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周浩然）自全面推
行林长制以来， 镇坪县钟宝镇不断完善
林业治理体系，提升林业治理能力，持续
强化森林资源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

健全队伍，强化执法监督管理。为进
一步健全林政资源管理相关队伍， 该镇
新组建了林业违法犯罪监督小组， 有效
遏制擅自占用林地、乱砍滥伐林木、乱捕
滥猎野生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 新组建
了山林纠纷专业调处小组， 有效发挥了

缓解矛盾、促进林区稳定作用；优化林业
行政许可服务，减少群众办事往返频次、
缩短等候时长，有效提升服务质效。

强化宣传，提高全民防火意识。 该镇
积极开展森林防火宣传活动，与各村委会
签订森林防火责任书，与农户签订森林防
火承诺书，开展森林防火工作督查检查和
森林防火演练，劝阻制止林边、地头烧灰
行为 4 次。 牢固树立全民参与、防治火灾
的安全理念，有效提高全民防火意识。

积极行动，加强野生动物资源保护。
今年以来，钟宝镇积极组织开展“清山、
清网、清套”专项整治行动，协同辖区派
出所，组织天保护林员、生态护林员，对
野生动物栖息地、 重点山头加强巡护和
进山人员管理，严防死守，避免将猎套、
猎夹、毒饵等猎捕工具带进山林。同时对
有过捕猎行为人员，建立监察台账，落实
专人一对一监察， 切实有效预防伤害野
生动物案件发生。

“您好，明天下午两点半请到社区
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活
动，早点儿来，莫迟到。”2 月 20 日一大
早， 白河县卡子镇陈庄社区党支部书
记陈远飞正忙着给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志愿者们逐一拨打电话， 邀请大
家积极参加志愿活动。

组织活动前，陈远飞把村干部、驻
村队员、志愿者代表召集起来，共同商
议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服务活
动计划。 “根据防返贫动态监测掌握到
的情况以及开展节后环境卫生整治的
工作要求， 我提议本月开展爱心募捐
和义务清扫志愿服务活动， 请大家发
表意见……”

病魔无情，人间有爱。 该社区五组
村民胡某在除夕突发严重疾病， 经过
十多天的抢救治疗仍不幸离世。 突如
其来的变故、高额的医疗费用，让本不
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在第一时间掌

握到户情后，陈庄社区党支部、村委会
就商议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一
次爱心募捐活动。 听完陈远飞的提议，
参会人员纷纷举手表示赞同。

2 月 21 日下午，在陈庄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室内， 村干部、老
党员 、大学生 、网格员 、乡贤人士 、致
富带头人、 社区居民共 30 余人围坐
在一起， 在认真听完活动倡议后，有
序开展了爱心募捐活动。 志愿者们将
一笔笔善款投进募捐箱，这笔善款将
通过社区全额及时转赠给胡某直系
亲属手中。 帮扶单位县医疗保障局也
主动组织各帮扶干部响应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倡议，在机关同步开展
募捐活动。

募捐结束后， 志愿者们紧接着在
社区周围开展“共同扮靓家园”义务清
扫志愿服务活动。 大家手持工具，共同
行动，全员参与，对社区广场、边沟、花

坛等卫生死角进行了彻底整治。 大家
一边清理，一边向周边居民倡导文明、
卫生、健康的生活理念。 “看到志愿者
们积极地开展义务清扫活动， 我很感
动， 今后我们也会共同把社区卫生收
拾好、保持好。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周
边居民柯尊义说。

陈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负责
人陈远飞表示， 今后会一如既往地以
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 以社区群众为
主要服务对象， 广泛发动社区志愿者
力量， 深入开展各类富有意义的志愿
服务实践活动， 着力打造志愿服务品
牌。

如今， 卡子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和各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已成
为辖内志愿者们的温馨家园， 这一抹
靓丽的“志愿红”正成为卡子镇传递温
暖的重要载体。

本报讯（通讯员 卜美艳）为提高第
一书记的人岗相适度，镇坪县深入开展
分类考核定标、组工论坛提能 、现场观
摩比武、夜校党课增识 、红色基因传承
“五大行动”, 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分类考核明方向。 县驻村办结合近
期工作下发当月重点任务，镇党委制定
工作推进“两单一表”，强化第一书记日
常考核，实行每季度一考核 ，重点从履
职情况、工作状态 、工作成效等方面进
行考核。 依据考核结果分 A、B、C 三类
管理，考核为 A 类的通报表扬、立为榜
样、 建立实绩档案；B 类的巩固提升、锁
定目标、 追赶超越；C 类的限期整改、补
齐短板， 整改无效的建立问题档案，连
续 ２ 次或累计 ３ 次考核结果为 C 类的

