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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

社 区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先伟 ）“我有高血
压，听说不能接种疫苗。 ”“我脚痛，不方便
出门打疫苗”。 面对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汉滨区老城街道兴安社
区党支部书记刘静， 主动化身为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的“指挥员”“作战员”“接送员”，助推老年人
新冠疫苗应接尽接。

兴安社区年老体弱的老人和流动人口
多，疫苗接种工作繁重艰巨，作为社区党支
部书记，刘静每天组织召开研判会议，实行
分组管理， 以分层调度压实新冠疫苗接种
工作责任。 建立完善未接种人员数据库，每
日研判接种情况， 对应接未接人员进行逐
一研判，制定服务措施。 并积极上门与老人
及其家人沟通， 详细讲解新冠疫苗接种保
护作用及相关事项， 打消他们的顾虑。 同
时，针对老年人行动不便、老花眼、耳聋等
情况，她组织社区干部通过轮椅护送、主动
搀扶等贴心服务，打通老年人疫苗接种“最
后一米”。

一位 80 多岁的老人完成了疫苗接种
后，竖起大拇指激动地说：“年纪大了，眼睛
不好、行动不便，没办法到接种点去完成接
种。 这回好了，卫生院的医生来到了我们社
区，十分方便。 还有社区干部全程服务，他
们都很认真细致，我非常满意！ ”

本报讯（通讯员 柯贤文）近日，
汉滨区石梯镇大石村按照统一安排
部署，逐户、逐人筛查应接未接人员，
尤其是对 60 周岁及以上人群， 积极
开展入户宣传并采取“送苗”上门的
方式，及时为村民接种新冠疫苗。

据悉， 为方便群众接种新冠疫
苗，切实贯彻“应接尽接”要求，石梯

镇逐村进行研判，对山高路远、行动
不便的老人，协调镇卫生院派出流动
接种小分队，做到干部“跑步上门”，
群众“坐等接种”。 在村组院落，接种
小分队医护人员和镇村干部在现场
对群众逐一进行问询、登记、体检、接
种、留观等，确保流动接种工作安全
有序。

本报讯（记者 罗超 通讯员 钱运立）为
提高城市安全韧性，守护群众“脚底下的
安全”。 近日，安康市住建局结合 “我为
群众办实事 ”活动 ，扎实开展中心城
区市政窨井盖排查整治工作 ，防范窨
井盖缺 损 及 防 坠 网 脱 落 等 可 能 引 发
的安全事故 ，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安
全感。

据了解， 为进一步加强窨井盖安全

管理，去年 8 月，市住建局联合市检察院
等 8 部门印发了 《安康中心城市窨井盖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市住建局市
政园林处认真落实方案精神 ，迅速组
织了中心城市排水设施普查 ，经普查
统计 ，安康中心城区共有市政排水窨
井 盖 16645 个 ，其 中 ，污 水 井 盖 900 3
个，雨水井盖 7642 个。 在日常监管工作
中，通过视频监控、日常巡查、专项检查

相结合的措施， 及时掌握市政窨井盖运
行情况。 当其他城市发生井盖安全相关
事件后，市住建局市政园林处高度重视，
5 月 15 日制定下发了 《关于开展中心
城区 市 政 窨 井 盖 安 全 隐 患 专 项 排 查
整治工作的通知 》，5 月 16 日 ，由分管
领导牵头 ，具体责任科室长负责，成立
四个工作组，对中心城区主次干道、背街
小巷、公共绿地、公园广场、在建工地及

泵站等涉及的市政窨井盖设施开展拉网
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工作。 截至目前，已
完成育才东路、南环东路 、兴安路 、大
桥路 、育才西路 、滨江大道等主次干
道及汉江公园 、 滨江三期等公园绿地
排水井盖排查工作， 发现部分检查井盖
存在下沉、部分防坠网存在腐蚀、网绳受
损等问题，已排查井盖 3500 个，更新防
坠网 60 个。

本报讯（记者 罗超）为解决广大市
民停车难、停车贵的问题，进一步推进城
市公共停车资源的高效利用。 近日，安康
泊车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针对广大车主的
夜间停车需求， 特别制定了夜间停车优
惠方案，每晚停车费不高于 10 元，同时，

针对车主的长期停车需求， 推出了年卡
优惠等系列活动， 将极大地降低市民的
停车费用。

记者跟随安康市泊车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位于党校路的智
能立体车库， 正在此处停放车辆的田先

生告诉记者， 自己住在党校路智能立体
车库附近 ， 以前停车场晚上按 小 时 收
费 ，一晚上下来要花费接近 30 元钱 ，
现在实行夜间停车优惠政策后 ，一晚
上只要 10 块钱 ， 下班回家不用去小
区抢车位 ，停在这里安全又放心 。 据

