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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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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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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来临， 时令进入一年中黑夜最漫长的阶
段，蒙蒙夜色中，尽管气温一再朝着零下逼近，但
在安康中心城区大大小小的街角巷弄， 人间烟火
的沸腾气息依然触手可及。

天色将晚， 家住汉滨区老城街道的李银匆忙
安置好两个孩子的晚餐后，便推着小餐车出门了，
串串晶莹剔透的糖葫芦既是她一天的劳作成果，
也是她的生计所系。 进入培新街口，李银熟练地将
一应器具摆放好，便站在餐车前等待客人。 一个多
小时候，60 多串糖葫芦销售一空，李银瞅了瞅手机
上增加的 600 多元收入，满足得笑意浮上脸颊。

同样在这条街上， 李银的丈夫刘小伟也是众
多摊贩中的一个。 四年前，夫妻俩为了孩子上学从
五里老家搬到安康。 为了生计， 曾尝试过很多工
作， 可都因为种种缘由未能长久干下去， 直到最
后，培新街的“夜经济”为他们的生活打开了明亮
的出口。

“在这里摆摊虽然辛苦， 但是时间比较自由，

收入相对打工来说也能更高一点， 所以我们就一
直坚持下来了。 ”李银的两个孩子也在附近上学，
四年来，夫妻俩驻守在培新街上，一个卖冰糖葫芦
和东北饭包，一个卖炸鸡，生活在以这条街道为圆
心的轴线上变得兴旺起来。

在这条不到 2 公里的街道上，共有 50 多家摊
贩，不论风雨琳琅、严寒酷暑，都坚守在一隅之地
的餐车后面，为幸福生活全年无休地奋斗劳作。 他
们是这座城市实体经济最小的单元细胞， 让一座
城的烟火凡常有了生机与活力。

秉持为消费者负责，为民生加码，为经济添彩
的原则， 汉滨区政府在精研细管的基础上制定出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城
管执法大队、街道办事处和社区，针对小摊小贩开
通绿色通道，为他们办理了摊位证、营业执照等证
件，让摊贩们能够安心无忧经营的同时，也能更好
地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环境。

在培新街售卖甜品热饮的摊主马兰花说道：
“我在这里摆摊也有两年了， 现在
对我们这些摊贩的管理更加规范，
时常都有人过来监督检查，当然对
我们也有好处，用水用电用厕的问
题都解决好了，每天垃圾也有专人
来清扫，这样我们经营起来就更加
放心。 ”

对此，在距离不远的金州路双
堤巷摆摊多年的福建人严国强有
着更深的感触。 “我来安康有 20 多
年了，主要卖烤鱿鱼，租个铺子不
划算， 就这种小车又方便成本也
低。最开始我在市中心广场附近摆
摊，那时候流动性比较大，顾客也
不太放心在我们这种小摊上消费。
这几年政府倡导‘夜经济’，我就干
脆搬过来了，今年给我们统一办理
了营业执照、 食品摊贩登记备案
卡，顾客一看这些证件，消费起来

更安心不说，对我们也是一种保障，能够固定在一
个地方长久地将生意做下去， 水电这些也不用自
己再想办法解决，我很知足了。 ”

“夜经济”一头连着地方发展，一头连着民生
百业。 广阔的“夜经济”消费市场，催生出餐饮、百
货、 娱乐等多元化的业态， 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生
活， 也为众多低成本创业者提供了创业就业的实
践平台。 连续数日，记者通过走访万乐城、双堤巷、
培新街、黄沟路早市等地，发现无论是摆摊的小夫
妻，还是兼职的大学生、抑或初入社会的 00 后，都
在“夜经济”的单元内，找到了拓宽生活的一条通
道，既为创业就业延伸了思路，更为安康“夜经济”
的繁荣注入了一抹亮色。

