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1 年底， 我光荣参军
入伍，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
并且第一次出远门。 据接兵
的干部讲， 我们此次是去四
川省广元市当兵。

中午到达安康火车站 ，
等待我们的是一节节绿色的
铁皮火车， 这一节节绿色车
厢映衬着我们这些新兵身上
的军服， 一种说不出的自豪
感涌上心头。 我们这些新兵
虽说都来自安康， 但大部分
彼此间都还不太熟悉， 大家
也都只顾着和认识的老乡交
流。 出于对新鲜事物的好奇，
大家在车厢内互相分享着各
自的食物和家里人给带的各
种特产。 几经辗转，大约晚上
12 点左右到达了四川省广元
市火车站。 我被分到了某部
队新兵二连， 新兵班只有我
和 3 名同乡。

到了部队我们才深知 ，
我们是建军几十年以来最幸
运的兵。 军队刚刚恢复了军
衔制 ，服装 、武器等都 “焕然
一新”，连一些老兵羡慕我们
是军队的“新宠儿”。

3 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
我们被授予新式军衔并且分
下了连队。 我被分到了我团
二连， 由于我一直热爱艺术
和文学创作， 半年后我被连
队提升为连部军械员兼文
书， 后又担任连队共青团委
书记。 一年后，我被送往师教
导队集训了半年， 回到连队
后当了班长， 并且在部队加
入了党组织。 1995 年底我光
荣退伍回家。

1996 年 9 月， 我被分配
到汉滨区牛蹄镇政府工作。在
牛蹄镇政府我先后担任过宣
传干部、文化站长、纪检专干，
后来又考上牛蹄镇财政所的
农税干部。但无论我做什么工
作，身处什么岗位，我都依然
难忘部队生活，舍不得脱下这
身鲜艳的军装。 2007 年我被
推荐为牛蹄镇武装部副部长，
这给我了第二次穿军装的机
会。 2009 年，在汉滨区公开招
考科级干部时，我有幸考上了
牛蹄镇的武装部部长。

干一行需爱一行，从事武
装工作以后，无论是民兵轮训
备勤、民兵整组、廉洁征兵、抢
险救灾、战备值班还是宣传报
道等工作，我的业务工作一直
名列全区前茅 ，2016 年组织
上将我调至县河镇担任武装
部部长。 在县河镇政府工作
时，我依然保持勇往直前的工
作作风， 武装工作年年得先
进，分管工作年年被评优。

回想我身着这身军装已
近 20 余年， 部队生活的磨炼
使我早已褪去了当初新兵的
稚嫩模样。 时至今日，已是我
第二次脱下军装，但是我永远
牢记部队、国防部、军分区、区
武装部对我的教诲和培养，永
远无悔当过兵。 在新的单位、
新的岗位上，我也会继续保持
和发扬军人的优良工作作风，
将部队教给我的东西作为工
作道路中的指明灯，做一个让
群众满意的公仆，以彰显退役
军人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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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石泉县城不到 10 公里的城关

镇丝银坝村草池湾， 自然风景优美，生
态环境良好，是石泉县 7 个朱鹮保护区
之一，栖息朱鹮 40 余只，被称为朱鹮小
村。 近年来，这里坚持走农旅融合发展
之路，开发的草池湾田园综合体已于今
年 6 月正式对外开放。

盛夏走进草池湾， 处处炊烟袅袅，
鸡鸣犬吠，朱鹮与白鹭齐飞，鸭鹅在田
间嬉戏。山间云雾缭绕，荷花争奇斗艳，
稻子拔节旺长，葵花朵朵向阳。 优美的
乡村风景和淳朴的民风民俗吸引了众
多游客到此打卡游览，悠哉乐哉，流连
忘返。 据介绍，这里还将打造乡村生活
博物馆 、田间课堂 、精品民宿 、农家餐
厅、乡村会客厅、山谷剧场、非遗工坊等
项目，让游客留得下来，住得安逸，玩得
开心。

天天

“媳妇身体不太好，做过心脏瓣膜置
换手术。 这 20 多年，她起早贪黑独自照顾
老人、养育子女。 说实话，多亏有媳妇在家
操持，我才能安心在林场工作。 ”谈起家事
儿， 平利县蜡烛山林场党支部书记汪平的
叹息声中满是愧疚， 五尺高的汉子瞬间湿
了眼眶。