了解 ， 夜间停车优惠方案推出后 ，少
年宫 、金州南路 、党校路智能车库晚
20 点至次日早 8 点收费上限 10 元 ，
其他公共停车场晚 19 点至次日早 8 点
收费上限 8 元。

本报讯 （通讯员 宋玉凤）“都宣
传好几年了，肯定不烧。 秆秆在田坎
边堆着，下雨烂了后就当肥料，到时
再铺到地里……”在汉滨区江北办朱
家湾村地头，村民宋某某笑着对前来
宣传秸秆禁烧的办、村干部说。

近年来，汉滨区江北街道利用宣
传车、大喇叭齐上阵，让禁烧政策声
声入耳。 拧开开关，录好的秸秆禁烧
公告音频便在村组院落、田间地头传
播开来， 宣传车顿时变成了移动的
“宣传站”，巡查宣传两不误。村广播、
流动小喇叭循环播放秸秆禁烧宣传

音频，让村民在家门口便熟知秸秆禁
烧及秸秆还田政策。并在各村主次干
道悬挂通俗易懂、醒目亮眼的宣传条
幅，宣传秸秆禁烧的重要性，让群众
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营造出不想烧、
不能烧、不敢烧的良好氛围。 各村依
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实践站，组织
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走村入户，深入
田间地头给村民讲解焚烧秸秆的危
害性、秸秆综合利用的好处及焚烧秸
秆行为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签订承
诺书，引导村民提高环保意识，保护
蓝天白云。

立夏过后，蓝天白云
下，一湖碧水倒映着湖畔
的白墙黛瓦、 花红柳绿，
一只小船划过湖面，一层
层碧波扩散开来，一颗颗
金果随波而动，点缀着瀛
湖的碧水青山。 经过村民
多年的精心管护，汉滨区
瀛湖镇清泉枇杷成为了
此时本地应季水果的代
名词，万绿丛中的金果让
村民笑脸更加灿烂。

和往年相比，今年的
枇杷并不繁密。 村民张凤
琴说 ：“考虑到结得太繁
密，影响枇杷单果的个头
和口感，在挂果时就进行
了疏果处理。 ”边介绍张
凤琴摘下面前成熟的枇
杷供游客品尝。 剥开个大
的枇杷， 橙黄的果肉，鲜
嫩多汁，咬一口甜中带酸
的味道，唤起尘封已久的
味蕾记忆。

本报讯（通讯员 冯宁）连日来，
石泉县饶峰镇紧紧围绕群众对美好
生态环境的需求， 持续开展人居环
境整治，守护好饶峰的绿水青山。

该镇大力开展 “共联共建”“不
文明现象随手拍”“我为环境整治献
一策”“我是党员我带头， 环境整治
争先锋”等系列主题党日活动，在深
化 “做 ”字上下功夫 ，鼓励全体党员
在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亮身份 、展
风采、做先锋，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 镇村各党支部和广大党员围绕
乱搭乱建、“厕所革命”“毁绿种菜”、
清理公共场所及河道沟渠等方面组
织开展专项治理， 积极引导群众做
好“扮靓家园”活动。 各村（社区）每
天不定时将整治照片转发工作群 ，

激发干劲，倒逼工作开展，形成比学
赶超、以干促效的浓厚氛围，实现环
境整治常态化。 同时，该镇党政班子
成员带队分片分段开展环境问题督
查，第一时间发现问题、交办问题、解
决问题。 在抓好巡查的同时，坚持边
巡边改，制定措施，促进整改，确保问
题不反弹。目前，该镇整治乱堆乱放、
乱搭乱建等问题 20 余处， 清理公路
沿线“毁绿种菜”区域 8 处 260 余平
方米，补植补栽公路沿线苗木 800 余
棵，修建各式围栏 2000 余米。

清明时节回到老家， 远远就能听见
潺潺的流水声，一片一片葱郁的树林，遮
住了小时候常常玩耍的那清澈见底的河
沟，已经分不清山向……

家门前的那条小河， 满载着我童年
的记忆。 四五岁的时候就和小伙伴们一
起去坡上放牛放羊，牛羊悠哉地吃着草，
我们就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开始了捉鱼
摸虾比赛。 清澈见底的河水，静静地流淌
着，轻轻掀起石块，睁大铜铃般的眼睛死
死地盯着，“啪” 的一下抓住即将逃跑的
小鱼，一条、两条、三条……瓶子里的鱼
越来越多了。 时不时还抓住几只螃蟹，拧
掉它那大而有力的钳子腿，再放回水里，
两条肥肥的钳子腿就是一顿美味佳肴，
这或许就是儿时最美味的零食了吧！ 伙
伴们玩得口渴了， 捧起水来大口大口地
喝，那水甜甜的，凉凉的……吃饱了的牛
儿羊儿也跑到水潭边畅饮一通。

