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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茶吐新芽，春意渐浓，春茶胜酒香。 慕名前往白河县卡子镇东坝桂花村
茶园，绿油油的茶叶铺满山坡，微风伴着春茶的清香弥漫在乡间原野。

这是茶农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每人腰系小竹篓 ，
手脚麻利地采着茶。 远远望去只见三三两两红红绿绿染入茶园，有的头戴草
帽、有的带上小孩子齐上阵，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繁忙的景象。 繁忙下，桂花村
村民也将一年的辛劳与期盼 ，换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 据了解 ，该村每天
有 40 余名村民采茶 ， 一般每人一天可采
2.5 公斤左右鲜叶， 待后山茶叶长起来了，
一天摘 4 公斤不成问题 。 一季春茶采摘
期有两个多月 ， 每人每天收入达到 100
元左右 。

神河镇是我的故乡。 我生于斯，长于斯，
直到 18 岁。 一个人的故乡应该只有一个，界
定故乡的纬度应该有二， 一是时间， 二是情
感。情感是由时间积累起来的，是故乡的山水
草木、长街短巷、庭院房舍，刀刻斧凿于心；是
兄弟姐妹、亲戚故旧、同学朋友共同生活的琐
事，经年累月的叠加；是母亲的乳汁与父亲的
汗水搅拌的五谷杂粮， 经日月催化发酵的陈
酿。在故乡，有你回忆不完的美好和永远都不
会结束的梦，直到你离开人间。

陕南秦巴腹地山川秀美，河网纵横。和大
多集镇一样，神河镇依山傍水而建，三街两岸
简单而整洁。房屋造型既不同关中民居，也不
似现在移植来的徽派样式， 与江汉武陵等地
相似，多是顺街起楼砖墙瓦顶。 临街一面，设
置木门活板，既便于生意买卖，又便于雨季防
洪跑水。及至盛夏炎热，家家户户卸门板支凉
床于门前，男女老少或坐或卧蒲扇轻摇，说古
论今；或三五街坊相聚，一壶凉茶一副扑克，
消暑至半夜。 中街、上街经商者众，房多砖木
结构，前面正屋两层住人开店，后面偏厦厨房
临河，有的中构天井，洗涮取水极为方便。 虽
不像江南水乡那般精雕细刻， 但也不少水乡

的灵韵。
古镇群山相拥，山山都有我儿时的足迹。

东山有多少桃李，西山有多少柑橘，都储存在
脑子里。甚至哪面坡上长什么草结什么藤，南
北两面山梁上春夏都种了什么庄稼， 我虽非
农村人口却也一清二楚。 因为那时国家供应
的食物远远满足不了我成长的需求。 只要你
肯动， 一年四季总能在山上山下刨吃觅食以
充饥！我和伙伴们常常是三五结伴打草拾柴，
也喜单枪匹马独行山中采食。汗水无需吝，果
腹最当紧。然而艰辛中也不乏乐趣，现在回想
起来不免偷笑， 只是不便见诸文字。 如今老
矣，偶有一两件童年趣事浮现眼前。

当年全国倡导学校学工学农，神河中学
的老师也喜欢搞科研创新， 什么 5406 试验，
什么 0.618 理论，还异想天开搞人工降雨，引

进种植苹果。别的我们不希罕，就是苹果太诱
人，陕南压根就不长苹果树，我们也没见过苹
果。功夫不负苦心人，没几年苹果还真的结果
了。 老师为了苹果的安全，果园设栅栏，果树
下还围了一圈棘刺。 但是这又怎么能挡住想
吃果子的“猴儿”呢？ 夕阳在山，人影散乱。 放
学了，老师也该阅作业了。我与好伙伴龚建斌
早已策划埋伏于果园一侧， 见四下无人翻身
入园。 我就近攀树，摘得一两个苹果出园。 谁
料建斌不擅攀登，上树容易下树难，何况掖着
几个苹果。 正在为难，忽听有人大喊一声“龚
建斌！ ”树上之人闻声坠地，跌入棘刺丛中惨
叫不止。 我只得返身相救，结果双双被捉。 原
来是班主任管星舞老师散步偶遇，训斥一顿，
没收了苹果， 放人回家。 管老师是西安蓝田
人，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是当年西大四才