在城市基层治理的网格之内， 小摊小贩是一
个特殊的群体， 如何在提升管理效能的同时更好
地为他们提供服务？ 汉滨区城管局副局长李东给
出了自己答案。

“‘夜经济’发展至今，已成为众多年轻人灵活
就业的重要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探索
更加贴合城市发展脉络、地方实际的管理办法，以
期让夜市长红，经济细胞更加活跃。 今年以来，汉
滨区城管局协同街道社区共同发力， 利用城市空
闲地、有条件的人行道设置划线管理、限时经营的
早夜市市场， 同时对部分果蔬市场指导运营业主
完善设施设备，采取错时经营的模式，早晨上午开
放为果蔬销售，夜间则开放为限时经营的夜市。 鼓
励指导具备条件和意愿的商业综合体， 利用自有
空间举办早夜市市场，并实行物业管理。 以校园周
边为重点加强流动商贩的引导和管理， 通过法规
政策宣传、协助提供市场摊位等措施，引导游商进
场入市规范经营， 对进场入市经营的食品商贩按
规定进行备案登记， 并及时通报市场监管部门落
实食品安全、餐饮油烟等规范管理。 ”

从城市管理角度来说， 引导流动摊贩进场入
市规范经营，既推动了城市管理工作有序发展，进
一步提升了城市市容环境秩序建设管理水平，也
在化解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城市“面子”与群众
“肚子”之间的矛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体现了汉
滨城管人“城管背后有民生”的工作理念。 在新的
管理模式下，小摊贩有了固定经营场所，用水用电
方便，安心经营，不再东奔西跑，也就有了相对固
定的客源，生意也好做了。 市场有人管理、有人保
洁，既有了“烟火气”，也治理了“脏乱差”，整体环
境更加安全、方便、有秩序。

与此同时， 市场监督管理局在食品安全卫生
方面也拿出绣花功夫，常态化开展各种安全检查，
在柔性监管中强化对消费者的保障。 汉滨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柯贤会表示：“我们要求早夜市
食品经营户在显著位置公示登记卡及健康证明，
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和食品经营规范及各
项食品安全制度， 广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
食品安全常识，用全面规范的管理让‘夜经济’实
现良性发展。 ”

一系列善治、精治、强治举措，归根到底都是
围绕“人治”，汉滨区通过多部门以人为本的服务
理念，让小摊小贩有了固定化的经营场所，市容市
貌更加整洁，既为街巷“畅淤活血”，又为经济“强
筋壮骨”，燃旺了民生烟火。

黎明时分，天边泛起鱼肚白，早市上蒸腾的热
气和人们鲜活的笑脸是生活最温暖的底色。 走过
培新街， 于夜色中收摊回家的归人已将这条街道
还给往来行人， 干净、 敞亮的路面承载着经济发
展、民生之用，到了夜晚，又再次活泛成“越夜越精
彩”的样本，升腾起“夜经济”的“红火之味”。

推开档案室的门， 从翻阅卷宗的沙沙声就知
道，又有人来找他调阅档案了。查看证明、登记在
册、查找目录、翻阅档案、复印交付……这不只是
雷鸣一天的工作， 而是他这 36 年来一直坚持在
干的事情。

默默奉献，档案室里绽芳华

1988 年， 刚从安康学院毕业的雷鸣被分配
到了安康地区法院工作。第一次接触档案工作的
他， 未曾想到这份工作成了他一生的事业与坚
守。

刚参加工作，没有任何经验，但雷鸣没有气
馁，跟着师傅从最基础的档案知识学起，分类、定
密、编号、装订，一项都不马虎。为干好档案工作，
他主动进修了西北大学的档案专业，通过不断的
学习、总结、磨炼、实践，他的工作越干越顺，游刃
有余。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雷鸣在档案室里埋头
工作，天天与卷宗打交道，不仅整理新档案，还修
复早期损毁的老档案， 从换卷皮到重新装订，从
写卷皮到建目录，繁琐的工序、日复一日的工作，
让安康中院的档案管理工作慢慢有了起色。

到 1993 年， 雷鸣和同事一起共整理修复安
康中院档案 2 万余卷。 期间，还帮助汉滨法院修
复在 1983 年安康特大洪水中被损毁的 3 万余卷
档案。 1994 年，位于秦巴贫困山区的安康地区法
院因档案工作突出，得到最高院的表彰和《人民
法院报》采访报道，这些成绩的取得雷鸣功不可
没。

倾心指导，盘“活”基层法院档案

1990 年， 安康中院按照上级法院要求开展
基层法院档案提升达标工作。

“当时各县区法院几乎没有专门的档案室，
更谈不上专职档案工作人员，到各县的交通又不

方便，去宁陕、镇坪的班车要跑一整天，颠簸得人
头疼，指导基层法院开展档案工作，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雷鸣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

