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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乔雨）近日，在石泉县举行的社区运动会中，西苑社区
选派的 40 余名居民代表在百米混合接力、拔河、企鹅漫步等运动项目中力
争上游，最终拔得头筹。

近年来，西苑全力打造“平安西苑·幸福家园”，以居民素质提升为抓手，加
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体育活动，促进搬迁群众快速融入城
镇生活。

该社区以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为导向，于 2019 年 11 月成立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建立 1 个智慧服务平台、6 支志愿服务队、8 大服务中
心，吸纳志愿者 570 余名，多角度、全过程开展社区服务。 充分挖掘社区文艺
人才，打造文化服务阵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宣讲党的政策，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提升群众综合素养，让搬迁群众融得进、住得好、面貌
新。在社区干群共同努力下，社风民风持续好转，社区建设取得良好成效，先
后荣获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全国青少年“双零”试点社区、全省“五
美庭院”示范社区、全省和谐社区、市级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市级敬老文明社
区等荣誉称号。

全民健身强体魄
建设美好新西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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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谭传明）“路北小区 36 栋旁新修的道路

有私家车乱停乱放，阻碍消防车、救护车正常通行，请到现场
处理下。”近日，汉滨区江北街道西站社区居民反映。闻讯，江
北街道中渡村、西站社区干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只见紧临
居民楼一侧的道路密密麻麻停满了私家车。

经了解，该路段紧临进站路，是中渡村党家沟村民和西
站社区路北小区居民的必经之路，道路拥堵严重影响了人们
正常出行。 前期有房地产企业在此新建了商品楼，对原有道
路进行了拓宽。 按理说路宽了通行条件会越来越好，但事实
却是越来越堵，如何破局是摆在中渡村、西站社区党组织面
前的一道难题。

面对群众的诉求，中渡村、西站社区党组织，组织开展“禁
止乱停乱放”推进会，经过多方协商，决定在道路两侧设置绿化
栅格，既美化了环境，也约束了私家车乱停乱放。 社区工作人员
在道路两侧张贴“禁停”公告，充分利用工作群、公众号宣传文
明停车，营造创文浓厚氛围。 路通畅了，居民笑了。

“叮叮叮……” 一声清脆的电话铃声叫醒了正在午休的
社区干部， 电话那头传来了居民急促的声音：“路北小区 28
栋旁的围墙被车撞塌了，快来现场处置下。”社区干部迅速来
到现场查勘，一边设置警戒线，一边寻找目击者……经过多
方了解，肇事司机刚拿驾照，倒车时不慎撞上围墙，所幸未造
成人员伤亡。为尽快修复围墙，消除安全隐患，经社区出面协
调，司机答复出资修复倒塌的围墙。
随后， 该社区对辖区破损井盖情况
进行了全面排查，排除了安全隐患。

顺江而下，在 316 国道旬阳段家河镇
路段， 嗡嗡飞舞的蜜蜂围绕着上百个蜂
箱，主人老徐夫妇从浙江来此已将近十年
了。问及老徐在此“安营扎寨”的原因，“这
里不但山清水秀， 一年之中的花期长，蜜
蜂采蜜的时间也长。 ”

每个晴朗的日子，老徐夫妇早晚需要
查看每个蜂箱，是否需要在巢箱和继箱之
间加上隔王板， 限制蜂王在巢箱内产卵，
并将卵虫脾和封盖不久的蛹脾放入巢箱，
空脾和成熟的蛹脾放入继箱，使贮蜜脾上
不再混有蜜蜂幼虫，以利贮蜜和取蜜。

近年来， 段家河镇周边重点发展樱
桃、柑橘、拐枣和油菜等油料作物为蜂蜜
采蜜提供了便利，同时 63%的林木覆盖率
为蜜蜂保证了蜜源。 因为有好的蜜源，老
徐的蜂蜜品质深受消费者认可，附近的村
民、周边的游客和商贩都慕名上门采购。

一天，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
一位新结识的朋友得知我是西路
坝一带人， 便与我聊起他和西路
坝的过往： 西路坝是个出白米细
面的好地方， 过去他家吃米一直
在西路坝亲戚家购买， 稻谷开镰
时，他看过热火朝天的收割场景，
见过恢弘的打谷子场面。 短短几
句聊天，把我带回家乡打谷子的情景里。

家乡的黎明是庄稼人喊开的， 一通
早饭过后， 乡亲们便此呼彼应， 彼呼此
应：背板桶没得，镰刀需要几把，箩筐几
担，草帽要拿起，茶水要带上，耕牛顺路
带出去吃草……都在为着一件事忙———
打谷子！

