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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郑文杰）近年来，汉滨区张
滩镇持续抓好基层治理，着力构建“活力张滩”
“和谐张滩”。

丰富治理主体为基层治理“开源”。 注重从
致富能手、复员退伍军人、村医乡贤中培育党员
后备力量，吸纳入村干部队伍；动员村（社区）内
各类企业、群团组织、志愿者队伍参与进村（社
区）自治，以基层自治作为基层治理模式的有效
补充。

加强宣传教育为基层治理“凝心”。 除通过
党员大会、讲党课、主题党日活动等常态化方式
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外,还结合防汛防滑、
疫情防控、粮油稳控、新民风建设等当前重点工
作，以快板、歌谣、村歌等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
懂的方式进行政策传播，为政策实施凝心聚力。

用好技术力量为基层治理“赋能”。 举行企
业微信、乡村振兴平台等使用技术培训，通过网
络数据收集摸底信息，镇村干部担任村（社区）
片区网格员，建立网格群，及时宣传解读政策，
接收村民反馈意见建议，针对性解决问题，不断
提高基层治理精准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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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旬阳，逢年过节，订婚嫁娶，
每当有了喜事， 都要备上一份特殊的礼
品。这份礼品说它是包子吧，其实它是馒
头，说它是馒头吧，可它却裹着馅儿，当
地人称这种馒头为油包子。 油包子对旬
阳人到底有多重要，如果单用吃来衡量，
就像西安人对牛羊肉泡馍一样， 隔三岔
五来上一碗，得满足下味蕾。

放眼全国， 油包子也似乎只有陕西
旬阳有，其他地方，别说吃，估计连知道
的都不多， 油包子从哪朝哪代在旬阳兴
起，这个无从考证。但油包子它现在已不
再是旬阳独产，在邻县白河、镇安、郧西
等地悄然流行， 或许是因为用油包子作
为礼品，有面儿、寓意深刻的缘故。

油包子的制作工序并不复杂。首先，
炒馅面儿，柴火灶里烧温火，大铁锅里倒
入小麦面粉，不加任何佐料干炒。炒馅面
儿是个技术活儿，火力不能太猛，太猛馅
面儿容易焦煳，焦煳的馅儿，吃起来有苦
味。火力也不能太弱，火力太弱不仅耽误
功夫，而且炒成的馅面儿半生不熟，容易
吃坏肚子，等馅面儿炒至八成熟，用盆舀
起来备用。

第二道工序做馅儿， 这次要添柴烧
猛火，大铁锅里倒猪油，且只能是猪油，
其他油做的馅儿，缺少猪油特有香味儿。
先猛火把猪油化开， 待猪油冒着缕缕青
烟时，“嗞”的一声，倒入刚炒八成熟的馅
面儿，再撒上适量的盐、葱、姜等调味料，
不停翻炒。二次翻炒要猛火，佐料才容易
入味， 有经验的厨师， 凭着馅面儿的颜
色，就能判定火候大小。等馅面儿全部炒
至金黄，起锅入盆，倒入适量的开水，让
油、水、馅面充分融合，稍微晾上一小会
儿，趁着馅面儿的余热，再把馅面儿揉成
比鸡蛋稍微小点儿的丸子， 这种馅儿丸
子，旬阳人称之为油包蛋蛋儿。

先把发酵好的面，擀捏成窝窝头形状，再把油包蛋蛋儿包裹
在里面，盘捏成馒头样子，放到蒸笼里，盖上盖，醒上十分钟，然后
烧火，火劲儿由小到大，直至蒸熟出笼。 最后用自刻小馍章，在刚
出笼的馒头上，趁热印上一个“囍”字，或者一朵小红花，这种馒头
就成了旬阳人口中的油包子。

捧着热腾腾的油包子，一口下去，满嘴的麦香味儿，弥漫着猪
油香味儿，尤其是几口下去，吃到中间那个油而不腻的油包蛋蛋
儿时，那个香呀，即便是离家多年的旬阳人，仍然记忆犹新。

在那个缺衣少食年代，油包子自然就成了走亲访友必备礼品
之一，一瓶酒、一包糖、一盒饼干，再蒸上二十个油包子，凑成四样
礼，初一去舅家，初二转姨家……一个正月，就在油包子的陪伴
下，悄然过去。