汪平 1989 年应征入伍，1991 年 7 月光
荣入党，1998 年转业到蜡烛山林场工作。从
报到的那一天开始， 他以林为伴， 以场为
家，以军姿护绿 25 个春秋。

平 利 县 蜡 烛 山 国 有 林 场 管 护 面 积
18.27 万亩，管护区域大多分布在海拔 1600
米以上的中高山区，地块偏远分散。 当时，
年轻的汪平主动申请去管护面积最大、距
离最远的林子。

“望山跑死马，望屋走到哭。 ”第一次巡
山，林场的老护林员就告诉汪平，“小伙子，
跟我去巡一次山，你就晓得了。 ”自从实施
了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后， 进山活动的人少
了，曾经的山路被青苔植被覆盖，稍不留神
就要吃亏。 傍晚，巡山回来的汪平，发梢上
挂着汗珠，裤子和鞋上布满泥浆和杂草，但
脸上满是兴奋。

一到森林防火期， 汪平就主动放弃假
期，背上水和干粮，进林区开展日常森林防
火宣传和火灾隐患排查工作。 “腿脚快些，
也得用两天时间， 才能把管护区域巡护一
遍。 ”汪平说，为杜绝林区野外火灾隐患，他
把管护区域人口密集的重要地段分成若干
块， 经常在一个重要地段一驻扎就是半月
之久。

同时， 为尽快掌握林场的国有林资源
分布， 汪平坚持每周到其他各管护站走上
一圈， 这一圈就得往返 200 余公里。 汪平
说：“几十年下来， 我把解放鞋穿坏了几百
双，巡山里程估计能绕地球好几圈了。 ”

巡护之余， 汪平在办公桌上、 床头柜
上、枕头下随处放着林业相关政策、法律法
规的书籍。 翻开《国家天然林保护办法》《野
生动植物保护条例》一看，一条条红线在文
字中穿梭， 不时圈划出重点。 汪平勤奋好
学，很快熟悉了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并顺
利考取了林业行政执法证。

多年来，在日常巡护的过程中，汪平先
后查处林区偷割生漆 20 余人，为林场挽回
数万元经济损失； 积极配合其他镇林业派
出所处理乱采滥挖案件 9 起， 没收作业工

具及违法所得万余元。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
林场内的红腹角雉、大鲵、杜鹃等各类野生
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 管辖区域未发现一
起林政案件和森林火灾。

凭借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和过硬的军
事素养，汪平先后被任命为林场警区警长、
副场长等职务。 为改变林场职工收入偏低
的状况， 汪平鼓励有资源优势的护林站职
工开展林下养猪、 养蜂和有机蔬菜种养殖
生产。 在他的带领下，林场的自营经济有了
起色，职工收入逐渐增加。

2018 年， 国有林场改革为公益性事业
单位，职工工资和各项补贴有了保障，林场
焕发出新的生机。 闲不住的汪平，利用下班
时间在场部一片空地上种菜， 整齐的菜园
既改善了职工伙食，又美化了场部环境。 一
到下班，菜园里人头攒动，热闹不已。 职工
说：“汪大哥是个热心肠，不管谁有事，他都
会想尽办法帮忙。 所以我们人心齐，没有啥
干不成的事。 ”

打开汪平的书柜， 一堆红色的证书整
齐码放着： 连续 9 年被平利县林业局授予
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连续八年被评为综合
考评先进个人，2009 年 12 月还被川陕鄂豫

巴山地区护林联防委员会二支会授予先进
个人……平凡的汪平， 在山林中默默站岗
执勤， 而书柜的红色正记录着他在平凡岗
位上的不平凡事迹。

25 年，与林为伍；25 年，以山为伴。 汪
平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林场的每个山头。 看
着青翠滴翠、绿波翻涌的山林，汪平说：“护
林员巡山和当兵站岗执勤一样光荣， 保护
国家森林资源安全是我肩负的职责， 更是
我报效祖国的誓言。 ”

（上接五版）
大概是在 8 月中旬的一

天晚上， 社长张成彬对我说：
“定国， 你明天就不要一个人
早早到城区采访了，国务院副
总理万里要来安康城区视察
灾情。我们坐车到城区吧！”我
说：“好！”结果我们去迟了，没
有看到万里副总理和其他中
央领导人。 无果而回，我也是
后悔不已。