召回调整。
组工论坛增本领。 县委组织部牵头

抓总，县农业农村和水利局 、县乡村振
兴局、县委党校协同 ，各联村帮扶单位
配合，把第一书记纳入全县青年干部论
坛，每季度确定一个论坛主题并在最后
一个月确定一天时间组织开展，分别由
7 至 10 名第一书记上台进行知识竞赛、
擂台辩论、风采展示 ，综合提升第一书
记素质和专业知识。

现场观摩树标杆。 每季度分南、北 ２
个片区各确定一个区域观摩点，每半年
确定一个县级观摩点，组织全县第一书
记通过召开现场会的形式开展现场教
学，观摩点的第一书记现场介绍村级党
支部建设、现代示范园区发展 、壮大村
集体经济等方面的经验做法，面对面交

流，一对多解说。
夜校党课强素质。 依托镇村夜校平

台，围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等内容，科学制定党课日程，
每月组织一次第一书记为镇机关党员或
村党支部党员集中讲党课，提升第一书
记的党性意识、宗旨意识，统一镇村党员
干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思想共识。

红色传承补能量。 充分发挥市内、
县内红色资源作用，每季度组织一次考
核结果为 Ｂ 类以上的第一书记到红色
教育基地接受洗礼、到影院观看红色电
影、听老党员讲革命故事、邀请优秀党员
作报告，实现提升精神境界、激发先锋动
力、争创一流为民服务的目标，形成提升
第一书记整体素质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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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是一种很常见的吃食。水果坚果拼盘里一
般都少不了花生， 下酒佐以油炸花生米或老醋花
生，吃火锅的油碗里会舀上两勺花生碎，把熟花生
米捣碎后加上白糖可作为汤圆和花卷的馅儿，用花
生压制而成的油色泽清亮、气味芬芳……

上小学时，同班同学家离学校都比较远，清早
到校，直到下午放学才回家。中午吃自己带的干粮，
一般都是馒头、锅盔、炒饭或锅巴，有一个同学家里
花生种得比较多，基本上天天都带花生，他也十分
大方，经常分一些给我们吃。没事的时候，小伙伴们
经常相互打谜语猜。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着个
白胖子。 ”谜底就是花生。

我家里的土地不多， 母亲精打细算划分着用
途，种稻谷、种小麦、种玉米、种红薯、种油菜，还要
安插马铃薯和其他蔬菜，只能勉强挤出很少的地块
儿用来种花生，收获的花生也显得稀罕。 到了成熟
季节，把花生挖出来，洗干净后带壳煮，里面放上盐
和少许的干辣椒、花椒，吃得让人停不下来。多年以

后，在一些饭店吃到带壳花生和黄豆荚一起煮的毛
豆花生，怎么也吃不出以前的香味儿来。

晒干后的花生， 母亲会用口袋仔细包裹着，然
后放进板柜里，防止受潮和老鼠偷吃。 我哭闹的时
候，她抓出一把塞到我手中。 我会放进滚烫的火塘
灰里，烘烤熟后剥开壳儿吃，全然不顾脸上挂着的
泪痕。腊月的时候，母亲会用大锅将花生炒熟，用来
待客。 她还会将板糖熬化，里面加上花生米和爆米
花，吃起来脆蹦蹦、香喷喷的。

在安康城区补习的一年，生活费很有限，还要
挤出来买辅导书和试题， 吃饭上能满足温饱就行。
仍清晰记得，大学前门斜对面的一家小吃店里面有
五毛钱一个的花生饼， 就是将花生碎揉进面里，然
后擀成薄饼，两面抹上少许的油，烘烤至两面金黄
酥脆。每次路过的时候，我都会被吸引进去。饿的时
候，一口气能吃上四个。

大学期间，每次离开家时，母亲都会在我的行
李中装很多花生。 大学食堂的饭菜相当不错，种类

丰富而且价格便宜，但我经常会要上一大勺油炸花
生米。 每次吃米线或者小面时，都会让多加几颗花
生米。 大学隔壁宿舍的一个同级同学是东北人，就
着一包花生米，能喝下一小瓶二锅头，边吃边喝，十
分享受，仿佛在吃一顿饕餮盛宴。

