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土的红薯黑土的菜，沙
土的萝卜好吃得怪！ ”时令过了
霜降 ，沙坝地的萝卜 、白菜到了
最好吃的时节。 锦屏山的黑沙土
既厚又粘 ，其萝卜脆甜 、白菜没

筋，成了老县镇集市上这几天的抢手货。
73 岁的柯美欣老汉腰板直、腿杆硬，干起农活、出起

力气丝毫不逊年轻人。 你看他，天刚麻麻亮，就推开小洋
楼的大门， 下到院子坎底的黑沙地里去拔了一竹篮萝
卜，挖了一篮子白菜 ，担回小院里 ，铺在房檐坎的竹席
上，把萝卜上的缨子、尾巴用小菜刀削了，将白菜帮子的
根用大菜刀剁掉，然后取来箩筐，把萝卜装一头，把带露
的萝卜缨子、白菜装一头。 试一下，八十斤左右，两头轻
重也合适，他便放下担子，进屋取秤。 刚走两步，又折转
身拿了一只红皮白萝卜，到檐坎东头的洗衣池边拧开水
龙头，冲洗净，咬一口，这白生生、水汪汪的茬子让他眼
中生光，这甜丝丝、后味略辣的口感让他面露喜色。

东方露出鱼肚白，山腰的晨雾散开了，挑着担子走
出家门的柯老汉，回望一眼这三间三层、自己务菜盖起
的小洋楼，心中的自豪感如这晨曦般暖暖升起。 看一眼
路下这一湾黑沙厚土，便自言自语地感叹道：养人的好
地呀！

是啊，锦屏山的黑沙厚土，不仅养了这一湾乡亲，而
且养了山下的一座县城、一城文史。

山根下的这一湾川道， 如今是包在太山庙村境内
“白菜心”位置上的锦屏社区。 但在 177 年前，这里是平
利县的治所。 唐武德元年，即公元 618 年，唐王朝在西城
郡置平利县，因为此地有锦屏山 、女娲山的山利 ，有东
河、西河的水利，便于青山秀水间选址修筑了县城，历时
1180 年，至嘉庆十年，即公元 1805 年，因川陕鄂三省边
关防务之需，清王朝调整了大巴山部分县治、县界，平利
县的治所迁至秦楚边界的白土关，即今日平利县城。 由
此，山下这个古色古香的集镇，便得名老县，区公所时代
为平利县的老县区，区公所的所在地为老县乡，撤区并
乡之后叫老县镇。 如今通了高速公路，东距安康市区 18
公里， 西去平利县城 36 公里， 成了安康近郊的旅游名
镇，不仅茶叶、木耳等山货特产值钱了，就连柯老汉这土
生土长的萝卜、白菜也升值了。

太阳照到了太山庙村部门前的广场上，柯老汉见不
少老人已在广场中跳舞、广场边健身，就加快步伐，赶到
了小巷那头的居民小区门口。 他在树下的指定位置一放
下担子，就有老太婆、小媳妇、大姑娘围了过来。 看着他
这带露水的新鲜菜， 张家嫂子说要十斤萝卜缨子窝酸
菜，吴大妹子说要四棵白菜晒干菜，那个白皙的小梅子
说就等这水漉漉的红皮白萝卜回去炖羊肉哩。

