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前夕，张灯结彩，处处洋
溢着浓浓年味， 安康慈幼康复托
养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王远峰却愁
眉不展， 整天一副心事重重的样
子，开心不起来。

“春节是我们中国人团圆的
日子，年根儿底下，就这个孩子还
回不了家。 ”王远峰看着不远处的
车元琪（化名 ）说 ，他家住湖北武
汉，距离安康远 ，母亲上班忙 ，春
节放假前不能接他回家， 看着其
他孩子陆续回家团聚， 孩子心里
难受，想回家过年。

眼下，正值春运高峰。 送他回
家的想法在王远峰脑子里打了几
个转，最终还是放下了。 武汉回不
去，但是必须要让他回“家”过年，

王远峰暗下决心。
经过几番思忖， 王远峰找来

同事许丽， 语重心长地说：“咱们
这儿的老师，年龄大的身体不便，
年龄小的没成家， 外地人又要回
家过年，你克服一下困难，把这个
孩子接回家，一起团个年。 ”“那就
添副碗筷的事么， 再说过年添人
进口是好事 ， 屋里人肯定也高
兴。 ”许丽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回 “家 ”过年就是一家人 ，许
丽带着孩子一起逛街买衣服 、去
商场备年货， 买了他最喜欢的玩
具奥特曼，作为新年礼物，孩子一
直爱不释手。

2 月 9 日，大年三十，一大早，
许丽便在厨房忙得不亦乐乎 ，王

远峰和其余同事在打下手， 大家
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热闹活跃，不
一会儿， 一桌精致美味的饭菜已
经上桌。

“今天这个年意义非凡，虽然
老公、孩子们忙着没回来，但是大
家一起团聚很开心， 尤其多了这
位新成员，屋里人都高兴，多少年
没这么热闹了。 ”许丽拍了拍身旁
的车元琪， 满脸洋溢着喜悦的笑
容。

王远峰拿起桌上饮料， 接过
话茬说 ：“湖北武汉与陕西安康 ，
地理上远隔重山万水， 在我们心
里却紧密相连， 任何地方的孩子
在这里都是一家人。 来，干杯! ”

许丽一边碰杯， 一边夹菜放

在车元琪的碗中， 剥虾皮、 挑鱼
刺、热牛奶……爱吃什么、爱玩什
么、 想要什么， 许丽心里都想到
了，一切有求必应 ，言谈举止 ，尽
显关心， 车元琪仿佛感受到了回
家的关爱和温暖。

“饺子来喽！ ”2 月 19 日晌午，
随着一声响亮吆喝， 一碗碗热气
腾腾的饺子端上了孝义食堂餐桌
……

位于汉滨区培新街社区的
“孝义食堂”内，每张餐桌旁都围
坐着几位老人， 一边聊着家长里
短一边享受着美好的午餐时光。

为解决辖区老人“做饭难”的
问题，2023 年底，汉滨区培新街社
区推出 “孝义食堂 ”，面向辖区满
60 岁及以上的居民提供中餐服
务，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食堂志
愿者还开展上门送餐服务。

“社区食堂在春节期间还开
放，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年人，我们
特别感动。 ”

“这儿的饭菜又便宜味道又
好，特别方便。 ”

“我每天来这儿都跟回到自
己家一样温馨。 ”

谈起 “孝义食堂 ”，大家你一
言我一语， 幸福的笑容洋溢在脸
上。

小食堂里装着大民生， 一菜
一饭暖人心。 “社区食堂在根据老
年人的口味制定餐食， 目前食堂
75 岁以上老人每餐 2 元，75 岁以

下老人每餐 5 元。 ”食堂负责
人何丽介绍。

此外，“孝义食堂” 还配
建了老年活动中心、图书角、
健身器材等文化娱乐设施设
备， 老年人不仅可以在食堂
吃到可口的饭菜， 还可以进
行文娱活动， 让老年人在家
门口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
乐。

“我们依托社区日间照料中
心的服务资源，以社区网格员+社
区志愿者+公益岗位+社区物业为
主要行动者， 开展暖心 ‘窗帘行

动’‘孝义食堂’等公益性服务，为
居家老人提供日常生活的硬支
撑， 让社区老人真正感受到小社
区、大家庭的温暖。 ”汉滨区培新
街社区党委书记周明华说。

“过年了买卤菜的客人比较多， 要备足
货品，缺货的要随时补。 ”打开店门，何治中
就叮嘱店员今天再去进些货。

走进何治中的卤菜店， 牛肉、 鸡爪、鸭
脖、猪蹄等卤菜琳琅满目，让人垂涎欲滴。

“给我来两斤卤牛肉。 ”
“给我来五斤卤鸡爪。 ”
……
“越是过春节，卤菜生意越好！ ”每天早

上五点钟开门营业，一直要忙到晚上七点多
才能歇业。 “我们一直要卖到大年初二。 ”何
治中笑着说， 卤牛肉和卤鸡爪最受欢迎，因
其料鲜材真、味道鲜美，是团年必备的一道
凉菜。

