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25 日， 位于安康城区南环干道南侧的汉水阳光
怡养园城东分院七楼活动室里银发闪耀、群情激荡，30 多
位会员和 10 多个会员单位负责人欢聚一堂，为安康市老
年基金协会第五届换届选举投上庄严一票。

经过半天的会议， 选举产生了安康市老年基金协会
第五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监事，明
确了今后五年的工作目标和方向， 为助力老龄事业进一
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载春秋，风雨兼程；五载耕耘，硕果盈枝。 自 2019
年 11 月 26 日换届以来，安康市老年基金协会第四届理事
会秉持“党政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方针，紧扣老
龄工作实际，多方筹措基金，为助力老龄事业发展、传递
社会温暖、促进老人幸福生活默默奉献。

及时援手显担当

老年基金协会是社会公益性组织， 承担着动员社会
力量、开展助老公益活动的职责。 5 年来，安康市老年基金
协会主动作为，积极承担社会职责，在危难时刻显担当，
帮助老人及其会员单位解决难题。

新冠疫情发生后，安康市老年基金协会迅速行动，立
即组织理事单位和志愿者投身疫情防控工作， 并第一时
间发出倡议，号召各会员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参与抗疫。 协
会率先拿出资金 5000 元购买抗疫物资， 第一时间送到汉
滨区老年公寓、汉滨区阳光爱心护理院、汉滨区中心敬老
院等养老机构，解决养老机构防疫物资不足问题。 随后又
多方筹资，争取到价值 15 万余元的防疫物资，及时送到
反哺堂安康市老年公寓等多家会员单位， 帮助他们渡过
难关。

2021 年，安康市发生洪涝灾害后，协会立即与陕西助
老汇、省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对接，募得价值 10 余万元
的救灾物资，及时赠送给汉滨、岚皋、汉阴等重灾区，助力
受灾群众恢复生活生产，在危难时刻体现了责任与担当。

温情服务现情怀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是协会的宗旨之一。 5 年来，每
逢重阳节、春节等传统节日，安康市老年基金协会均会专

门筹集物资，开展看望慰问活动，彰显人文关怀。
5 年来，累计出资 60 余万元，多方募集价值 150 余万

元物资，先后走访慰问八县两区一市 1000 余名百岁老人、
特困失能、高龄贫困老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及农村“五
老”人员,以及 8 家民办养老机构的疗养老人，让他们真切
感受到了关怀和温暖。

为了引导全社会尊重退伍老兵， 协会出资 1 万余元，
向社会募得善款和物资 11 万余元， 专门开展了 “情暖老
兵”活动。先后走进 100 余名偏远农村的抗战、抗美援朝和
困难老兵家中，为他们送去了生活物资，让老兵感受到了
社会对他们的尊重与关怀。

协会还参与乡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开展“九九”公益
日和农村养老服务项目， 为农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
复服务、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服务，连续 5 年对农村“失
能”“五老”“老兵” 和受灾群众进行慰问， 举办文艺演出、
“银龄风采”等活动，为 2000 余名农村老人送上文化大餐，
用心用情让银发岁月充满希望和尊严。

培优基地促发展

为了促进养老事业快速发展，安康市养老基金协会以
爱心护理工程基地建设为抓手，深入推进爱心护理基地建
设，培树典型，引领、提升社会养老机构服务功能，给入住
老年人群提供幸福、温馨的“家”。

5 年来，争取价值 60 余万元物资，选树培育了阳光爱
心护理院、汉滨区老年公寓、岚皋县老年公寓、汉阴鸿济医
养中心、汉阴反哺堂老年公寓等 5 个基地，有效提升了养
老基地的服务能力和服务功能。

在“乐龄工程”示范创建中，安康市养老基金协会通过
抓住典型、以点带面的方式，遴选了 6 家养老机构作为示
范单位进行创建。 通过多年的培育和推动，中国老龄事业
发展基金会首个陕西省“乐龄之家”在汉阴县涧池镇花果
村互助幸福院落地，并获资助 30 余万元，成为开在秦巴山
区最为耀眼的“养老花”。

“站在新的起点上， 安康市老年基金协会将继续坚持
党建引领与服务创新双轮驱动，在服务模式、资源整合、品
牌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 助力安康养老事业健康发展，用
智慧与情怀为老年群体创造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 ”再次
当选的安康市老年基金协会会长张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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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火通红，铁花四溅。 十几名工匠
在各自位置上忙碌着，沸腾滚烫的铁水
倒入模具时“呲呲”作响，一条条铁铧瞬
间成型。 近日，在白河县仓上镇马庄村
的宋家大院，一项传承了几千年的老手
艺犁铧浇铸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铸铧是个细致活儿，把 1300 多摄
氏度的铁水倒进模子，出模成品只有几
秒钟， 既要掌握速度又要眼尖手快，不
敢有半点马虎！ ”负责浇铸的宋祖新介
绍说，“铸铧的工序并不简单！首先要收
集废铁、绵沙土、焦炭、木炭、铅水等原
料。铸铧时，要先打修铧模，并用沙窖模
架固定稳当， 然后把铸铁上炉熔化，将
铁水均匀倒入铧模内，再刨去铁镏磨掉
毛边，完成这些步骤，就铸成了我们耕
地用的犁铧。 ”