小伙伴们上小学时要经过一条由两
条小沟汇集而成的大沟，平常水浅浅的，
低浅吟唱地应和着鸟儿、蛐蛐的鸣叫声，
缓缓流淌着，似乎从来都没有烦恼一样，
总是那么欢快！ 然而到了雨季，暴雨说来
就来，四面八方的浑水都汇集到大沟里，
整个山沟咆哮、沸腾了起来，响彻整个山
谷。 早晨上学时还好好的，放学回来就遇
到了“拦路虎”，看着狂奔而去的山洪，不
知如何是好！ 这时大人们早已组成了护

送团，拿着绳索、竹竿排着长队开始营救
了，只见家长们摩拳擦掌，争先恐后想要
亲自过河接我们，最后为了安全，还是身
强力壮经验丰富的叔叔出征， 只见他熟
练地把绳子的一头拴在沟边的树上，另
一头拴在自己的腰上，拄着竹竿，试探着
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索着前行， 我们站在
岸边加油打气!那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
候， 小小的身躯紧紧地贴在叔叔湿透的
背上，闭上眼睛不敢睁开，瞬间就切换到
了“大话西游”模式……小学六年，也不
知道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场面， 但我们
都安全地度过了小学生活。 后来我们长
大了，心中的英雄老了，背也驼了，然而
记忆依然犹新！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 苍龙洞周围树木葱郁， 景色诱
人。 山中有一洞，洞中有深潭，水清冽见
底。 只因洞的周边长满了一种叫“菖蒲”
的植物，中通外直；又相传此洞里住着一
条“龙”，因此得名“苍龙洞”。 听周边农民
讲， 生病时去苍龙洞折一根菖蒲趴在洞
边喝几口水，症状就会减轻。 相传要是干
旱了，去把洞里的水舀干，便会下雨。 小
时候听爷爷讲得如此神乎， 不免产生好
奇。 有一次肚子疼时，缠着爷爷带我去探

个究竟，水倒是喝了不少，可是肚子却疼
得更厉害了，不得不去看医生。 记得有一
年夏天干旱，村子里的爷爷、奶奶、叔叔、
阿姨起得很早， 带上盆子、 水瓢便出去
了，夜深了才回来，脸上洋溢着说不出的
喜悦。 可是那年夏天，庄稼都蔫蔫地趴在
了地上，就算这样，慕名而来的人还是很
多。 后来才明白， 只是因为这里山高林
深，景色迷人，是大家采风的好去处。

我们总会在放学或周末找个理由，
三五个姐妹游苍龙洞， 学习的烦恼早已
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铜铃般的笑声响彻
山谷，清脆的歌声惊动了觅食的鸟雀，煞
有其事地念着刘禹锡的《陋室铭》，别提
有多惬意！ 几年后，我如愿回到了母校当
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短短几年，母校的
容颜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苍龙洞的
景色也更诱人了。 早晨站在教学楼上，吹
着习习的风，透过薄薄的雾，寻觅苍龙洞
的身影。 她就像披着婚纱的新娘，在旭日
的冉冉升起中款款而来， 清秀的面庞直
逼你的眼。 遥望苍龙洞便成了我和学生
们的一道美餐。 阳春三月的一天，终于经
不起诱惑， 被学生们拽着奔向了久违的
苍龙洞。 去的时候我们选择走山下的小
路，我自然成了向导。 小路崎岖，林阴小

道，上上下下，跌跌撞撞，滚打摸爬，终于
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她，坐在洞外，就清晰
地听见洞顶有水“”嗒、嗒、嗒”落下深潭
的声音，那么深邃！ 洞上面的那棵树犹如
一把大伞遮住了她， 就像母亲护着孩子
一样。 翠绿的藤从洞口攀岩而上，紧紧地
缠住遮护伞， 至亲至爱。 学生们大饱眼
福，尽情享受，还用空瓶子装满水准备送
给老师当礼物，不觉已是夕阳时分，我们
便决定从上面爬山回家。 没想到的是，这
里密密麻麻的藤和树都紧紧地编织在一
起，居地面一米左右。 于是我们便顺藤而
上，此刻的我们，就像孙悟空一样陶醉在
天马行空里，唱着山歌，顺手摘几根枝条
编个帽子戴在头上， 又像游击队里小兵
张嘎一样，神游其中，时空似乎永远定格
在了这一刻……

后来，我改行进城工作了，再也没有
福气睁眼就能眺望到苍龙洞。 十几年过
去了, 故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
农村建设日新月异，安置点高楼林立，道
路四通八达，产业建设欣欣向荣，老百姓
已脱贫奔小康！