柯老汉笑呵呵地抖去萝卜缨子、 白菜帮子上的露
水，称了旺称，让买者个个高兴而去。 萝卜称毕了，装袋
了，他又加上一个，让那姑娘美滋滋的一路带风。

在柯老汉装好钞票、收好二维码牌子，告别街市，上
坡回家的同时， 住在老县镇中心小学旁边这位 71 岁的
吴昌凤老人，已把那四棵白菜洗净、切碎，晾在箔篮里，
晒在阳台上。 她喊上前街这位 72 岁的罗方明大姐，一同
走过老县城的县衙旧址，朝街后的盘山公园走去。 如今，
这两位久居街道的退休老人，养大了儿女、领大了孙子，
过上了彻底的自由生活。 他们节假日、双休日有儿孙回
来陪伴，或者接到市区 、县城去玩 ，平时就这样抱团养
老：清晨相约爬山、散步，到公园去使用多种器械健身；
早饭后一块到社区工厂去领些计件制的毛绒玩具或线
袜线帽拿回家， 和柯老汉一样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晚
饭后相携到广场去唱歌、跳舞，有时也去学学书画棋琴。
他们的所住之地，因在“老县城”，近年建了几个高楼大
厦式的移民搬迁小区，重新划了行政区域，命名为锦屏
社区；而四周的山地，仍叫太山庙村。 原本都是一个村的
人，这下因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委会的不同，有了城乡
分野。 柯老汉得视吴昌凤他们为城里人，吴昌凤他们也
常常开玩笑说柯老汉是乡下人。 但柯老汉不服：锦屏这
个名字，本是我们的山名！ 吴昌凤不与他争，却笑着反
问：那你们咋还硬要保守着太山庙这个村名呢？ 柯老汉
想：可能因为刚解放那阵子，庙产充公，村部设在庙里，
因此得了村名，就习惯了这样称呼的缘故吧！

回归于自家的黑沙厚土，柯老汉顾不得进屋，把挑
子放在家门望得见、自己也看得见的村道边，他便下了
地。 太阳刚晒到地畔上，地里湿气重，菜叶子上的露水很
浓。 他不进地，只在地边用手拔草。 那些细细的小藤蔓，
名叫鹅肠子，有着胖乎乎的茎和叶子，拔了既是除草，也
当猪草。 老伴喂了两头肥猪，精料是他种的粮菜，粗料是
他打的杂草。 他的地里有厚土，山林也肥沃，一年四季有
粮有菜、有花有果，日子过得殷实又有味道。

他很感激这黑沙厚土， 一辈子都在为其精耕细作，
每日都要用汗水来回报它，且在地头为他和老伴选好了
坟地，下辈子都要与它为伍。 孙子不同意，说把你的坟建
在门边上，看了让人害怕。 他哈哈大笑地指着这一湾黑
土说：咱这是老坟场，汉墓群遗址，住人千百年了，只有
旺的，哪有怕的！

这个汉墓群，于 1993 年、2015 年，先后发掘了两次。
最珍贵的是国家一级文物，东汉时期的画像砖。 其中的
宴乐歌舞画像砖最具艺术价值，龙虎图纹画像砖名气最
大。 尊当时流行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为神，东汉
达官贵人多用四灵图像装饰墓葬。 有一镶嵌在墓门上方
的空心画像砖，饰以龙腾虎跃的图案，可惜的是龙身只
剩嘴头与尖角，虎却完整，形象剽悍，威风凛凛。 文学大
师贾平凹闻讯，从西安奔来观看，安康文友送上拓片供
他欣赏。 老贾一看，惊呼“西城虎！ ”于是，这个称谓迅速
走红，硬是把文博专家论定的名称变成了备注。

在柯老汉的心目中，能被官人、富人葬坟的地方，定
是好地方。 他才不怕什么古墓、坟地呢，只要土好，就是
好地！ 因此，儿女们无论咋样动员他进城入镇，他总是不
去，发誓一辈子要守着这一湾黑沙厚土。

中午，在镇子上工作的孙女来了，是挤下班时间来
取菜的。 他问：“今儿个天气好，对面的蒋家坪又有游客
了吧？ ”孙女回答：“因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到蒋
家坪参观的团队又多了！ ”他笑了，他们上蒋家坪去是参
观、是学习，下集镇来得吃饭、得购物，咱这好粮好菜，不
愁卖不出个好价钱！