子之一。他讲课风趣幽默知识丰富，学生都很
喜欢他，他也很爱学生。 尤其是我和建斌，在
班上年龄最小，虽调皮捣蛋，但聪明伶俐，学
习也不赖，自然招人喜爱。管老师捉了我们并
没有上报学校，班上通报批评了事。只是苹果
被没收了实在不甘心。平生第一次摘苹果，摸
着沒吃着，我俩遗憾了很久。

那个年代物质极度匮乏， 孩子们最喜欢
的事就是吃，见什么可食之物就想啃它一口。
辛苦劳累的事，时过境迁早已忘记，唯饥饿感
觉记忆最深，至今犹新。 出门常备食，酒店爱
打包，饭桌上米粒也不肯放手，无意间被 5 岁
的大孙子学去， 爷孙俩常挨批评！ 传统虽优
良，行为不可学，道理很简单，时代不同了。

现在的孩子们太幸福了， 幸福的有点单
调， 他们体会和理解不了我们那个时代的艰
辛、 痛苦和快乐， 就如我们不能理解他们一
样。 在我们心中能够做到让他们天天快乐就
足够了 ，如果
能 与 他 们 同
乐 ，也算是对
自 己 童 年 缺
憾的弥补吧！

生在安康的我，打小就在汉江边玩耍。逛城堤，观龙舟，
坐船游览夜晚的汉江，这些在外地游客眼里是来安康的
打卡地 ，却是我放松身心的最佳场所 。 我热爱它四季
变化的美景 ，用心感受它的诗情画意 ，与它早已融为
一体 ，我的血脉中流淌着它永不枯竭的生命之源。 它，
就是我梦中的江南。

三月，春风微荡之中，汉江边的李子花最先开放，那花
瓣既像银色的霜花，又像透明的雨屑，极为养眼。 我常散步
的那排柳树也陆续抽出了嫩芽，小小的叶片紧紧相拥，均匀
散布在枝条上，像是一个个的整装待发的绿色士兵，待到下
一个温暖的光束照射过来，仿佛接到命令似的便顷刻迸发。

沐浴在温暖的春光中， 人们换上轻巧的服装来这里赏
花踏青，我听到孩子们天真美好的笑声在空中回荡。我准备
好太阳垫，悠悠地寻一处安静的地方，或坐或半躺着，仔细
地欣赏这片蓝天白云的变幻， 时间不知不觉地从这观云的
间隙中溜走了。

转眼就到了傍晚， 夕阳西下， 太阳像个没煎熟的蛋
黄，悬挂在水天相接的地方。 水面上浮光跃金。 是谁？ 搅
动了这一江清水，让这些颗颗神奇的小星星闪闪发光。是
谁？ 带上巨大的画笔，让这晚霞如此绚烂地绽放。

江水浩荡东流而去，春风放肆地吹乱了我的秀发，但心
却是沉静的，我看着夕阳，夕阳也同样凝视着我。 最后还是
它比较害羞吧，被看得红了脸，慢吞吞向水中躲去。刹那间，
水天一线，天地万物仿佛都被镀上一层金色。转而又渐渐消
散，整个城市的轮廓逐渐模糊，寂静像雾霭一般袅袅上升、
弥漫扩散，风停树静，夜晚来临，我留连往返。