这距何治中从兴安市场搬迁到康宏三
桥农贸综合批发市场已经过去一个月了 。
“这里交通便利、 环境干净， 也没有安全隐
患，还给我免了 8 个月的租金。”谈起新地方
新环境，何治中赞不绝口。

何治中是重庆大足区人 ，1997 年来到
安康兴安市场卖卤菜，2023 年 8 月汉滨区
启动兴安市场综合整治， 在政府的号召下，
何治中于 2023 年 12 月 23 日将店面搬迁到
康宏三桥农贸综合批发市场， 告别了 27 年
的老市场，心里总有几分不舍和担忧。

“刚来的时候心里是有担忧的， 开业之
后的几天，几乎没挣到钱，得益于政府和媒
体的大力宣传，生意才慢慢有了起色。”何治
中说。

“老何，给我来几斤牛肉和牛肚。 ”说话
间，一位来自汉滨区双龙镇的顾客缪光长到
店里来购买食材，作为一名村宴厨师，缪光
长每个月都要来光顾几回。

“这里食材新鲜、口味好、价格公道。”和
缪光长一样，卤菜店的顾客遍布平利、岚皋、
紫阳等县区。 仅仅一上午时间，店里收入就
差不多有 5000 元钱。

“店里一般早上最忙， 要忙到中午十二
点左右才有休息的机会。 ” 何治中今年 68
岁，由于身体原因，卤菜工作基本上都交给
了儿媳打理，他现在已“退居二线”。

卤菜是个辛苦活，每天凌晨两点开始卤
菜，要保证一天的供应量。“做卤菜没有好体
力是不行的，尤其是春节前这段时间是卤菜
销售的旺季， 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一
天下来累的精疲力尽。 ”何治中介绍。

如今， 孙子大学放寒假也从重庆
来到了安康，在卤菜店里帮忙，三代
人为同一个事业奋斗。 “今年就在
安康过年，初三、初四休息，初五开
始营业。 ”何治中规划着春节期间
的工作计划。

新年新气象。 谈起新年的愿
望，何治中说：“希望来年的卤菜生
意越来越好，家人平安健康。 ”

2 月 9 日，农历兔年大年三十，天麻麻亮，
汉滨区林场望河垭管护站站长都勤知就带着
3 名队员向凤凰山腹地进发了。

“阻止重要路口闲杂人等进山、打击盗猎
保护野生动物、防范火灾，是我们冬季巡山重
点要做的三件事。 ”都勤知说。 作为一名老林
业人， 今年已是他陪着这片山林度过的第 31
个春节。

“兄弟，这里不能烧纸、不能放炮，林区不
能用火，你们祭拜一哈，就赶快下山吧。 山路
有雪，走路开车一定注意安全啊！ ”在一个山
头，都勤知叮嘱一行上坟祭祖群众，直至目送
他们离开。

“每天巡护 8 小时以上， 路程在 20 公里
以上，每年胶鞋都要磨破十几双……”身为护
林员，都勤知几乎没出过远门，除了下雨、下
雪天气能在护林站歇歇，其他时间，他都在山
林巡护。

“爬陡坡的时候前面拉、后面推，没有路

的地方，要用砍刀一点点清理出来，每走一步
都要十分小心，稍有不慎，就会踩空掉到沟里
去。 ”都勤知粗糙有力的大手握着砍刀清理前
行小路， 手背上布满荆棘的划痕和冻得开裂
的血印。

巡山护林工作看似简单， 实则复杂而艰
苦。 望河垭管护范围与三镇五村接壤，林地与
耕地、居民聚集地等交错分布，地形复杂，人
员活动频繁，管护战线长，管护难度极大。

“像这种路，经常有野生动物经过。 ”都勤
知伏着身子用砍刀仔细刨开地上的落叶，眼
睛像雷达一样搜索着捕猎的痕迹。

“这是十年前种的杉树……”“这是去年
新补植的松树……” 都勤知抚摸着树干介绍
着，就像抚摸着自己的孩子。 “20 年前，就在这
片林子，我们蹲守了一个月，终于把一伙盗伐
者抓到了。 ”

对于这片山，哪一块长什么树种、哪一片
的树长多高，他都了如指掌，林子里的细微变
化，沿路的杂草垃圾，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巡山护林很艰苦， 但苦中有甜。 都勤知
说，自己深爱着这份工作，喜欢呼吸山里清新
的空气，喜欢山里一年四季不断变幻的颜色，
喜欢脚踩青山时的踏实， 喜欢蹲守林间时的
紧张与悠闲。

“刚退伍那会，我背着一个钢丝床和一床

军用被子就来了，房子里面夏天漏雨，冬天漏
雪……最恼火是没有水、没有电，都得自己想
办法弄。 现在条件好了，厨房、厕所、洗澡间，
应有尽有，来的新人都能待得住了。 ”谈及这
些年的变化，他笑得很满足。

2023 年 8 月，24 岁的大学生退役士兵杨
富娜来到望河垭管护站， 她接过老前辈的铁
锹，加入护林大家族，成为林场里最年轻的女
护林员。

半年时间里， 杨富娜详细记录着哪个角
落住了一户人、哪里有几棵珍稀树种，这些她
都必须烂熟于心。 “作为护林员，必须熟悉这
里的情况，才能在发生险情时报得准，为灭火
人员上山确定好最优路线。 ”这是杨富娜从都
勤知身上学到的精髓。