孙女明白，爷爷分析正确。 老县镇如今名声大振，游
人大增，旅游产业迅猛发展。 就连爷爷的红皮白萝卜、无
筋大白菜，都成了游客们抢手的旅游商品。

听孙女说今天光蒋家坪的参观团队就有六个单位、
二百多人，柯老汉兴奋了。 他估摸着，散布集镇各方的游
客，绝对超过三百人！ 他顾不得给孙女帮忙了，让她自己
进屋去取刚刚备好的萝卜。 他也顾不得陪老伴包萝卜饺
子了，匆匆吃了碗醋熘白菜面条，就下地去拔萝卜、挖白
菜。 他盘算着：游客们吃完午饭就会逛一会儿街，凡逛街
的女同志都爱买一点山货特产，他这黑沙厚土产的红皮
白萝卜、无筋大白菜，正是抢手的时令货呀！

想到这儿，他双手生风，浑身是劲，似乎脚下踩的不
再是黑沙厚土，而是他的二度青春，他的人生美梦。

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黑沙厚土
市直 李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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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安，古称龙安。 位于紫阳县汉
王镇汉水南岸，三面环水，宛如一条
巨龙从万山奔腾中伸入汉江，形成一
个美丽的半岛，镶嵌在秦岭余脉米仓
山中。

农安村不大，传说却多。 楚汉之
争时，汉王刘邦过江到此品尝过紫阳
蒸盆子。 半岛东边江心处有一小岛，
名曰中坝岛， 岛上有一座龙王庙，每
年农历二月初二，周边群众和沿江船
夫都要到此祈求平安，龙安村由此得
名。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龙
安遂更名农安。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刘邦品尝
过的蒸盆子已经成为当地春节必备
的一道大菜，中坝岛上的龙王庙也不
见了踪迹，唯有当年红三十三军抵御
白匪所挖掘的战壕遗迹还残存。 如
今， 紫阳县档案史志部门组织专人，
经过走访群众和查阅资料， 抽丝剥
茧，拂去岁月的尘埃，还原了一段真
实的历史。 1933 年，红三十三军追剿
土匪王三春路过农安村，发动群众闹

革命，在此建立了土地革命时期安康
境内第一个农民政权———五马乡农
民协会，使该地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
紫阳苏区的核心地带。 为了传承红色
文化，弘扬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红
军精神，县上整合资金，在此建立了
五马乡农会展览馆、农安村村史馆和
红军战壕 CS 野战拓展训练营， 使之
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农安村依山傍水， 景色秀丽，物
产丰富。 金钱橘、皱皮柑、大白菜和莲
藕都是享誉县内外的特色产品。 近年
来， 驻村单位县人大办因势利导，依
托村上的优势资源，在绿色产品上做
文章，发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带动
作用，先后成立了紫阳县兴意（柑橘）
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富硒土鸡、茶
叶、蔬菜种植等合作社，带动农户发
展特色种植和茶叶、养殖等产业。

红色文化引领农安村赓续革命
传统，绿色产业绘就农安村壮丽的发
展蓝图。 红魂绿韵耀农安，农安的明
天会更加美好。

莫顾新冠肆虐影，何妨阳了一同行。吃饱喝足睡自醒，不怕，明日
朝阳复相迎。

数九寒天北风劲，太冷，国家保障暖人心。 回望三年抗疫辛，感
恩，生在华夏真庆幸。

对于背井离乡的人来说，对故乡的情愫是复杂的，就如
同宗次郎在《故乡的原风景》中表达的，故乡的风景无论你在
与不在，总是在四季变换中循环不息。 她在春草芳菲中激发
你的生命与活力，在酷夏喧嚣中赋予你夏荷与清幽，在秋雨
凄风中惦记着你的愁绪，在冬雪皑皑中等待着你回到土屋的
火塘。 也许在奔向世俗物欲的途中，你早已将她忘记，但她一
直在照看着你的灵魂，纵然你再也无法回到她的怀抱，依然
能在记忆的最深处搜寻到最美的风景，去抚平内心的伤痕和
忧伤。