看云，看夕阳的我并未尽兴，索性卷起裤腿，走向离江
水更近一些的地方。 贪婪吹着晚风， 空气里满是清甜的味
道。 霞光的尾巴倒映在汉江上，薄薄的青雾浮在水面, 灯光
闪烁，波光荡漾，明亮中透着朦胧，深邃里沉着宽广。江心的
沙洲上停歇着几只白鹭，时而低空盘旋，时而高调踱步，时
而埋头捕食， 时而扇动翅膀互相追逐……对岸林立的建筑
反衬着汉江的沧桑，水中的倒影随波摇曳，姿态妖娆。

我仰头眺望， 汉江上远远近近的三座桥依次在河道上
排开，灯光各有不同，却也别具特色。 绿的妖娆，黄的典雅，
蓝的沉静，红的热情，紫色的神秘，白色的绚烂，水中的倒影
便跟着更换着色彩，如一条玉带在随波摇摆。

盈盈江水荡漾着，来到脚边，却又缓缓地退回去了，一
浪接一浪，不断地冲洗着岸边的石头，把这些石头冲刷得十
分光洁。 我忍不住捡起一块椭圆形的，用力打向水面，石头
就在水上弹跳出一个个漂亮的弧形， 同行的朋友见状也开
始寻找合适的石块，我俩不谋而合地玩起了打水漂比赛，直
至天色渐暗，气候变凉，才肯作罢。

这个世界最普通却又最珍贵的是水， 它承载了人类数
千年的文明，源远流长。它能养性，亦能修心。汉江平静的时
候，像一块明镜，清浅鲜洁。 它动的时候蓄势待发，波澜壮
阔。 它不间断地奔流着，阅尽地面上一切生物的生死枯荣。
它碧绿清亮，滔滔不绝，回旋激荡，奔腾不息。我非常庆幸生
在这座美丽的山水秀
城，也万分荣幸汉江水
能担负着“一江清水送
京津”的光荣使命。 我
爱这江清水。

我爱这江清水
□ 王腊梅

镇坪县钟宝镇旧城村年仅 18 岁的陈宝川，在危
急时刻不惧危险，毫不犹豫跳入水中，用双手托起了
两个鲜活的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 近日，陈宝川荣
登 2021 年 11—12 月“陕西好人榜”。

2021 年 8 月的一个下午，回镇坪县钟宝镇东风
村探亲的廖女士和妹妹带着两个孩子在河道浅滩边
戏水解凉，突然看到一条水蛇，她立即将大孩子拉回
岸边，再转身看小儿子时，却发现套着游泳圈的小儿
子此时已被水流冲向河水中央。 情急之下，不会游
泳的廖女士赶忙跑进急流中奋力捉住游泳圈，却没
有注意脚下的一道石砍，身体重心不稳，一个踉跄跌
入水中。 廖女士的妹妹在岸边发现情况危急，立即
大声呼救。

同时，刚游完泳的陈宝川正在下游十几米远的
石头上坐着休息，听到呼救声的他迅速起身，看到廖
女士母子已被冲到河水深处。 来不及多想，他当即
纵身一跃跳入水中，以最快速度游到廖女士母子身
边。一边大声对廖女士说：“不要害怕，把孩子抓紧。”
一边用力把母子二人往岸边拉。 这时廖女士已经全
身无力，所有重量全落在陈宝川一人身上，游到一半
时陈宝川就感觉体力不支。

“爸爸，我快没力气了！ ”不会游泳的父亲陈国

清听到儿子呼喊，赶忙到车子后备箱拿出备用轮胎，
用力扔给儿子， 借助轮胎的浮力陈宝川才费力地将
廖女士母子带上岸边。 廖女士母子俩连吐了好几口
水后，乌青的脸色才逐渐恢复，而此时的陈宝川已经
筋疲力尽，坐在岸边不住地喘气。

“当时看到他们溺水，我也没有多想，第一反应
就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鲜活的生命在我眼前消
失， 我相信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毫不犹豫地救
人。 ”在陈宝川眼里，他只是做了一件不值一提的小
事，他甚至拒绝接受采访，经过一番劝说后才接受采
访。