这是农民一年中的大事， 每年春分
一过，村里人就坐不住了。 灌水、着床、筛
土 、筛粪 、育苗 、施肥 、浇水 、防虫 、通风
……每个环节都容不得马虎。 一百多个
日子的劳作、 管理， 一百多个日子的期
盼。 从育秧的那刻起，庄稼人就在心里盘
算开了：栽多少田，买多少肥料，能板多
少谷，能应付怎样的开销？ 眼前总能浮现
一家人从田地回来，洗净双手，裤腿还沾
有不少泥，就开始享用香喷喷的新米饭，
尽管只是就着几大碗南瓜和一大碗青辣
椒炒干咸菜。 端上那碗新米饭，溢出的气

息是舒爽的， 那米粒进嘴咀嚼时鲜中带
点儿甜的滋味是幸福的， 被新米饭撑饱
的肚皮是满足的。 我也能想起少年时背
着一二十公斤米翻山越岭， 背到初中换
取饭票，一路经过不少的稻田，一路看见
过不少打谷子的场景， 我觉得我就是他
们中的一员：我刚刚从稻田里出来，我的
父母正在干着跟他们相同的一件要紧的
活，他们浑身沾满的泥点是熟悉的，他们
被汗水湿透的衣衫是熟悉的， 他们的发
梢、眉毛、脖颈、肩背沾满的稻草屑是熟
悉的……我默默地走向他们，走近他们，
走过他们，松一松已勒痛肩的背条，抬一
抬头， 汗滴淌满年轻的脸， 继续往前赶
路。

上了高中，进了城，起初也是需用米
换取饭票。 50 余公里路，需要下山，需要
过河，需要乘车，需要爬上张岭那段极崎
岖的山路，我个人无法完成，只能由父亲

帮忙。 父亲担着 50 余公斤重的担，我背
着一些衣裳和书籍， 就开始了我与城市
的一些联系，而在此之前是毫无瓜葛。

父亲担粮的身影我记忆犹新： 单薄
的身体，却有一副硬实的肩膀。 我人高马
大，细皮嫩肉，扁担一挨着就有些疼 ，担
个 20 余公斤的担背就直不起来，像犟牛
终究想摆脱架在身上的犁， 姿势滑稽或
难看。 曾经担井水，井水打湿鞋子，脚掌
打滑， 被绊倒在路上那尴尬的情形时时
在眼前浮过，父母和哥姐一脸讥笑：不是
个干活路的料！

或许就是这句话让我想开了， 我干
不了活，哥姐要成家，父母要走向衰老 ，
如何是好？ 我只能拾起课本，演算一道又
一道题，去写一篇又一篇作文。 我学语文
的动机其实有点畸形： 能说一种山里人
不懂的语言该有多神气！ 这点小心思我
没向人说起过，但的确是把语文学好了，

每次考试可接近满分！现在想来，
艰苦环境下生活成了我上进的动
力。

父亲将米担到学校， 直了直
背，我顿时想，父亲的双脚也可踏
入这所全县最好的学校， 我有点
替父母荣耀， 或许父亲也这么想
过。但那时我并未想到，父母的担

子将更重了！
后来， 不用交现粮， 有钱即可吃饱

饭。 山里人，钱从哪儿出？ 还得从地里出，
从鸡肚里面抠，从肩上出，从当木匠的大
哥泛起来的刨花儿里出。 少年时的我哪
想过这些。 不过，我在新建中学那几年真
还没虚度，除了认真学习外，天不亮就起
床锻炼，从后校门出发，沿着恒惠渠至王
彪店， 再沿着父亲担米的崎岖山路爬至
前校门。 回到寝室，一些同学竟还赖在被
窝里，以逃避学校的集体出操……

恍惚间，30 余年过去了。 吃饭已不再
是问题，家乡稻田的稻谷或藏于杂草间，
或委身于松林旁。 老屋尚好，父母已离去
了多年。

本报讯（通讯员 汤雨）为隆重庆祝建党 101 周年，喜迎二十大胜利召开，
充分展示新时代汉滨区民政干部苦干实干的风采、担当奉献的精神、拼搏奋
进的劲头。 6 月 29 日，汉滨区民政局举办了“最美民政人”风采展示比赛。

通过前期的选拔赛， 最终来自全区民政领域的 10 名参赛选手成功晋
级，他们紧扣“最美民政人”这一主题，讲述身边民政人的感人事迹，比赛过
程气氛热烈，选手们精彩的演讲激起在座干部职工的强烈共鸣，赢得了阵
阵掌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获得者。本
次活动充分展示了汉滨民政人的良好形象，彰显了民政风采，弘扬了正能
量，增强了做好民政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豪感。