那山， 也比以前更葱郁翠绿了！ 那
水，也比以前更清澈了！

故乡，站在夕阳下，容颜娇艳！ 衣裙
漫飞，温柔如水……

辛丑年五月十二日，父亲离开了人世。 父亲走了，
他的大脑里所有信息数据在瞬间清零；父亲是从医院
的病床上走的，他从容淡定、清风雅静地走向了另外
一个世界。

父亲是我生命中的精神支柱，也是兄弟姊妹成长
的引路人和守护神。 父亲个性直爽，视野高远，凸显巴
山粗犷豪放的性情。 我们像树苗一样，从小偎依着父
亲这座大山，栉风沐雨，在阳光下茁壮成长。 小时候，
我爱父亲，却不敢惹怒父亲，因为他平时对我的要求
十分严格，严肃得让人望而生畏。 他最喜欢看我考试
的成绩单，每看一次开心一次、高兴一次。 那时候，我
学习的动力就是要让父亲高兴。 在计划经济年代，农
村经济实行按劳分配， 当时家里处于人多劳少的困
境，父亲毅然决定，让我们兄弟姊妹都去读书。 父亲省
吃俭用供几个孩子上学，让我们用知识改变命运。 在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全省第一批农村青年招干
考试，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随后二弟大学毕业参
加工作，南方创业的三姊妹也有一份稳定工作，成功
的背后是父亲的大格局。 几十年来，我在人生的旅途
中读懂得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读懂了父亲对我们恩
重如山。 然而真正读懂父亲的精神世界还是在失去父
亲以后。 送走父亲那天，我悲痛欲绝，含泪为父亲撰写
《墓志铭》，在母亲的坟旁边建起了一座墓碑，于拜台前栽植两棵耐旱的树苗。
父亲的那座墓碑在我心里化作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父亲生于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他幸运地上完了小学。在 20 世纪
五十年代初期，小学文化对于落后山区农村来说就是难得的人才。 父亲能写
会算，不仅字写得好，而且算盘也打得精练，既是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也是
能文能武的新型农民。 青年时代的父亲，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先后
在庙梁铁厂、新光大队、瓦庙综合厂以及“三线建设”紫阳民兵团的营、连等机
构从事会计工作 20 余年，经济报酬均以生产队“记工分”为主。 在那如火如
荼的岁月里，他战斗在襄渝线上，在筑路大军的火线上入党。 父亲本来有一份
当统计员的正式工作，然而机遇却与他擦肩而过。 父亲的平凡经历和无私奉
献， 或许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代人为改变贫困而艰苦奋斗的历史缩影，这
其中印记着奋斗者的足迹和时代的标签。

父亲的一言一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阳台上悠长的“哈欠”声和接听电
话的声音仿佛就在昨天。 父亲接电话的声音洪亮，经常在阳台上接收长乐、泉
州和海外打来的长途电话，父亲的声音在告诉周围的人，远方的儿女又给他
打电话了。 父亲有自己快乐的生活圈和朋友圈，他的圈子我们免打扰。 他喜欢
逛山城，经常到亲水广场、紫阳沟、悟真观、神峰山等地看风景，喜欢到广场上
煽经、打牌；酷爱吸烟、喝酽茶，饮酒是他晚年生活的嗜好和催眠曲；父亲的记
忆力特别好，80 多岁还能下象棋、打麻将，耳聪目明，脑筋一点也不糊涂，他能
记住儿女们的电话号码，随口说出来一个数字也不会错。 父亲居住在县城衣
食无忧，生活美满，时常夸赞：党的政策好，国家没忘记他，每月还给他发“三
线建设”补贴和老年补贴。 父亲是一位幸福老人，年轻赶上好时代，晚年遇上
了好政策。

从前父亲的身体一直很硬朗，从未打过针、吃过药、住过医院，平常连感
冒都很少。 说起他的生活方式与健康的关系几乎颠覆了我的认知，而让人匪
夷所思。 近两年，父亲的行为有微妙变化，他不再炫耀自己为国出力的感人事
迹，也不和别人争是非曲直、说“红脸话”了，身体变瘦了，出门离不开拄拐杖。
此时，我发现父亲不是低调，而是真的变老了。

父亲因患肝硬化等多种疾病失去了生命。 父亲把生死看得很明白，经常
对我说“84 岁打不过”“活着就是想多看看这个世界”，这就是父亲最朴素的人
生观。 住院治疗期间，父亲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 然而生命竟如此脆弱、短促，
两个月时间，一个鲜活的生命，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 时间定格于辛丑年“父
亲节”的第二天中午 10 时 48 分，父亲驾鹤归西了，我泪如涌泉，悲痛万分。

转眼间又是一年的春天到了，正值茶乡紫阳
杜鹃花开的时节，我和妻子来到父亲坟前,寄托清
明的哀思。 父亲的名字写在阳春三月的风景里，
编入《夕阳晚唱》的诗集中。 思念化作一声问候：
“父亲，你在那边还好吗？ ”父爱如山。 父亲的养育
之恩比山高、比海深，我们永远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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