即便到了物质相当丰富的时代，儿女订婚迎亲，油包子依然
是旬阳当地重要聘礼之一。 事前，女方要向男方通报亲戚数量，男
方根据女方提供人数，确定油包子数，另外再多备上几十个，一般
的家庭，男方要做上一两百个，还有更多的。 在喜事当天，给女方
挑去，谁家送得多，代表男方条件好，女方更体面。

为啥旬阳人在自己最幸福的时候，还要用这个不值钱的油包
子作为聘礼，最为古老的一种说法，就是吃了姑娘的订婚油包子，
无形中告知姑娘所有亲朋好友，这姑娘已经名花有主了，从今以
后，任何媒人不能再给她介绍婆家了。

用油包子做聘礼，估计旬阳人还赋予有别的寓意，或许就是
从这天起，旬阳的女子，要做丈夫心尖尖的油包蛋蛋儿，旬阳的男
子，要做用爱包裹妻子的油包子。

我居住的安康，是个暖心的城市。
一个城市暖不暖心，从出租车、公交车

的文明服务可以检测到。 四面八方的人来
到安康城，它是交往的窗口；作为本地安康
城人，它是便捷的交通，也是众多百姓的选
择。在这个城，你会遇到很多礼貌、热情、周
到的服务。

去年夏天，我打出租车到火车站，接上
海来的老同学。老同学出站后一上车，孙子
就喊着要吃巧克力蛋糕。 老同学见车里干
干净净的，就说：“好孙孙听话，咱们到爷爷
家再吃吧， 巧克力蛋糕渣渣掉在车里就很
不卫生了！ ”我正想插言，出租车师傅先发
话了：“孩子坐车久了，可能早就饿了，让他
吃吧，掉点渣渣没啥，我有办法打扫。”一句
话一瞬间，让我和老同学暖心不已。

一路上师傅很健谈， 他说：“你们从外
地来，安康城欢迎你们，我们司机也高兴，
来得人越多，我们挣钱的路就越宽。这个小
朋友真可爱，我也有一个 6 岁的儿子，还有
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我很爱他们。” 他话

说到此，我立马接茬说：“你两个孩子，起早
贪黑开出租车那么辛苦，谁带孩子呢？ ”他
微微一笑说：“家有贤妻专门带孩子。 ”

我从师傅口中得知， 他们夫妻俩都是
80 后，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而且双方父母
身体都不大好， 没有兄弟姐妹可帮忙搭个
手。 他妻子在家要照顾（双方）4 个老人，还
要照顾两个儿女，没办法出去挣钱。 所以，
为了一家人的生活， 他自己得拼命地跑出
租。 然而他话语很轻松，说收入虽不高，但
温饱没问题；说自己从不与人攀比，一家人
生活得很满足，也幸福。 还说只要勤劳，不
怕吃苦，就有钱挣。

不到半小时路程， 师傅一直在聊他的
生活观、人生观。 老同学听得直点头，连他
上海的孙子也听得很聚神。下了车，老同学
感慨地说：“汉江边的安康城， 充满了温暖
和美好。 ”

我去过的城市多， 喜欢坐公交车找自
信。公交车在城市随时可见，安康城的公交
车上，却是有很多难忘的故事。

城市公交， 本是公共交通便捷惠民，然
而在一些城市里，让我感觉有些不自信。 我
观察到一种特别现象，让人费解。 比如那些
拿着“公益卡”的老年人，因年龄大不仅上车
慢，而且下车也慢，一些公交车司机，就有些
不乐意拉他们。 车到一个公交站台，见是老
年人多，那车不是超前靠就是退后停，老人
赶不上若是差了几步，车门一关就开走了。

然而，我居住的安康城，公交车司机的
态度和行为， 就大不一样了。 城内的公交
车，大多我都试坐过。 公交车的师傅们，每
到一个站口，总是专停在老人跟前。我还仔
细观察到，不论是老人上车，或者是老人下
车，都会等他们在车上坐稳，或是在站台上
站稳后，才启动开车。 司机们的性情，就像
安康城边的汉江水，缓缓流过不急不躁。我
常听老人们上车说“谢谢”，也常听公交司
机说“人人都会老的”。 此言此行，让人感
叹，更让我对这座城市有自信。