其实人在故乡生活的时间大多都很短暂，但却能影响你
的一生。 故乡是深奥的，多数人用一生也无法读懂，所以，那
些衣锦还乡者，那些捐款做慈善妄图留名者，只是世俗生活
的延续，从迷茫中走向迷茫。 故乡和母亲一样，只有不断感恩
和回馈，我们的内心才会趋于宁静，回归儿时的纯真。

近几年，家乡发展乡村旅游，使我多了一个与故乡亲近
的理由。 我在不遗余力宣传家乡旅游的同时，也不断把身边
和远方的朋友带到家乡，因为我不会驾车，妻子便成了我的
专职司机，去的多了她就有些烦，说你们那个破山村有啥好？
一年跑十几次。 我只好哄她，说主要回去炫耀找了个高素质
的城里媳妇！ 她只好继续给我当司机。

去年秋天，我再次带朋友回去闲逛，忽然有人叫我小名，
我四处张望，一个看起来有点老面的人走到跟前，说和我是
小学同学，我说年代久远记不住了。 他再次提醒说，我们一起
考上初中，你学习好进了快班，我被分到慢班。 我说只记得高
中的同班同学，高中其他班的都没印象。 他说也难怪，四十多
年过去了，再说，我只上到了初一 ，初二缴不起学费就辍学
了。 我依稀记得，好些同学头学期还在，第二学期就没见了。

说起学费，那是我儿时心里的一道隐痛。 学费起源于孔
子，古代称“束脩”，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十块腊肉。 与孔子收的
学费相比，我儿时交的学费可以忽略不计。 我记得上小学时，
一至三年级每学期报名费加书费一元五角，四五年级每学期
两元，上初中时，每学期约七元左右，上高中时每学期十一元
左右。

然而，大集体时期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没钱，因为生产队
种的粮食要先缴公购粮，公粮相当于农业税，购粮是为了支
持城市和工业发展以及支援亚非拉低价卖给国家的，社员按
人头和工分再分配余粮，生产队种的少量油料及经济作物也
平价卖给国家，社员按工分分一点余钱，工分少的基本分不
到啥钱，很多时候连晚上照明用的煤油和炒菜用的食盐都买
不起，哪有钱给孩子交学费。 因此，很多同学上着上着因交不
起学费就辍学了。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 这幸运完全得益于生我养我
的那片土地。 秦岭的余脉到池河盆地的北缘时海拔已经较低
了，但临出山时猛然竖起一座岳家寨高耸入云，岳家寨就像一
尊庄严的佛像，中间是佛像的身子，两边的双肩向下前方呈环
状延伸，整个看起来像在打坐。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一队到三
队地势开阔，山坡平缓，在佛像的肚子两边各伸进去一条沟，
东边岳家沟是四队， 西边赵家湾是五队。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
里，森林茂密，沟溪交错，是各种动植物的家园。

我叹服父亲的精明，20 世纪 60 年代初，他被区上精简后
把家从镇子旁边，迁到了十里外的沟里，不仅确保了十几口人
的大家庭不挨饿， 也使我能从大山里找到来钱的路子而不至
于辍学。

每年农历的三四月， 当岳家寨两边的四面山坡披上绿装
时， 沿河沟的浅山坡藤蔓繁盛， 其中葛藤和金银花藤最为常
见。 那时家里每年喂三头猪，我二姐带着我每天打猪草，春天
时庄稼地里长满了荠荠菜、野油菜、灰灰菜、刺叶菜、马齿苋、
鹅儿肠草等，到夏季时只能到山坡捋葛藤叶和构树叶，备足了
猪的口粮后，我们得开始想办法积攒学费。当时收购站收的干
金银花六块多钱一斤，算是比较值钱的，二姐就带着我去摘野
金银花。