本报讯（记者 唐正飞）“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
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6 月 28 日，汉滨区石梯镇双村村党支部组织党
员重温入党誓词，拉开了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的序幕。

活动期间,镇驻村干部还带领党员学习了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该村
党支部书记唐国兵为党员作了题为《迈向新征程，做新时代硬核的共产党
员》的党课，并组织年轻党员们拿起铁铲、扫帚等工具，打扫村内卫生，清理
路边杂草垃圾等。

本报讯（通讯员 刘平）近日，在陕西化龙山国家级保护区海拔 2700 米
的高山草甸巡护中，工作人员发现一种报春花科植物，经鉴定为假报春属
的河北假报春，为化龙山自然保护区首次发现。

河北假报春，为报春花科、假报春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叶片轮廓肾状圆
形或近圆形，掌状 7-11 裂，裂深达叶片的 1/3 或有时近达中部，裂片通常
长圆形，边缘有不规整的粗牙齿，顶端 3 齿较深，常呈 3 浅裂状。

河北假报春又称北京假报春，是假报春的一个亚种。 主要生于腐殖质
较厚的溪边、林缘和灌丛中，主治高热,神昏抽搐，具有解热镇惊的功效，常
作为园林花卉引种栽培。 假报春属之所以冠以“假”字，是因为其形态非常
像报春花属，假报春属的雄蕊着生于花冠筒的基部，花药顶端尖锐，而报春
花属的雄蕊着生于花冠筒的中下部至中上部，花药顶端钝。

据了解，化龙山保护区自建区以来共发现化龙山黄堇等区域内植物
新纪录 600 余种 ，此次发现为化龙山植
物名录增添了一属一种 ，对深入开展报
春花科植物的保护 、科研及培育具有重
要的意义。

汉 滨 民 政 局
展示“最美民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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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梯双村村开展
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

化龙山首次发现河北假报春

一粒谷子一粒情怀
□ 李永明

6 月 15 日一大早， 石泉县云雾山镇松树沟
村村民蒋道军忙完农活， 就匆匆赶到蒋道志家
中为他剃起了头发，从颈后到头顶，从脸颊到额
角，刀口正反切换，动作十分娴熟……不多时，
蒋道志的发须被拾掇得干干净净。

“道军平均一个半月给我理一回，免费给我
理了三四十年了，手轻，理得好，我从心里感谢
他！ ”剃发后的蒋道志感激地说道。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直做下去。 蒋道
志从青年时就免费为乡亲们理发，村里无论是谁，
只要一个电话，他随叫随到，免费上门服务。

而这一项免费服务， 蒋道军一干就是四十
多年。

1979 年，蒋道军 17 岁。 他所在的松树沟村
山大沟深，交通不便，村里多是留守老人，很难
有机会赶一趟集市理发。 当他看到这些老人因
不能及时理发而留着很长的头发时， 便萌生一
个念头：学习理发技术，免费为老人理发。

但那时候蒋道军家里穷， 没钱参加培训学
习，于是他就自己买了一把剃刀，既能免费为乡
亲们剃头，又能锻炼自己的手艺。 很快，找蒋道
军理发的人越来越多，无论再忙，他从不拒绝。

“剃头刀常用常磨，刚开始用废了好几把铁
匠打的剃头刀，最后又买了好多把“洋刀”，刀头
刀片也换了几十把了。 ”在蒋道军看来，剃头是
顶上绣花功夫，刀口必须保持锋利，这样才能防
止剃伤头皮。

时光荏苒，岁月带走的只是容颜。 如今，那
个风度翩翩的青年理发师已迈入花甲之年 ，40
余年不间断为乡亲们免费剃头， 连蒋道军自己
也数不清用坏了多少把剃刀， 踏进过多少次村
民的门槛，走了多少里蜿蜒的山路。

终于，这样的好人好事被发现了，蒋道军被
评为“第五届安康市道德模范”。 谈起给乡亲们
免费剃头一事，蒋道军总会轻描淡写，他认为自
己只是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蒋道军的儿女已在城里安家多年， 早该享
清福的他，如今却依旧选择为村里的事情奔波，
为乡亲的“头等大事”着想。 2018 年，蒋道军被村
里推选为红白喜事理事会理事长， 身上的担子
又增加了几分，谁家有红白事，他总会安排得妥
妥当当、井井有条；谁家农活忙不过来，他也会
主动提供帮助。