廖女士感激道：“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后怕，
当时要不是有这个小伙子，后果我都不敢想象，他自
己都还是个孩子，却能那么勇敢地来救我们，用言语
真的是没有办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这真的是天大
的救命之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

对于陈宝川的父母来说，也同样是心有余悸。陈
宝川 2021 年参加高考，在事发前几日刚收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即将步入人生新的阶段，开启新的学习生
活、新的人生旅途，他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如果
没有父亲在场及时提供支援，后果不堪设想。陈宝川
却笑着说：“能够平平安安地把他们救起来， 我就感

觉非常开心、非常值得。 ”
陈宝川不仅是见义勇为的小英雄， 更是老师眼

里的好学生、 同学眼里的好榜样、 父母眼里的好孩
子。

在备战高考期间，他上课认真听讲，课下主动复
习，上完晚自习后还常常一个人学习到深夜，从不说
苦叫累，在老师眼中他是一个非常“省心”的好学生；
在和同学交往中，对于同学有学习、生活上的困难总
是热心相助，与同学约定的事项都能做到，是朋友心
中可信赖、可依靠的“好大哥”；在家中更是父母的好
帮手，放假在家期间他主动帮助父母喂猪、干农活、
整理小卖部物品，耐心、细致地辅导弟弟写作业。

父亲陈国清回忆起陈宝川小时候的事情， 那时
陈宝川才 11 岁， 暑假到父亲在贵州承包的工地上
玩， 父亲为了锻炼陈宝川， 便让他帮忙采购工地材
料， 没想到陈宝川带着弟弟坐公交车把每一类材料
都准确无误地采购回来，这让陈国清大感意外。 “他
从小就比较懂事，没让我们操什么心。 ”这是母亲对
陈宝川最简短的评价。

如今， 陈宝川已成为西安医学院康复治疗学专
业的一名在校大学生， 他说他希望能在大学期间参
军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医，报效祖国！

“老伙计，给娃说，垃圾不能乱扔，这个小区也
是咱们的大家庭哩， 维护家庭整洁人人都有责任
嘛。 ”“你说得对，老周，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随着一
阵欢笑的对话，小孩丢在地上的垃圾也被捡起来丢
在了垃圾桶里。

在汉滨区老城街道西大社区的武装部家属院
里，每隔两天就能看到老周清扫小区、疏通下水道
的身影。 受老周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义务
清扫队伍，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自觉维护起了小区环
境，让曾经破旧脏乱的小区焕然一新。

老周何许人也？ 用小区居民的话说，老周就是
小区主心骨。 今年 66 岁的周广明是一名退伍老兵，
也是一名退休职工，为了破解老旧无物业小区治理
难题，西大街社区在 2021 年 10 月经走访、研讨、请
示后决定发挥党员力量，探索成立社区首个“红色
物业”， 热心的老周被小区党员推选为武装部家属
院党支部书记和自管会负责人，也成为了这个大家

庭的“红色管家”。
老城街道地处中心城区，公共设施陈旧、老旧

无物业小区众多，为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为破
解这一治理难题，老城街道党工委、各社区党组组
全面开发红色资源，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社区探
索拿方案、选择小区做试点、形成经验再推广”的工
作思路 ，把 “独角戏 ”变为 “大合唱 ”，让百姓从 “旁
观 ”到 “参与 ”，用好 “红色物业 ”载体作用 ，发挥好
“红色管家”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解决关系群众的
难点、重点、棘手问题，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了充分发挥群众自治作用，老周作为“红色
管家 ”，积极通过微信群征集群众意见 ，从环境卫
生、小区绿化、小区安全等共性问题上制定可行性
制度 ，并形成初稿 ，讨论后经社区审核发布为 《文
明公约 》，对小区居民形成共性约束 ，将小区杂货
室改为红色议事厅， 将其打造成小区居民可以畅