摘金银花要赶早，太阳升起后金银花就开了，绽开了的金
银花等级低卖不起价，加之气温回升野蜜蜂也多了起来，与它
们争口粮容易被蜇。

那天，东方的天空刚露出鱼肚白，二姐就做好了早餐，喊
我起来吃完早餐就出发，她把准备好的挎篓让我背上。到了目
的地，她先用柴刀在刺架中砍出一条路，再将落脚的地方砍开
垫实，然后把金银花藤从四面八方拽过来，摘完后把藤子抛出
去复原，再换个地方。这期间，蜜蜂会围在周围嗡嗡地叫，想把
我赶走，我只好给它留一些口粮，有时触动了鸟巢，鸟母始终
在不远处的树枝上跳来跳去，急促地哀鸣，害怕我们伤害它的
子孙，直到我们离开，它赶紧飞回鸟窝去看它的宝宝，有时也
会有蛇从脚边掠过，只要不惊动它，它也无害通过。 到中午十
点左右就不能再摘了，因为鲜的容易霉变无法保存，得赶快回
去摊开晒干，那天我摘了少半挎篓，晒干后只卖了一块多钱。

光靠摘金银花攒够学费是不可能的， 在摘金银花时我已
经在注意哪面山坡棕树多。 暑假时，我就带着五弟进山割棕，
那时收购站收干棕每斤五毛多钱， 每一斤干棕大概在 20 至
25 匹之间，割够五十匹就可以卖到一块钱。 割棕是个技术活，
棕树一般都很高，又没有枝丫可以落脚，我和五弟提前找一根
大酒杯粗细的树，剁成一尺长一截的短棍，再割一根粗壮结实
的葛藤，将短棍绑在棕树上做成落脚梯子，爬上去一只手抱着

棕树，另一只手用老式剃头刀连棕带棕叶一次割下来，每根树
枝只能割四至五匹棕，因为割多了棕树会死，第二年就没有棕
可割了。那天的运气非常好，居然发现一株近两年没割过的棕
树，估计能割十几匹棕，兴奋之余迅速地绑好梯子爬上去，刚
割了没几匹，耳朵碰到了旁边树叶上的大活辣虫，疼得我从四
米高的棕树上掉了下来，我发疯似地冲向不远处的河沟，不停
用溪水冲洗以减轻疼痛，我五弟看我疼得受不了，飞速砍了一
根野桑树枝，把桑叶从枝上刳下来时，叶柄上冒着白浆，他不
停把白浆涂在我红肿的耳朵上，不一会儿就消肿不痛了，我们
又回到棕树上，那天竟然割了一百多匹棕，晒干后拿到收购站
卖了两块多钱。

在二队的后山顶上有一片很大的草坡，土壤泛白，薄薄的
表层下是雪白细腻的观音土，据说是烧细瓷的好料，可惜我们
那里不烧瓷器。 这种土壤不长庄稼，也不长树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父亲听说能种油茶，带领社员修成梯地，种了很多油
茶籽，结果一棵树苗都没发。 那里也不长牧草，因此连牛都不
去，只是临近过年时，人们挖少量的观音土用于炒苞谷花。 但
那片山坡却适应龙须草生长， 当时收购站收干龙须草每斤六
分五厘，放暑假时，我在三姐的带领下，隔三岔五去割一背篓，
回家后在门前的树荫下慢慢整理，把少量杂草和枯草挑出来，
绑成一把把的晒干， 再编成麻花辫， 一个假期我割了四十来
斤，又卖了两块多钱。

那时我在上初中， 我粗略算了一下离攒够七块钱还有距
离，于是又约了隔壁小我一岁的侄孙，进山砍柴到砖瓦窑卖，
两天砍了四百多斤，终于攒足了下学期的学杂费，当时我非常
高兴，走路都轻飘飘的。