了解公交车师傅， 是我写作的一点想
法。有一次，我在公交起点站上车，在等发车

时，和一位年轻公交车师傅聊起天来。我说：
“你们每天就是一条线路， 那么短还一会儿
停一会儿开的，不觉得单调和烦恼吗？ ”他却
说：“哪样工作不都是在重复做吗？ 农民、警
察、教师、医生等，那都是越做越有水平。 我
们开车也一样，越开就越熟练啊！ ”我又问：
“你怎样看待‘公交车’？ ”他顺口就说：“便捷
的、惠民的、公共利益的城市交通车，我们上
岗就明白了。再说开公交，还要品德好、技术
高、熟练的师傅才行呢！我能开上公交车，就
感觉很自豪、很荣幸、很感恩！ ”

与年轻公交司机一席谈， 让我大彻大
悟。我不仅对公交车司机有了新看法，而且
对这个城市也有了新认知。 公交车司机一
句自豪、荣幸、感恩，解开了我萦绕在心头
的疑问。 他们不仅仅是为了生活挣钱而开
公交车，而是为了这个城市的百姓、这个城
市的文明、这个城市的幸福指数而开车。

我感叹，我自信，我居住的安康城，洋
溢着一种生机、兴盛、文明的精神状态，呈
现出人文蓬勃、平安康泰的大度气质。

金秋时节，是桂花开得最盛的日子。微
凉的秋风下， 将枝矮的桂花香播散得处处
清怡，淡黄色的花蕊团簇在青长的树枝上，
沾着朝露，显出一番惹人喜爱的样子。

家门外的道路旁种着一排整齐的桂花
树，树干粗壮苍劲，皱纹斑斑，树丫千枝万
条，盘绕交错，树叶密密层层，蓊蓊郁郁，没
有鸣笛声的打搅，也没有灰尘的污染，一夜
之间开满花，百里透着黄儿，吐出的花香，
悠悠的，淡淡的，沁人心脾，好似辛勤的“播
散者”，在每年的夏过秋来之时，无私地赠
与着芳香。 人们路过树下，都会驻足观望，
深深地美美地吸上一口，久久不愿离去。有
几个调皮的孩子在树下嗅着不解馋， 还爬
上去躺在树丫上，佯装睡觉，沉醉其中。 偶
尔一个翻身，震得桂花点点飘飞。望着这黄
灿灿的一树繁花，在澄净的秋阳里簇拥着，
闻着这随风飘来的丝丝缕缕的幽香， 心旷
神怡，神清气爽。

中秋节时，桂花是最为应景应情的了，
在书桌前插上一小枝桂花枝， 似乎就能在
瞬间把所有感怀的点都联系在了一起，书、
月饼、桂花、香气、窗台，婉约中遮不住的古
色古韵。夜凉成冰，今年的秋日似乎没了往

常的含蓄， 连桂花的花香都不再是那般的
温存了。 我且停且行， 不时裹紧自己的外
套，闭上眼仔细地闻着这隐藏了的气味，温
度像薄纱包住了原本的花香，难以寻到。我
努力在脑海中翻想着那些熟悉的气息，来
牵引着空气中游丝般的桂花香。月光是“温
暖”的，又特别白亮，是那种很干净的亮，让
人不自禁地遥想起广寒宫，玉兔、嫦娥。 在
坦坦荡荡的小道上投下我的身影， 轮廓格
外分明，桂花树们很安静，即便是风吹过，
也不会发出恼人的梭梭声。 松开的叶子像
被月光铺了一层早霜， 连浅黄的花瓣都让
月光过滤得如同胭脂白似的诱人。 近近地
看，两旁的桂花树都被裁剪得大同小异，没
有了个性，也没有了趣味，堕落为单调点缀
的城市盆栽，仿佛在任由现实摆弄。可我却
看到了它们不一样的“挣扎”，每一棵桂花
树都默默生长得枝繁叶茂， 贴近了就能感
受到一阵浓郁的清香。 每一棵都有自己的
天地，经营着一番洞天，不屈不挠地成长。
即使到了次日的清晨， 会有工人来修剪它
们，让它们又一次归于朴实的街景，但那些
平平整整的切口留着的是生机， 更是默默
无言的伸张。