犁铧是乡下人最熟悉的农业生产
工具，发明于公元前 6 世纪，距今已有
2600 多年， 承载着古老的农耕文化和
先民智慧。马庄村有着悠久的铁铧制作
历史，早在清代初期，村里就有大户人
家引进了铸铧技术，有了家庭式手工作
坊，用黄土烧制的“土”模具经过不断改
进完善沿用至今。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当时的马庄大队就有个颇具规模的铸
铧厂，生产的铁铧不仅满足了附近几个
乡镇农业生产的需求， 还销往旬阳、竹
山等地。

宋祖新的叔祖父是当年铧厂的“掌
勺”师傅之一，在一次次观看大人们操
作中，他也学会了从制模到熔铁浇铸一
整套铸铧技术。 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
传统的铁铧制作工艺逐渐被机械化生
产所取代，但在陕南一些山区坡地仍延
续着犁铧耕作方式。 “前些年，多数人都
选择外出务工，种地的少，好多年没有

开炉铸铧了，很多年轻人都没有亲自体
验过制作过程，听说我们这儿又开始铸
铧，连县城的人都赶来看稀奇！ ”宋祖新
说。

如今，人们的粮食安全和珍惜土地
意识正在不断加强，农民种粮积极性有
了很大提高，烙着乡愁印记的古老铸铧
工艺也将再获新生。

“村里这条路上， 几十年都
没有路灯。 这次包联单位给我们
安装了路灯，确实是办了一件大
好事。 灯亮了，大家心情也舒畅
了。 ”4 月 24 日， 石泉县池河镇
合心村 1 组村民王传朋说起村
里统一安装的路灯，难掩心中喜
悦。

连日来，合心村持续推进农
村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和美
乡村建设步伐，用实际行动点亮
群众出行之路，为村民夜间出行
提供了更明亮、安全的环境。

合心村新桥头至 1 组王家
院子是村民往返集镇的重要道
路，由于没有路灯，村民出行存
在安全隐患。 驻村工作队队长吴
东升在入户 走 访 过 程 中 了 解
到这一问题后 ， 多 方 联 系 对
接 ，开展实地调研 ，结合村民
意见与道路实际情况 ，统计出
安装点位并将情况汇总给帮扶
单位做好沟通说明，争取到帮扶
资金 2 万余元用于路灯采购及
安装，最终确定安装太阳能路灯
20 盏，覆盖 1.5 公里路段。

走进施工现场，村党支部书
记兼村委会主任康建正带领村
“两委”成员全程驻守，与工人 、
村民并肩协作， 挖坑、 组装、搬
运、 固定……大家干劲十足，抓
紧施工。

当夜幕缓缓落下，合心村 1
组的道路上，新安装的太阳能路

灯悄然点亮。 灯光与夜色相互交织，营造出温馨的氛
围，静静守护着村民出行的 “平安路”，照亮他们回家
的方向，为村庄的夜晚带来光明与希望。 村民王开发
感慨地说：“晚上出行方便多了，特别是夜里老人小孩
走在路上也安全了。 ”

“路灯亮了，群众的心也暖了。 ”合心村驻村工作
队队长吴东升表示，路灯的安装不仅让村民夜间出行
安全有了保障，农忙时节，还可以延长田间作业时间。

灯火映初心，光明暖民心。 当光伏板收集的每一
缕阳光，都转化为照亮归途的温暖，当路灯与民心交
融，合心村的夜空便成为乡村振兴的生动注脚———点
点灯火里，照见的是民生温度，点亮的是发展希望。

“送水车就是‘及时雨’呀！ ”4 月 25 日清晨 6 时，送水车准时驶
入汉滨区早阳镇东湾村，15 组村民胡成宝边说边将接满的水桶搬进
厨房，脸上写满了感激。

“今年太旱了，几个月没下雨，水塔都快见底了，多亏你们找到了
新水源，这下村民吃水的问题解决了！ ”洪山镇七里村村干部感慨道。

由于持续高温干旱天气，汉滨区茨沟、谭坝、县河、石梯、关家、坝
河、早阳等 21 个乡镇 109 个村饮用水源水量持续下降，不同程度出
现了村民饮水困难问题。 面对严峻旱情，汉滨区水利局主动作为，精
准施策，降低干旱天气对村民生产生活用水的影响。