“只要乡亲们有需要，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
有困难只要找到蒋道军，他总是满口答应，用最
简单的语言、朴素的行动默默奉献着。

“我对蒋道军比较熟悉的，打小就知道他乐
于助人，尤其是免费理发这么多年，他的工具都
是自己购买的，不收大家一分钱，他的凡人善举
非常感人，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和赞扬。 ”松
树沟村党支部书记蒋诗海对蒋道军予以高度评
价，并表示，村上将以蒋道军为榜样，引导乡亲
们向他看齐、向他学习，营造和谐淳朴的乡风民
风，推动新民风建设迈上新台阶。

免费剃头 40年 凡人善举暖人心
通讯员 孟少猛 李茂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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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这是已故党
员杨世银的人生诺言。 这位亦师亦友离开我们已
经一年了，他的过往书写在紫阳大地，他的精神激
励着身边无数人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

在传统的世俗观念里，当干部比当农民好。然
而杨世银的选择出乎人预料———不端“铁饭碗”甘
愿当农民。 1944 年 2 月，杨世银出生于紫阳县洞
河镇香炉村。 小学三年级学历，当过放牛娃，常常
食不果腹，衣不避寒。 1964 年 12 月，杨世银光荣
入伍，在新疆军区某独立师服役 5 年，期间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多年被评为“五好战士”。杨世银当兵
不到半年，父亲患疾病在紫阳县人民医院去世，家
里没人料理后事， 红光大队党支部组织乡亲连夜
将他父亲抬回家，集体征用一副寿材安葬老人。葬
父之恩，杨世银铭记于心。

1969年退伍后，组织上通知杨世银到洞河粮管
所报到，红光大队却希望他回大队工作。 “是回乡当
农民，还是端‘铁饭碗’？”回想起乡亲们的葬父之恩，
杨世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回乡当农民， 以此为改变
家乡贫困落后的面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然而，已把
他列入粮管所主任培养对象的洞河区委坚决不放
人， 关键时刻得益于在红光大队蹲点的县武装部政
委，对杨世银这种不吃“皇粮”当农民的精神大加赞
赏。在他的协调下，杨世银如愿以偿回到家乡担任大
队干部。 自此，杨世银在便在农村这块广阔的天地，
带领全村群众自力更生，改造河山，红光大队成为全
省“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
并向国家交售公购粮 12万斤。

杨世银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工作中的
杨世银不仅具有山区农民的憨厚豁达， 而且大局观
念强，思维敏捷，治学严谨，能文能武，能上能下。 在
他的理念中，领导就是人民的勤务员，共产党员从来
就没有“做官当老爷”的资格。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杨世银经常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甚至在农忙

季节“抢晴天、战雨天，打起灯笼火把来会战”。 在担任支书时，即使到区公
所开会，也要扛一麻袋粮食到粮管所交公粮。

生活中，杨世银是个性情中人，忠厚、诚实、坦荡，憨厚中隐藏着一
颗文雅、质朴的心。 他能喝酒，好读书，爱作诗，又善写文章，退休后出
版回忆录《巴山红叶》，主编《襄渝往事》。

老党员杨世银和蔼可亲，他的人生经历普通而不平凡。 当年，《好
干部能上能下，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先进典型汇报材料，让杨世银确定
了这句话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时刻鞭策自己。

1996 年， 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杨世银调回县委农工部当主任科员，
虽然在基层工作多年，但调回县城连一套商品房也买不起。 他一个人
的工资要养活四口之家，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加之妻子体弱多病，女儿
幼时右脚严重烧伤，基本失去劳动能力，并急需做手术。 面对一连串困
难，杨世银觉得压力很大。 此时，党组织并没有忘记他，时任紫阳县委
书记得知情况后， 语重心长地对杨世银说：“你是一个只为解放全人
类，没有解放自己的老党员，组织上是会照顾你的”，并赠送杨世银一
本笔记本， 上面写着一首诗：“树色清清， 心境清清， 人生难得两清
明———时节清明，政治清明。 ”时隔不久，杨世银的住房问题妥善解决，
重新安装了自来水， 女儿杨国兰的手术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落实到位。
一篇发自肺腑的《党的恩情暖我心》的文章选登在《当代陕西》，表达了
杨世银对党的关怀照顾的感激之情。

2021 年 7 月，病重期间，杨世银立下
对丧事简办、不收礼、不送花圈、不设灵
堂 、不立碑 、不穿寿衣 、不放食物 、不演
殓、不祭七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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