所欲言的主阵地， 在为小区发展建言献策的同时
发挥纠纷调解、 文体活动作用， 丰富群众精神生
活。

“小区居民 48 户 92 人，大多是老年人，多数有
基础病、慢性病，我们联系家庭医生服务队精准到
户到人，为大家上门服务，得到了小区群众的一致
认可。 ”“红色物业”在管理上，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实现由总到分，再由分到总的过渡，把矛盾消化在
小区、问题解决在小区、文明创建在小区。

西大街社区武装部家属院是老城街道着力推
进物业领域党建联建、 系统破解难题的一个缩影，
也是以红色物业“小切口”撬动中心城区治理“大民
生”的一个新探索。

目前 ，老城街道 9 个社区纷纷开启 “红色物
业”走进老旧无物业小区试点工作，随着管理不断
规范化，居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指数也不断攀升。

本报讯（通讯员 贾潇）“现在这地方宽敞明亮，有小娃玩耍、看书的地
方，我们办完事还能来下棋聊天，美得很，美得很……”汉滨区江北街道前
张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图书阅览室里， 社区居民夏怡秋办完业务准备回
家，小女儿却沉浸在书海中舍不得离开。 说起这全新的服务中心，夏怡秋
不由打开了话匣子。

走进江北街道前张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宽敞明亮，服务台
上，身份名牌、办理指示一应俱全；水电三局宣传博物架上，特色图片、生
活用具、文字记录等承载着三局人的荣誉和记忆；荣誉墙展示先锋形象，
风貌长廊吹文明新风；图书室、儿童之家温馨舒适；“两代一委”接待室、青
年创业中心、党员活动室、矛盾调解室聚合多种功能和服务。

很难想象，不久之前的服务中心还是高柜台、小空间、长队伍……如
今深受居民喜爱。

“新建这个党群服务中心时社区还来问过我们的意见。 ”夏怡秋笑着
说。作为江北街道建设较早的单位型社区，过去的前张岭社区藏在居民楼
间，空间狭窄逼仄，配套设施不完善。怎样才能更好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如何为社区居民提供更人性化、精细化的服务？我们的社区要如何融
合多种功能为一体？ 很长一段时间，这都是江北街道党工委、办事处最头
疼的问题之一，通过多次研判新时期社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考
察借鉴好理念、好经验、好做法，多方筹集资金 200 余万元，逐一击破难题
解困境。 指导社区进行项目规划、功能整合，人员投入、民意吸纳，打造出
了建筑面积 560 平方米，集党员群众议事、学习、文化娱乐为一体的开放
性党建服务平台，让党群服务中心成为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密切党群关
系的“温馨港湾”。

在全面提升软硬件配置的同时， 社区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为圆
心， 让一场场文明实践活动融入居民的生活， 让文明新风吹遍每一个角
落。 “红袖章志愿巡逻队”“儿童之家”“大学生志愿服务岗”等特色文明实
践项目，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更接地气、更有力量、更暖人心。缝制爱心
坐垫的八旬老人姚法伟、社区最美热心人周德顺、“全国幸福家庭”赵艳作
家庭……凡人善举不断涌现， 家风家训薪火传承， 用春风化雨的道德力
量，精于细节的文明行动温暖了整个社区。 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
容、共建共享……一幅幸福家园图景徐徐展开。

同时，社区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实现群众自治、区域共治、党员协
治“三治融合”，让居民不再当旁观者，而是争当参与者、建设者。现在社区
搬了新家，硬件升级、软件优化，社区议事氛围更加和睦温馨。 以自治“激
发活力”、以法治“定分止争”、以德治“春风化雨”，新型党建网格化管理新
格局正在形成。

如今，党群服务中心不再只是“办公室”，群众到这里办
事，有工作人员的热情服务，有场地读书看报、聊天……身边
有这样的民生服务站，大家的生活是越发有滋有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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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少年勇救落水母子
通讯员 刘玲

老城街道：“红色管家”带活老旧小区服务
通讯员 杨建 熊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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