中秋节前，我因工作太过劳累身患耳疾，就向上级领导请
假治疗耳疾，每天除了喝一大堆西药中药汤药，还要去医院打
针，因害怕失聪心情烦躁，妻子就请了几天假陪我，为了给我
减轻心理压力，她开车把我送回农村老家，在六弟家落脚后，
她提出到我儿时摘金银花、割棕的地方去看看，我们沿着进山
的路散步，四周的斑鸠、杜鹃鸟、画眉、布谷鸟、鹌鹑、山麻雀，
还有点水雀和不知名的鸟鸣声此起彼伏，仿佛回到了童年。妻
子走不了山路，走了一会儿就累了，我说路太远了，就不要去
打扰那些蜜蜂和鸟们了， 也不要去招惹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
活辣虫。

其实，每一条山沟都是大自然的艺术品，在困难年代她给
我们以最大限度的物质馈赠，还有那些花草藤蔓虫鱼鸟兽，给
予了我们最长情的陪伴， 她们是这里的主人， 也是家乡的灵
魂， 只要不被工业化的铁流所淹没， 不被城市的挖掘机所铲
平，她的艺术灵感就一直在延续。

攒 学 费
市直 袁朝庆

从小就喜欢花，却不会养花，对花就没
有多高的要求，只要好养就行。 周末去花卉
市场逛了一圈，那里的花真不少，看得我眼
花缭乱。 除了少数常见的能叫上名字，大多
数我不认识。 凡是看上的，我就问花店老板
好不好养。 我坦言是第一次养花，希望老板
推荐好养的。 老板推荐了几种，我比较了一
下，选了吊兰、绿萝、红掌和一盆正在盛开
的杜鹃，又买了几个漂亮的花盆尽兴而归。

阳台上多了几盆绿植， 屋里马上有了
生机， 心思和注意力都被几盆普通的绿植
牢牢吸引。 生怕它们缺水干着，几乎一两天
就浇一次水，希望它们喝饱喝足快快长大。
结果事与愿违，没过几天，先前光彩照人的
杜鹃花蔫蔫的，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绿萝
的叶子也慢慢发黄，没了精神。 我又去问养
花人，对方特别幽默，说人是气死的，花是
浇死的， 一周浇一次就行了。 尽管及时调
整， 杜鹃还是死了， 但其他几盆都活了下
来。 除了吊兰，绿萝和红掌就是没有刚买回
来时那么茂盛。

有次和先生骑车到郊外游玩， 看到堤
边新翻的泥土里栽满了小树， 想到曾看到
有篇写养花的文章，作者也是常养常死，后
来发现花盆里的泥土只是根部四周有，底
部是土渣，以后买回的花都要换土。 我喜出
望外，提了满满一大塑料袋土回来，实施换
土工程。 结果又是适得其反，花很快出了问
题。 又跑到花市问老板，老板建议我们买营
养土、营养液。 哦，土质稀薄，营养不良，需
加餐啊。

果然，花的寿命在我手中开始延长，后
来，每到春天，我都会补充几盆绿植。 一直

喜欢香气浓郁的栀子花， 今年初夏买了一
盆。 茂盛的花枝向四周恣意伸展， 两朵已
开， 还有一朵是青绿的花苞。 先生嫌花盆
小、花枝太散没型，就换了一个花盆。 移栽
时，根部深埋，枝条尽量往拢收，还突发奇
想，找了一根细绳系住。 经他一番折腾，原
本盛开的两朵花瞬间凋落， 还有一朵已经
饱胀吐白的花骨朵也迟迟不见绽开了 ，似
乎还越来越小。 很快，无法伸展的叶子也慢
慢变黄，吓得我赶紧把绳子解开，然后眼睁
睁地看着那朵花骨朵枯萎变黑，枝条干枯。
我很沮丧，养花的兴趣和信心深受打击，不
敢再去看了。