万里副总理来安康的亲
民形象给安康城区灾民留下
深刻印象。安康日报社在抗洪
救灾的报道中， 社长张成彬、
副总编尤金山也是亲力亲为。
老记者王催之、牛春元、张会
鉴每天都深入灾区现场报道
新闻。上面的几位老报人都先
后病逝了。 如今，健在的老报
人张运德、纪群富、袁治强、袁
泽强等都已是退休的老人了。

在 1984 年的 《中国新闻
年鉴》8 月大事记中有这样的
描述：1983 年 8 月 2 日，从洪
水中刚刚解脱出来的报社党
委书记、社长、总编辑张成彬
同志，立即召开党委会，组成

了两套班子，一套抓社内救灾
工作， 一套抓编采出版工作。
必须以绝大多数力量投入采
访……这一时期新闻的时效
性最强，在出版抗洪救灾专刊
期间， 记者见报稿 164 篇，约
14 万字。

新闻年鉴中还说：在这场
特别的战斗中，职工表现了高
度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在采访
第一线的同志，奔波在酷暑烈
日和灾后一片泥泞中。经常是
喝不上水，吃不上饭。 张会鉴
同志患有肝病， 白天外出采
访，晚上赶写稿件。 一个月见
报稿 1 万多字。摄影记者吴定
国出差在外省，从报纸上看到
安康受灾的消息后， 提前赶
回。没有回家看一下被洪水一
扫而光的住房，就投入到采访
活动中。在 20 多天中，被采用
照片 37 张，占见报图片一半。

《安康日报》在一个月里，
共出版抗洪救灾专刊 23 期，
还为地区抗洪救灾指挥部发
出大量的宣传简报。全社职工
在经受巨大的考验中，为新闻
业史写下了生动的一页。

永远无悔当过兵
□余迟

护 绿 绽 军 姿
———记平利县蜡烛山林场党支部书记汪平

通讯员 胡波

□黄平安

没有售完剩下的蛋挞和蛋糕、 尚在食
用期散发余温的炸鸡、 快到保质期的熟食
……在餐饮、商超等消费场所，每天都会产
生相当规模的余量食物。 这些余量食物除
了被丢弃还有什么更好的处理办法？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政府部门、协会
组织和餐饮商家开动脑筋， 结合线上与线
下推出诸多创新举措， 让余量食物产品发
挥“余热”，引领勤俭节约的新风尚。 同时，
余量食物新模式的推广也面临种种难题尚
待破解， 需要有关部门和协会组织合力对
症下药、跟进管理。

余量食物的新归宿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的肯德基蓝
桥餐厅，门口的立式冰箱引人注目，不时有
周边居民、外卖小哥、环卫工人来领取一份
打包好的余量食物， 这是肯德基的一处食
物驿站。 自 2020 年起肯德基发起食物驿站
项目， 在部分餐厅试点将未售完且在保质
期内的余量食物免费分发给有需要的居
民。

餐厅经理冯琦琨说：“在有余量食物的
情况下， 我们会在次日上午和下午分两次
放置，当天基本都会被领完。 ”

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 ，近年来 ，食物
银行、 食物驿站等新模式如雨后春笋，这
些模式或由公益组织、 餐饮单位牵头，或
采取政府搭台牵头的方式运行，它们动员
餐饮企业捐赠临期食物，以公益性质免费
发放，从源头上减少食物浪费和对环境的
破坏。

深圳市福田区目前已在该区 10 个街
道部署食物银行，服务 6.1 万人次。福建、江

苏等地相关部门联合企业自今年开始陆续
建设余量食物驿站。 北京一家大型餐饮企
业透露，目前他们每天的余量食物较多，在
学习相关企业经验后， 正在部分门店建设
余量食物分发点，预计近期向社会推出。

除了食物驿站、 食物银行外，“盲盒经
济”的兴起正在为余量食物找到新归宿。 记
者了解到， 近期不少互联网公司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等方式，联络面包类、日料类餐饮
企业， 以折扣价格优势将余量食物包装成
“盲盒”加速销售，实现减少食物浪费的目
的。