无人机、遥感卫星、高空摄像头等现代化
信息手段也逐渐走进林场。 “人防与技防相结
合，更便于我们工作。 但光靠先进的仪器监测
不够，护林员还是要脚踏实地地深入林区。 ”
在都勤知细心教导下， 杨富娜迅速掌握了管
护的要领。

“这姑娘吃得了山上的苦， 也能跑得了，
还能运用新技术，很了不起！ ”都勤知相信，在
一代代护林员的努力下， 一定能守护好家乡
的绿水青山。

巡山护林的道路冷冷清清， 但爱护生态

的人越来越多。 每天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
从一片林到另一片林， 藏在山隙深处的护林
人对这份孤独早有心理准备。 青丝到白头，山
林看着他们日渐老去， 他们守护着山林万物
生发。

夜幕降临， 望河垭管护站的 4 名护林员
围坐在一起吃着热腾腾的饺子， 聊着新年愿
望，巡护的辛劳一扫而光。 “希望新的一年山
更绿、水更清、生活更好。 ”“最好能再发现几
个新物种！ ”“希望这片林子茁壮成长”……欢
声笑语在望河垭管护站上空久久回荡。

除夕当天，沿着蜿蜒的村路望去，家家
户户门前，一盏盏大红灯笼随风摇曳，汉滨
区瀛湖镇阳坡村年味正浓。

“过年好。恭喜发财！ ”“万物呈祥荣盛世
九龙献瑞庆良辰。这副对联美得很。 ”“气温

低，取暖注意安全。 ”汉滨区人社局派驻瀛湖
镇阳坡村第一书记李大林和村党支部书记
晏真云一路边和乡亲们打着招呼、 送去祝
福，边叮嘱着冬季取暖安全和森林防火等相
关注意事项，两人径直走到了村民晏世全家
中。

晏世全在 2020 年因病纳入突发严重困
难户，成为阳坡村的“三类户”。 晏世全夫妻
两人都接近 70 岁，劳动能力弱。 由于今年过
年他的孩子们公司工作忙， 不能回家过年，
晏世全这户也成为李大林和村干部牵挂的
人。

“晏叔，姨这菜卤得香，中午要喝几杯。

我们过来帮您把春联贴上。 ”李大林笑着走
进堂屋，拿出准备好的春联，这时候同行的
晏真云也找来梯子。 “往上，往右，往上一点，
往下，好了，好！ ”两人默契配合贴起春联，一
副大红的春联贴正，顿时有了浓浓年味。

“都好着， 这不李书记和晏支书他们在
帮忙贴春联。你们在外面也吃好些。 ”这时候
晏世全的妻子宋仁娣的手机响起，原来是女
儿牵挂老人，发来视频。

“贴春联搭梯子，你们年龄大太危险。 李
书记和晏支书这些年一直操心咱们家，我们
在外面打工也顾不上家。 干部们对咱们关心
得很。 ”电话里，母女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感慨
地说。

“李书记和晏支书，等会儿一起吃饭。 我
再炒两个菜……” 宋仁娣一把拉住李大林，
热情地说。

“姨，你客气得很。 我们等会儿还要去大

之叔和大保叔他们屋里去看下……给你们
拜年，祝你们生活红红火火。 ”李大林笑着
说。 收拾完梯子，他一边嘱咐晏世全要注意
取暖安全，一边大步向李大之和李大保家中
走去。

李大之是残疾人，也是阳坡村分散特困
供养人员，与兄弟李大保共同生活。 来到李
大保家中，李大林和晏真云看着李大保正在
准备年夜饭，心里更加踏实了，嘱咐他们要
注意取暖安全，祝福他们生活蒸蒸日上。

“多亏前一段时间降下的雨雪， 枯枝落
叶稍稍湿润了些。 ”下午五点多，跑遍了所有
困难群众家里后， 两人在回村委会的路上，
又琢磨着群众上坟防火，径直来到几个进入
山林的重要交叉口。

看着乡亲们的笑脸和家家屋内飘出的
浓浓年味， 李大林和晏真云心里面踏实多
了。 夜幕降临，李大林拖着疲惫的身体赶回

家吃年夜饭，他在朋友圈写道，“阳坡村的乡
亲们越来越幸福，生活红红火火，就是我的
心愿和幸福。 ”

“新年好！ 幸福安康！ 团团圆圆！ ”已是
万家灯火，爆竹声中，春天的脚步已悄悄走
进汉滨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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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书记驻村去
通讯员 宋孝波 饶成文 陈雅欣 梁小孟

孝义食堂：家门口的幸福味道
通讯员 刘杨 罗妍

残障儿童回“家”过年
通讯员 李胜福 张媛

新址新店生意忙
通讯员 张彬 马上 梅杰

跟 着 林 长 去 巡 山
通讯员 刘一薇 东京

（图片由汉滨区融媒体中心提供）

李大林看望群众

工作人员查看林木

巡山

老人在爱心食堂用餐

孩子的年夜饭

何治中正在新店卤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