有着“植物肉”和“素中之荤”美誉的花生，在历
史上有多种称呼，长生果、地豆、落花参、落地松、番
豆、无花果、地果、唐人豆。 大多名字听起来很有福
气和喜气，寓意长寿健康。花生壳白白净净的，花生
米红红润润的，让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日子愈加
有滋有味。 花生作为吉祥喜庆的象征，是传统婚礼
中必不可少的 “利市果”， 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风
俗，就是在布置新人的婚床时要摆一个“早生贵子”
的图案，用红枣、花生、桂圆、莲子这四样东西进行
摆放。

一直偏爱吃花生，没想到最终要和花生“保持
距离”。多年的荨麻疹发作起来奇痒难忍，去年在一
家大医院做完过敏原检测后， 方得知花生是过敏
原。 医生告诫我不能再吃花生和花生制品了，最终
我也只能忍痛放弃口福了。

文学大家梁实秋也是美食家， 可谓吃出了风
格、吃出了水平、吃出了境界，但当患糖尿病后，很
多东西不能吃了，只能将对美食的感觉诉诸隽永的
文字。 我没有如此的文思和才情，只能用这篇微不
足道的文字来隐忍一下对花生的念想吧！

母亲打小心灵手巧，村镇周边都晓得王家二女子纺线织布、
缝补浆洗那绝对是一把好手，可母亲个矮，只有一米五。 爷爷打
发媒婆去时，跟媒婆说：“咱家找过日子的又不是找唱戏的，要那
么高个子干嘛！ ”年前爷爷挑了三斗谷子敲锣打鼓送到姥爷家，
这婚事就算成了。

那时候母亲还不会做鞋垫。 父亲每天下地回来，鞋子湿漉漉
的，还散发着一股酸臭味，布鞋又不能常洗，只要沾了水，鞋底就
不保暖，也不耐磨。 隔壁六婆看到了，就送了父亲一双绣花鞋垫，
这是母亲第一次看到绣花鞋垫，上面绣着婉转曲折的绿枝嫩叶、
粉粉的荷花、水面上两只悠然自得的鸳鸯。 晚上父亲回来，母亲
取出鞋垫，捏着鼻子琢磨了好一阵。

鞋垫容易做，找些旧衣服剪成片，在旧门板上一层一层铺展
粘贴，袼褙做好后，照着鞋样剪好。 可母亲没有刺绣的功底，她三
天两头跑到隔壁跟六婆套近乎，六婆就手把手教她刺绣的方法。
跟着六婆学了一个月，母亲就能独立刺绣了，可没有刺绣绷子，
只能蹭六婆的用。 母亲眼睛活泛，一次六婆接了结婚人家绣门帘
的活，她抽空就去帮忙，一个月的活不到二十天就完工了，那家
人给六婆送了一篮子白面馍， 六婆分一半给母亲， 可她死活不
收，眼睛只盯着炕沿上的刺绣绷子。 六婆指尖点着母亲的脑门，
“你这女子的心思哟！ ”六婆有大小的刺绣绷子好几个，就挑了一
个刺绣绷子和几把彩线，塞到红着脸的母亲手里。

母亲才开始只给爷爷和父亲做鞋垫， 绣得都是跟六婆一样
的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的传统图案，每人做两双，换着垫，等到哥
哥姐姐和我陆续出生后，小鞋里面也有鞋垫，不过图案却变成孩
子喜欢的小猪、小鸡或我们的属相。 玩的时候，别的小孩看到我
们的鞋垫，就回家里闹腾，非要垫有小兔子的鞋垫，家长架不住
就来找母亲。 母亲也不推辞，几天时间两双栩栩如生的小兔子鞋
垫就做好了，取鞋垫时人家放几个白面馍或一袋核桃转身就走。
那几年，做生肖鞋垫几乎占用了母亲所有的农闲时间。 邻居们送
来的白面馍、点心和核桃等食物，也让我家勉强熬过了食不果腹

的日子。
后来父亲上山扛木头时，意外受了重伤，刚有了起色的生活立马又困顿起来，强打精

神的母亲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还是去街头摆摊卖布鞋和鞋垫。 一块毡布铺在地上，布鞋、
头饰和生肖鞋垫样品等摆在上面，母亲坐旁边，左手拿着刺绣绷子，右手灵巧地穿针引
线，只半晌功夫，惟妙惟肖的动物已跃然“布”上。 此时已渐渐流行起运动鞋甚至皮鞋，所
以母亲的生意并不好，仅勉强糊口。