同时，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建立“日调度、周会商”工作制度，
并迅速派出 7 个区域供水分站工作人员下沉辖区镇办(街道)、村（社
区） 开展服务指导抗旱和保供工作。 紧急调集送水车辆， 累计出动
440 台次，为 1.3 万余名群众送水上门，以解燃眉之急。 积极实施跨区
域调水，启用备用水源，延伸用水管网 76.8 千米，分时段供水 18 处，
有效缓解了供水压力，织就了一张覆盖全区的供水保障网。

面对依然严峻的抗旱形势，该局将加强物资储备，持续监测水量
水质，统筹规划，精准施策，全力以赴做好抗旱保供工作。 “抗旱保供，
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更是一场与民心的交融。全局上下将继续跟踪
旱情发展，加强与有关部门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保障全区农村饮水安
全。 ”汉滨区水利局局长马金乾表示。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有
一位英勇无畏的战士， 他就是延安第一支仪仗
队队长罗少伟。 这位汉阴县的英勇男儿，用他短
暂而光辉的一生，书写了一段段传奇。

罗少伟出生于 1918 年。 1932 年，罗少伟被
抓壮丁， 分在杨虎城部警 2 旅 4 团 1 营 3 连。
1935 年，他随班长张子新等在柞水营盘起义，不
久参加了何振亚领导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后随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北上整编到红 15 军
团警卫团。1937 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
曾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副师
长等职。

1940 年， 罗少伟在山东抗日前线夜袭曹县
韩村集战斗中，独自攀上日军指挥所屋顶，用手
榴弹炸毁敌指挥部，此战全歼日本守军 107 人，
首创了鲁西南全歼日军据点的范例。1942 年，冀
鲁豫军区兴办陆军中学， 专门训练营以上军事
干部，罗少伟被抽调到陆军中学学习。 同年，日
寇大扫荡中，陆军中学大部分学员被俘，日寇将
罗少伟等被俘人员抓到了济南城郊的一所监狱
中。 在关押期间，敌人对他们百般严刑拷打，但
他们都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没有一个人屈服。
罗少伟在狱中暗中串联了几十名同志， 组织暴
动和越狱，不久成功出逃。 事后军区司令员杨得
志在全军通报表彰了他们的英勇行为， 号召根
据地全体军民“向罗少伟学习！ ”

1944 年 4 月， 罗少伟随杨得志率领的西进
支队奔赴延安。1946 年，为迎接以调处国共双方
关系为名来延安访问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党中央指示驻扎在南泥湾的教导旅 1 团组织一
支仪仗队。 由团长罗少伟任营长， 从全团精选
500 名年轻、精悍、军事素质好的战士，编为 3 个
连。3 月 14 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
领导人陪同马歇尔， 在机场停机坪检阅了这支
仪仗队。 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仪仗队。

1946 年 8 月，罗少伟奉命率部偷渡无定河，
歼敌 800 余人，胜利完成了迎接王震率领的 359
旅南下支队北返延安的任务。 在保卫延安的战
役中，罗少伟和全团指战员立下了不朽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 罗少伟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
第十六师副师长，随王震部队奉命西进新疆剿匪。 1950 年 4 月 1
日早晨，罗少伟又前往七角井检查剿匪工作，在离目的地七角井
还有 20 公里的车轱辘泉， 突遭 40 余名土匪伏击， 汽车中弹熄
火 ，被土匪团团包围 ，终因寡不
敌众 ，除司机一人被俘外 ，罗少
伟副师长等一行人均壮烈牺牲，
年仅 32 岁。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铁犁铧浇铸
炉火旁的传承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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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迁伟 通讯员 李成 成忠旭）4 月 25 日 20:30
分，两辆满载来安返安旅客的公交车从安康火车站首发，分别开往江
南城区和安康高新区，标志着中心城区夜间公交线路正式开通，将为
晚归的市民、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

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 本次新开通的两条公交线路运营时
间为 20:30 至 23:00，每 20 分钟一趟，与城区其他公交线路执行统一
票价标准。从外地出差归来的王先生坐在开往高新区的夜间公交上，
给记者算起了经济账：“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每次回来都在晚上九十
点了，一年的打车费不少，有了夜间公交，方便又省钱。 ”

为切实将夜间公交这一民生实事办好， 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市道
路运输服务中心及市公交公司对线路走向进行多次实地踏勘， 了解
群众出行需求，确保线路规划合理、道路运行安全、站点设置科学。两
条线路覆盖大桥路、安康大道、中心广场、高新现代城等居民密集、人
流量大的区域，极大方便沿线群众的夜间出行，也为来安返安旅客夜
间乘车提供了多元选择。

安康火车站夜间公交专线开通

送水车到了村口

打修铧模

铁铧制品

完整犁具 浇铸铁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