桂花的香是特别的， 因为它藏匿了无
数的心事。在秋天这个满是果实的时节，桂
花香是来之不易的珍赐。 因为它熬过了炎
热的伏天，才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露出了
花蕊 ，它不如春花夏木般幸福 ，纵然散
发出了美 ，也无法得到蜂蝶的青睐 ，只
能默默地香尽花落 。 多少个清晨 ，在思
念旁落的日子里 ，我漫步在桂花街上 ，
只为了能够在尘土未扬的街道边再次
感受桂花那淳朴迷人的香味。如同月宫上
那斩不断的桂花树， 这存在记忆里的香味
也是从来没有断过的。不论我走得远，还是
靠得近，这花香味都是那般得不离不散，既
不会因你旁骛了它而失落， 也不会因你亲
昵了它而献媚。一枝枝的桂花，配着绿叶一
点儿都不显多余，一点儿也不显通俗。这满
树的桂花虽不如牡丹、秋菊、月季般硕大华
贵，也不似糖枫、白桦、苍松一样精致，但淡
淡花蕾间却不是矫揉造作， 悠悠翠叶里都
绿得生机勃勃。

在自然界百花丛中， 桂花虽然不像兰
花那么淡泊、清雅，不像桃花那样艳丽、炫
目，也不像牡丹那样雍容华贵，它是平民化
的，可亲、可爱、可敬、可触，袅袅清香，就像

慈祥母亲的叮咛，入耳入心。 据说，摇落下
来的桂花， 要把每一朵比米粒还小的淡绿
色的花蒂剪去、洗净，用开水捞过 、晾干 ，
放入小金橘 、白糖 ，就可腌制成驰名八
闽的桂花茶了 。 “寂寞嫦娥舒广袖 ，吴
刚捧出桂花酒 ”，想必桂花酒是能消愁
解闷的 。 桂花的开放如同苦行僧一样
的修行，无论等待多久的沧桑，遭受着什
么样的风吹雨淋， 都是执着着自我的积累
升华。当好景已去，年华暮暮时再绽开出花
朵，厚积薄发的没有张扬，斯年虽往，心境
犹在。

夜晚的清凉是桂花树的思绪在流淌，
隐隐的秋寒也在提醒着它准备在明年的秋
初再一次绽放。 静默的月光下， 我思绪万
千， 理不尽的唏嘘伴着飞逝的流年在桂花
树下淌过。静静的桂花香轻轻地，飘荡在我
的耳边，我知道这是在告诉我它来过，就在
这个秋天，就在这样的一个夜晚。

一年四季，岁岁年年，古老的桂花树始
终不改它的初衷和追求： 春天， 它悄悄换
叶，不去争春；夏天，它浓荫遮日，招来阵阵
清风；秋天，它吐蕊扬花，送来缕缕芬芳；冬
天，它绿叶扶疏，不畏严寒绽百花……

暖心的安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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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田征 何丹）为全面贯彻
落实省市县加强作风建设工作， 切实规范干
部管理、促进干部勤政廉政、不断提高机关效
能，镇坪县委编办出台绩效评定办法，以办法
助力体系健全，以督考促成作风先进。

该办成立绩效评定工作领导小组， 按照
“实绩为本、分级管理、公开公正、激励约束”
原则，将年度目标任务量化分解到岗到人，实
行分管领导与业务干部业绩相挂钩。 评定结
果定期公开并邀请派驻纪检组监督执行，增
强绩效评定工作透明度。

以评定原则为底线，从开展“七项活动”、

落实杜绝“七种现象”、履行岗位职责、完成中
心工作情况四个方面进行量化计分，实行负面
清单扣分制。 通过严格评定事项、规范评定程
序、细化评定指标、聚焦负面清单、提高评定质
效，推动实现机关干部作风、能力“双提升”。

按照每月工作纪实、季度工作小结、年终
总评、领导考核评鉴等方式，实行“月初交单、
月中跟单、月底清单”三色督办的管理方法，实
现奖惩分明。个人年度绩效评定结果直接与年
度绩效奖励和评先评优、培训学习挂钩，并作
为干部选拔任用、职务职级晋升等方面的重要
依据。

本报讯 （通讯员 汪东乔）“平安建
设和咱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关
系，‘九率一度’也与咱们密切相关。 ”近
日，汉阴县蒲溪镇芹菜沟村一组、二组、
四组的 20 余户村民聚集在四组安置点，
村党支部书记况铁周扯着嗓门来了一
段带着乡土味的开场白，一场关于平安
建设的院落会就此开始。

活动过程中，芹菜沟村的村干部通
过悬挂宣传横幅、 发放宣传资料等 方
式 ，为村民们讲解平安建设 “九率一
度 ”内 容 ，引 导 村 民 们 积 极 参 与 “九
率一度 ”电话测评活动 ，大家纷纷表
示会注意接听， 为平安蒲溪建设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