偶然一次 ，一位家长揪着儿子从街头走过 ，刚好看到母亲的鞋垫 ，就凑到跟前
和母亲商量能不能绣 “绝不逃课 ，好好学习 ”几个字 ，让小家伙垫着每天都能看见 。
母亲不识字 ，也从没绣过字 ，便面露难色 ，那人也不识字 ，就抓过儿子 ，小家伙便歪
歪扭扭写了几个字 。 家长隔天就取走了 ，据说那小家伙此后再没逃过学 ，成绩也好
了很多 。

这件事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于是请母亲在鞋垫上绣字的人多了起来，多是家长
督促孩子学习的警句， 偶尔会有情侣海枯石烂的誓言抑或晚辈对长辈健康长寿的祝福
语。 每天晚上，我都要把人家定做的字，用铅笔一笔一画誊在刺绣绷子里的布上。 夜半睁
眼，昏黄的灯光下，母亲戴着老花镜长一针短一针地刺绣，长长的影子投射在墙壁上像极
了戏台上的皮影戏。 这样短短几年，母亲不仅还清外债，还给父亲做了二次手术。 唯一令
父母亲内疚的是，因为经济拮据，哥哥姐姐先后辍了学，父亲去世时，拉着哥姐的手不松
开，一直说：“是爸对不起你们！ ”

哥哥姐姐成家后，我也上完大学留在城里工作。 岁月染白母亲头发的同时，也昏花了
她的双眼，可她还坚持绣鞋垫，每年给我们每人绣两双，给孙子辈也做。 我就劝她，孩子们
鞋子换得勤不用垫鞋垫，让她多休息。 母亲“哦”了一声，有些怅然若失地绞着两只枯瘦的
手。 姐姐使眼色，我就揽过母亲的肩：“有时间你还是做吧！ 多给我做，我的脚臭！ ”说着我
脱下鞋故意让母亲看鞋子里的生肖龙鞋垫，母亲不禁面露喜色，隔会儿窸窸窣窣下了炕，
弯着腰把我鞋子里的鞋垫取出来，拿到窗台上晾着，然后取出一双新鞋垫换上，看着母亲
佝偻的背影，我的鼻子瞬间酸酸的……

那一年，我们家响应国家号召，从城市下放到
了农村（用现在的话说叫“非转农”），住进了生产队
做砖瓦的茅屋里。从此，悠悠岁月里，简陋的茅屋成
了我童年的家园。

两间茅屋，里间是全家人的卧室，外间是厨房
和客厅，竹条编成的篱笆便是大门。于茅屋外，远看
山外青山，近看绿野阡陌。左边有一条小溪，无论是
晨鸟啁啾的早晨抑或是残阳如血的傍晚，潺潺汩汩
终日不绝。 茅屋右侧，一片芊莽的林子一直伸上了
山顶。 隆冬，大雪纷飞，寒风呼啸，冷风从四面八方
钻进来，茅屋里冷得像冰窖，然而，再冷也不能把炉
火烧得太旺，唯恐那升腾的火苗会将低矮的茅屋付
之一炬。

冬去春来，茅屋四周，林木蓊郁，山花烂漫，阵
阵凉风穿墙而过，送来醉人的清凉。 然而，好景不
长，夏天是多雨的季节，骤雨常常不期而至，悄无声
息地落在茅屋上，又偷偷地从茅草的缝隙间渗落下
来，在地面、灶台、铁锅等处溅起点点水花。这时，全

家人紧急出动，搬动室内所有的容器承接着纷纷而
下的水滴，各种各样的滴水声合奏成一曲“茅屋交
响曲”。 雨过天晴，屋外阳光灿烂，而茅屋上的积水
还会多逗留一两日，直到“床头屋漏无干处”方才云
收雨住。

改革开放以后，我家的条件逐渐好转，修建了
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 终于结束了十年茅屋生
涯。房子的左边，青山四合；右边，绿野阡陌。右前方
是一支名叫小溪的乐队，春天弹拨着轻柔舒缓的序
曲，夏天演奏着跌宕起伏的交响乐，秋天齐奏的是
气势恢宏的合唱，水瘦山寒的冬天则是乐曲将止的
余音，袅袅不绝。 每天清晨，第一缕阳光常常带着露
珠的气味，捎着晨鸟的啁啾，携着绚烂的阳光捷足
先登，极慷慨地把身子伸进屋子中间，这个时候，整
个屋子似乎都有了阳光的味道。