“档案记录着人民法院从立案、 审判到执行
的全部事发过程，是做好审判辅助工作、实行审
判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必须
克服，各县区法院档案规范达标工作必须开展。 ”
秉持着这种理念， 雷鸣和同事们奔走在各县之
间，不厌其烦地对档案工作给予培训、指导。

磨刀不误砍柴工 ，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
1995 年， 白河法院建立了全市第一个省级标准
化档案室。 1998 年，全市 11 个中基层法院档案
工作全部验收达标，安康中院获批省一级规范化
档案室。在后续的全省法院“AAA”档案认证活动
中， 全市两级法院顺利通过，2006 年旬阳法院、
汉阴法院、汉滨法院获全市法院档案工作先进集
体，雷鸣因档案工作突出，荣立省高院“三等功”。

锲而不舍，为档案插上“数字化”翅膀

社会的发展催促着档案工作与时俱进 ，到
2013 年左右，全省的档案工作开始数字化转型。

“法院的档案实现数字化比较麻烦， 因为案
卷多、资料多，雷鸣及时向领导汇报，给我们各庭
室配备了扫描仪、装订机等设备机器，还派人手
把手教我们如何使用，方便了很多。 ”安康中院民
一庭庭长黄侠说。

“刚开始，大家的归档意识不强，我们联合司
法技术室， 定期对各庭电子档案进行督导检查，
及时发现问题并纠正过来， 全院各庭室及时归
档、规范归档的意识一步步增强。 ”雷鸣说。

到 2019 年，历时 6 年，安康中院共扫描档案
6 万多案 8 万多册， 档案工作数字化基本实现，
规范有序运行。

最让雷鸣感到骄傲的是，由于安康中院的档
案整理规范、保存完整，在 2021 年全市减刑假释
倒查 30 年工作中，为其提供了 1 万多卷宝贵、有

价值的资料；在扫黑除恶专项工作中，为其提供
了有价值的线索。

工作之余，倾心法院文化建设

从 1988 年参加工作到现在， 雷鸣与档案共
度了 36 个春秋，从“小雷”到“老雷”，他始终秉持
一个理念，那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
情用心做，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安康法院的热
爱。

“雷叔不仅档案工作做得好， 在法院文化宣
传上也不遗余力，30 多年来，多次组织全市法院
书画展览，基本上做到 5 年一大展。 同时，每年为
本院干警义写春联，坚持了 10 余年。 他还参加法
院系统书法比赛，多次在省法院组织的廉政书法
展中获奖。 ”安康中院宣教处处长张富苍说。

除了参与书画活动，雷鸣还主动参与《全市
法院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书画摄影作品集》《全
市法院探讨信息化建设论文集》《安康法院院志》
《安康法院年鉴》的编纂。 同时，还动员单位干警
积极参加上级组织的乒乓球、羽毛球等各项体育
活动，多次获奖。

“坐得住，耐得烦，天高云淡任舒卷，小事仔
细办。 事有成，利看淡，事了拂衣向前看，责任有
方圆。 ”这是雷鸣从事工作 30 多年的真切感受。

2024 年 10 月，安康中级法院办公室的雷鸣
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从事档案工作
30 年”荣誉证书，由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联
合颁发。 荣誉背后是雷鸣日复一日的坚守，是他
对档案工作的潜心钻研与热爱。

“雷鸣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给了档案事业，
为全市法院档案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重
要贡献。 大家要以雷鸣为榜样，把小事当大事干，
踏踏实实把正在做的事情做好。 ”在从事档案工
作三十年荣誉证书的颁授仪式上，安康中院党组
副书记、副院长刘来刚如是说。

“可算是找到你了，这下永远不会再分离了。 ”
日前，在紫阳县双桥镇，一个跨越 28 年的寻亲故事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走失的双桥镇解放村村民吴家银，在双桥镇第
一书记直播平台的帮助下，终于找到姐姐吴家红。 相认现场，
两人紧紧相拥，泪水夺眶而出。

故事始于 28 年前，当时吴家银因大脑受刺激，离家出走
并流浪至山西省运城市，随后便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那时候也不要身份证，买了张火车票就走了。 我也不识
字，再也回不来了。 ”吴家银回忆说。