“平安建设倒是知道， 就是没想到
跟自己有啥关系。 听了况支书讲的，才

知道咱村之所以这么平安，与背后很多
人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以后一定多支
持平安建设。 ”听完况铁周的宣讲，村民
况铁东说。

院落会等相关工作部署开展以来，
蒲溪镇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驻村第
一书记、村民小组长、驻村工作队员等主
动担起责任，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把院
落会开到了群众心里， 既宣传了平安建
设，又回应了群众呼声，受到了群众的好
评。

今年以来， 蒲溪镇以 “深化基层治
理、打造平安乡镇”为主线，以群防群治
为基础，充分调动各级网格长的积极性，
全力以赴抓好平安建设各项工作， 努力
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安全感、 幸福
感。

镇坪县委编办绩效评定促干部作风转变

蒲溪镇平安建设宣传形式多样

本报讯（通讯员 冯媛）今年以来，旬阳市
全面启动、有序推进乡村“法律明白人”培育
工程，基本建成了一支素质高、结构优、用得
上的乡村“法律明白人”队伍，实现“法律明白
人”全覆盖。

该市印发《关于开展乡村“法律明白人”
培养遴选工作的通知》对“法律明白人”基本
条件、主要职责、遴选对象和遴选程序等提出
明确要求，重点围绕“1 镇 22 村 6 个样板”普
法依法治理示范建设分批次推进。 紧扣农村
实际，把“法律明白人”培育与乡村振兴、法治
乡村建设等有机结合， 市镇两级组织司法行
政干警、律师、村（社区）法律顾问等力量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对“法律明白人”进行定期

专题培训和不定期分散培训， 不断提升法律
素养和为民服务能力。 建立“法律明白人”档
案， 积极引导其参与法治宣传、 矛盾纠纷化
解、基层社会治理等法治实践活动。 今年该市
乡村“法律明白人”开展普法活动 410 场次、提
供法律服务 126 次、 参与志愿服务 230 场次、
参与调解矛盾纠纷 190 余起，充分发挥了“法
律明白人”普法宣传“宣讲员”、矛盾纠纷“调
解员”、乡村建设“参谋员”的良好作用。

目前，该市经过推荐初审、组织遴选、考
核上岗、任职公示等程序，已培养 1173 名乡村
“法律明白人”，全市 309 个村（社区）实现 3 名
以上乡村“法律明白人”全覆盖，其中 99 个村
（社区）有 5 名及以上乡村“法律明白人”。

旬阳率先实现乡村“法律明白人”全覆盖

连日来，宁陕县住建局组织党员干部在辖区内主要街道、物业小区、建筑工地等重点场所部位开展社会面治安防控巡逻及“九率一度”宣传。
王辉 摄

“我们社区制定了每周一、三、五定期清
扫长效工作机制，特别是周五，社区四支队伍
组成志愿者服务队，上门开展帮、讲、带，引导
群众自觉参与创文环境整治， 干群合力扮靓
家园。 ”近日，汉滨区流水镇学坊垭社区党支
部书记鄢邦春一边说， 一边清扫社区道路边
的垃圾。 不远处，社区四支队伍和群众正分头
清理道路沿线居民房前乱堆的杂物。

为常态化打造干净整洁宜居的生态学坊
垭社区，做好乡村善治，引导群众实现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约束，近年来，
学坊垭社区积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引
导居民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习惯，以“百姓说
事、乡贤论理、榜上亮德”为核心的村规民约，
得到广大居民的积极响应。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学坊垭社区积
极发动社区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等，组

建了一支阵容强大的志愿宣讲团。 志愿者以
身边人讲身边事的形式，结合社区示范建设、
人居环境整治等在院落会上进行宣讲， 切实
让群众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增强行为自觉，
推动社区移风易俗。 同时，该社区将村规民约
遵守情况与“最美庭院”“好媳妇好婆婆”等评
选活动挂钩，选树典型，结合积分管理制给予
适当物质奖励，充分发挥激励和导向作用。 在
全社区营造人人遵守村规民约， 户户争当模
范典型的良好氛围。

“在当前人居环境整治中 ， 我们坚持用
‘关键少数’引领‘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冲在
前、干在前，带头动手，为群众做好表率。 同
时，社区通过院落会的形式宣讲村规民约，调
动了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团结群众形成
建设合力，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动力。 ”驻村
第一书记罗纪旬说。

村规民约树新风
记者 魏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