闲暇时候，我用石块、砖头在院子边上围成了
一个长方形的花园，种上了红的月季、粉的芍药、白
的牡丹，还有许多不知名的花，一年四季 ，满园芬

芳，蜂飞蝶舞，颇有几分诗情画意。 还有一个无形的
花园，就在离老屋不远的东边或西边天际，常于清
晨或傍晚开满灿烂的花，或淡红，或嫣红，总是那样
诗意、那样热烈，给了我几多希望、几多阳光。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我们家的条件也随之
不断改善， 我在县城购买了一套百余平方米的住
房。 入住新居后，我选择了一间临汉江、对银山、迎
清风、面明月之雅室作为书房，内设书柜，置盆景，
挂书画，并将其命名为临江楼。

临江楼的窗子向南开，每天清晨，东升的太阳
总是姗姗来迟，直到日上三竿，它才漫不经心地爬
上南窗，把淡雅的窗帘涂抹得一片灿烂。 拉开窗帘，
阳光仿佛带着夜露清凉的气息，夹着绿叶天然的味
道，捎着鸟儿自由的啁啾，伴着江风温情的细语迎
面扑来，和我撞个满怀。

书房里的书不多，但都是我喜爱的，绝大多数
与文学有关。 万籁俱静的深夜，室外是清风明月，室
内则是另一番景象：在柔和、温暖的灯光下，我悠悠
然走进书山报海， 去寻觅我心中神圣的文学殿堂。
在那里，我听李白“举杯邀明月”，看苏轼“把酒问青
天”，叹曹雪芹做缠绵凄切的《红楼梦》……临江楼
里的夜读，使我理更直、气更壮、心常泰。

从童年时四壁透风的茅屋，到少年时宽敞明亮
的大瓦房，再到如今的临江楼，我看到了千千万万
个家庭日新月异的变迁，也看到了祖国光辉灿烂的
明天！

本报讯（通讯员 黄鸿 王文艺）为强
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风险管理，促进
养老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近日，汉阴县
双乳镇通过“三强化”全面开展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工作。

强化政策宣传。 针对领取待遇人员
年龄偏大， 智能化、 网络化程度低等实
际，该镇充分发挥“321”基层治理模式和
“四支队伍”的作用，通过院落会、村（社

区）级广播、宣传栏、宣传条幅和微信群
等，向群众耐心讲解认证方式，确保养老
金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确保享受待遇的
群众足额、按时领取待遇。

强化落实责任。 为确保认证工作落
到实处，该镇成立了领导小组，通过实行
专人负责制，建立销号台账，加强指导督
导，建立日通报制度，确保认证工作不漏
户、不漏人。

强化精细服务。 为确保工作快速推
进，针对部分高龄、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等
特殊群体认证困难等实际问题， 该镇采
取“线上+线下”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
结合等方式推进工作落实。 主动上门为
高龄、行动不便、残疾等特殊群体的老人
办理认证服务， 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完
成认证，不断提升群众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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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花生
■ 陈力

从茅屋到临江楼
■ 黄平安

志愿服务美乡村
通讯员 陈紫菱 洪志坤

双乳镇加快养老保险领取资格认证

钟 宝 镇 推 动 林 长 制 落 地 见 效

2 月 28 日，石泉中学优秀毕业生何孝贤受邀为学弟学妹们作励志演讲 ，分享个人学习成长经历，传递青春正能量。 据
悉，何孝贤现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在今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中，有幸参与了《致敬人民》环节的轮滑表演。

冯先钊 陆俊箐 作

本报讯 （通讯员 王绍芬 ）近日 ，在
全省信访局长会议上，白河县被表彰为
2021 年度陕西省信访工作先进县，这是
该县连续第三年获得此殊荣。

近年来 ， 白河县高度重视信访工
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深入推进
信访制度改革，以“阳光信访 ”为依托 ，
积极拓宽信访覆盖面，发挥网上信访主

渠道作用；以“责任信访”为载体 ，不断
夯实基层基础 ， 全力维护县域大局稳
定；以“法治信访”抓手，坚持实施双向
规范，助推信访秩序进一步好转。 同时，
以促进社会和谐为目标、以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为根本、以“事”要解决为核心 ，
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信访总量稳
中下降、信访秩序明显好转 、群众满意

度持续提升，为全县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下一步，该县将认真学习贯彻《信访
工作条例》，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紧扣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勇于担当 、积极作
为，认真做好“阳光信访”、严守“责任信
访”、着力推动“法治信访”，推进白河信
访工作再上新台阶、再创新佳绩。

白河信访工作连续三年获省级表彰

镇 坪 提 升 第 一 书 记 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