团圆和走亲访友的机会， 保障每一户群众安全用水，彰
显了汉滨水利人的爱民情怀。

用水不忘供水人
□ 李永明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杨）“民政工作
人员在群众发布的抖音视频发现河堤
上有两名流浪人员，请社区尽快核实事
实情况及流浪人员身份。 ”春节前夕，汉
滨区老城街道西大街社区接到办事处
锁小波的电话，得知情况后的社区工作
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在汉江河堤水西门
堤段发现了 2 名流浪人员。 经了解 2 名
流浪人员系河北邢台、 河南荥阳人，因
身份证丢失，也无法联系上家人，加上
囊中羞涩无力购买返乡车票，致使其滞
留安康。

最近天气寒冷 ，时有雨夹雪 ，在了
解情况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即向老城街
道民政部门汇报核实后的情况，街道高
度重视，立即启动救助通道，由民政办、
社区和辖区东城派出所协调解决。 经过
交流， 两名流浪人员有强烈返乡意愿，
社区工作人员当即组织二人进行核酸
检测，联系东城派出所协调车站派出所
给 2 名流浪人员开具了临时身份证，为
其购买了返乡车票，同时还为他们准备
了方便面、面包、牛奶、矿泉水、口罩等
物资，确保他们的返程生活。

“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我要回家
了，感谢党和政府，感谢社区工作人员
能在我们身处困境时伸出援手。 ”当两
名流浪人员顺利登上返乡火车，其中的
马某泪水在眼眶打转，激动地说。

近年来， 该社区以人民为中心，把
为居民群众办实事、为居民群众提供贴
心服务作为社区工作落脚点和服务宗
旨，把居民群众当作亲人、把居民群众
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竭尽全力服务好居
民群众。

月儿就是玉汤圆
□ 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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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闹 新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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