记者在上海登录一个“盲盒”小程序，
看到所在地周边的部分商户销售一批名为
“魔法袋”的产品，已经吸引多个餐饮品牌
加入。 平均售价只有十几元的“食物盲盒”，
包含了多个烘焙产品。 记者随机选购了一
款“魔法袋”，到店取货后看到，售价 11.9 元
的“魔法袋”里有 4 个蛋挞、2 个肉松蛋糕。
如果按照原价购买， 这些东西应该需要 20
多元。

新模式需“破”新课题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 余量食物的新
模式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消费需求，符合反
浪费的社会共识，有其发展的市场价值、社
会价值和环境价值。 但作为新生事物且规
模不断扩大、形式不断丰富，余量食物如何
界定、 如何确保食品安全等诸多问题还有
待进一步破解。

———余量食物如何界定？ 到底距离保
质期多长时间或者处于什么状态的食物可
以界定为余量食物， 记者目前并没有查询
到明确的国家标准， 针对余量食物的定义

只有个别协会进行了笼统界定， 尚缺乏普
遍的业内共识。 在实际操作中，对于余量食
物的选择， 有的企业会选择临近保质期 1
到 3 天的烘焙食物， 有的企业会每天将未
售完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食品冷冻后提供给
有需要的群体。

受访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食物驿站、食
物“盲盒”等做法还属于创新举措，针对余
量食物的时间期限、品类范围的划分，需出
台行业指导性意见和指南。

———食品安全如何保证？ 目前针对余
量食物的安全和质量标准仍不明晰， 缺乏
有关部门监管。 上海消费者朱女士是“魔法
袋”的常客，她认为余量食物的品质是最重
要的。 “有些食物外包装上并没有标明保质
期，如果是过期食物的话，消费者可能也很
难发现。 ”北京消费者卢女士说，虽然不少
余量食物是免费发放的， 但也不能成为食
品安全的盲区。

食品产业专家顾振华表示， 临期散装
现制食品经过包装后， 应该定义为预包装
食物，需要标注食品名称、配料、生产者、生
产日期保质期、生产材料等信息。

———企业是否有参与积极性？ 记者在
调研中发现，虽然目前余量食物的“驿站”
“银行”“盲盒”模式不断出新，但因为缺乏
相关政策指引， 相当数量行业协会组织和
餐饮企业出于食品安全考虑， 对余量食物
持谨慎态度。

对于一些餐饮企业来说，“新鲜” 是运
营招牌， 为了维护产品品牌和保证企业运
营，其临期食物的售卖动力并不足。 记者在
多地走访时发现， 许多商家会直接将当天
剩余食物倒掉， 大量受访的消费者对于这
种浪费感到可惜。 对于这种行为，有些餐饮

企业则采取了“内部消化”。 在山西省太原
市好利来坞城店，店长告诉记者，针对未售
罄的面包糕点， 门店会作为第二天店内员
工的早餐。

规范发展 让余量食物更好发挥
“余热”

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 余量食物市场
的安全需要商家自律、 行业规范和市场监
管共同发力， 建议有关部门为余量食物经
济的发展划定路径、明确规范，并与协会组
织、 企业团体共同推进制定相应的防风险
体系。

2023 年初，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
《市场端临期食品经营现状报告》 提出，尽
快出台更加科学统一的相关标准， 包括临
期标准、临期商品处置标准、完善生鲜食品
保鲜和质检的相关标准以及相关实施细则
和操作指引等。

饿了么食品安全部兼合作发展部总经
理田西艳认为，余量食物的打折促销，在满
足部分人群需要的同时避免了浪费， 商家
需要对食品的全流程把关， 做好食品的卫
生安全管理， 从生产源头端保障人民群众
的健康安全。

企业层面， 针对余量食物的发放已经
做了一些有益尝试。 肯德基的母公司百胜
中国相关项目负责人介绍， 为确保食品的
安全性， 有食物驿站的门店将余量食物提
前冷冻 12 小时以上，并封装打包。 “门店还
会在明显的位置提示， 这些余量食物仅能
再加热一次 ， 鼓励有需求的群体尽快食
用。 ”这位负责人说。

制止食物浪费 余量食物如何发挥“余热”？
新华社记者 吉宁 程思琪 马晓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