过了两天，先生突然惊喜地叫我，说栀
子花又活了。 我三步并作两步奔了过去，果
然，枝条上开始有了米粒一样的绿芽，枯枝
看起来也软了不少，我喜不自胜，对它更加
关心。 每天下班回家都要来看它，有时一看
就是半天。 它也没让我失望，一天一个样。
头天还是小芽芽，第二天就展开了，油亮油
亮，翠绿翠绿，像小鸟的舌头。 隔天再看，叶
已明显变大， 里面又冒出了小芽， 如此循
环，茎随叶长，蹭蹭蹭，没几天，就长出多半
尺高，又是蓬蓬勃勃的一盆。 只可惜错过了
花期，开花只能待明年了。

有次散步， 在马路边的架子车上相中
了一盆清香淡雅的茉莉花，便买回了家。 因
为听老板说不能见光， 先生便把它藏到餐
桌下面。 我笑道： 只要不在阳光下暴晒就
行，至于像你这样藏着掖着吗，那你买这花
还有啥意义？ 先生才把这盆花从餐桌下挪
到客厅的花架上。 这株茉莉开了又谢，谢了
又开；叶子枯了又绿，绿了又枯，反反复复，
一直到仲秋，才彻底结束。

不管我怎么用心， 室内花盆里的花就
是没有户外直接栽在土里的花长得繁茂 、
艳丽。 其实想想，养花如育孩儿，不光要顺
着性子来，还要经历一些风吹雨打，才能成
长得更好。

养养花小记
汉滨 卢慧君

定风波
冯文中

慈善文化采风， 让我走进了紫阳农村
敬老院、失能特困人员护理中心、慈善幸福
家园、 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和建设中的硒康
颐谷医养综合体。

在蒿坪镇敬老院，我们看到树木蓊郁，
厨房、餐厅、活动室都是标准化的；公寓式
套房里，设有综合橱柜、洗手间；娱乐休闲、
医疗康复配套设施齐全；居室、卫生间、浴
室、 楼梯扶手等设施符合人性化设计。 宽
大、整洁的活动室里，院民们正在观看电视
节目，一个个穿戴整洁，面部表情多是开心
和满足的。 管理人员又是服务员，为老人们
洗头、洗澡、梳头等“伺候人”的活儿属分内
之事。 按每周食谱调剂生活，每日三餐，四
菜一汤。 建有院民档案，实行等级护理。

紧邻蒿坪镇敬老院的紫阳县失能特困
人员护理中心， 可视为更高档次的敬老院
（住有少量中青年失能特困人员）， 不仅要
保障入住人员的吃、穿、住、医、葬，还有身
体康复、精神抚慰等方面的服务。 它是紫阳
县民政局将民政供养的失能特困人员集中
管理通过市场招标， 引入第三方运营管理
的试点。 每个房间安装有电视、空调、昼夜

供应的热水系统等硬件设施， 医务室达到
四室分离、医废用房规范独立、污水处理设
施齐全的标准。 现代化的管理和服务体系，
为集中供养失能特困人员提供了优质的
医、养、护服务，住在这里的失能特困人员，
虽然存在亲情缺乏等实际问题， 但是都受
到公平周到的照护。

城关镇敬老院是紫阳县规模最大的敬
老院，有两栋框架结构宿舍楼，设有餐厅、
医务室 、阅览室、办公室、活动室等配套设
施，宿舍用房有独立卫生间、衣柜，室外环
境也绿化得很漂亮。 敬老院是政府所办，但
也不能全靠政府， 还得借用外力， 努力创
收。 管理人员经常接待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的慰问，利用周边土地，组织有劳动能力的
特困老人参加室外活动，养猪、种地。

参观让我们看到了五保老人和失能特
困人员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和体面生活 ，感
受到了社会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也知道
了紫阳县委、县政府特别是民政部门、慈善
协会付出的努力， 以及爱心企业的远见卓
识和对医养结合、 康养事业所做出的积极
探索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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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小荣 作

龙安红色记忆
紫阳 李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