后来，在当地热心村民的救助下，吴家银在山西生活了下
来，并安了家。 多年来，她只记得双桥“梯子沟”这个老家的地
名，虽然一直在苦苦寻找家乡的亲人，但始终无果。

11 月 10 日，吴家银的侄女王美玲又在网络上搜索起关键
字“双桥”，忽然“靓丽双桥直播间”进入了她的眼帘。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王美玲与主播讲述了亲人的经历，交
流了寻亲想法，没想到工作人员十分上心，还主动留下了她的
手机号。

“靓丽双桥直播间”是双桥镇驻村帮扶组团服务电商中心
所开设的网络直播间，于 11 月上旬正式开播，不仅帮助当地
村民销售各类农副产品， 也成为联系服务群众的一个窗口和
桥梁。

收到求助后， 作为该直播间主播之一的紫阳县委编办派
驻双桥镇解放村第一书记廖从发，便和其他干部分头行动，手
拿照片走村入户打听。 但半个多月过去了， 没找到有用的信
息。 而且时隔近 30 年，“梯子沟”这个地名早已不再使用，寻找
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尽管如此，但廖从发并没有放弃，他忽然想到 62 岁的退
休村干部王方纪可能知道“梯子沟”这个地名，便立即登门拜
访。

“和王方纪聊过之后，确定村上有‘梯子沟’这个地方，就
在解放村二组，而且他印象中有吴家银这个名字，并告诉我以
前的村民花名册等资料还封存在村委会档案室， 里面可能有
线索。 ”廖从发说。

廖从发顾不上休息，和同事分为两队，一队到解放村二组
走访村民，另一队去档案室翻看资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
有了收获。

“我们在一大堆尘封的旧档案中找到了吴家银的名字，也
在解放村二组找到了吴家银的姐姐吴家红， 通过让她辨认并
进行各种资料的比对，初步确定她们就是两姐妹，于是安排她
们尽快见面。 ”廖从发说。

“我马上 60 岁了，她也是快 50 岁了，走了这么多年，做梦
也没想到今天还能团聚在一起。 要是没有直播间、没有干部的
帮助，这辈子可能也找不到亲妹妹。 ”吴家红心怀感激地说。

目前，紫阳公安部门在开展走访调查后，已经按照相关程
序为吴家银办理户口补录工作， 正在和山西运城公安户政部
门协调户口迁移事宜。 干部们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的理
念，让流浪 28 年的村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1933 年 3 月，按照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加强党建工作，适时在安康地
区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的指示精神，中共陕南特委
派特派员王辛德领导国民党驻安康绥靖军（简称安绥军）炮兵营副营长、共
产党员袁作舟等人开展兵运工作。

1933 年 5 月初， 在安绥军中建立了安康地区绥靖军特别支部干事会
（简称安康军特支），隶属中共陕南特委领导，梁布鲁任书记，不久梁布鲁调
离安康；同年 9 月，王辛德接任书记。安康军特支成立后的工作重点是组织
安绥军士兵的武装起义。 经过半年多的积极工作，安绥军中的党员和受党
影响的群众约有 100 多人。

1934 年 1 月，安康军特支先后两次报告中共陕南特委，请求批准在安
绥军中组织武装起义，陕南特委全面分析了安康形势，认为准备工作尚不
充分，主客观条件不具备，时机还不成熟，指示暂时不要组织起义，决定派
新任特委军委书记汪锋到安康面达特委决定。陕南特委给安康军特支的指
示尚未发出，汪锋也尚未抵达安康，安康起义却已经爆发。安康军特支在未
得到陕南特委批准的情况下，坚持发动起义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安康城内
空虚，起义武装力量占绝对优势；二是安康土西门外有庙会，能得到群众支
持。

1934 年 2 月 21 日（农历正月初八），是安康土西门外刘化真人庙会日，
每年此时唱戏放花，军民人等逛会者众多，敌人疏于防范。 同时，安绥军司
令张飞生率部在汉阴、石泉围剿其叛属沈寿柏部，安康城内兵力比较薄弱。
安康军特支认为这是组织士兵举行武装起义的好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
来，随即决定 2 月 22 日晚发动起义。

2 月 22 日上午，安康军特支在西药王殿召开党员和骨干分子会议，部
署起义具体工作。会上宣布，当晚 9 时起义，并约定起义后在西药王殿山下
会合，经紫阳县去川陕革命根据地。然而，在动员士兵参加起义的过程中不
慎泄密。下午 6 时，王辛德和军特支宣传干事、特务三连副连长王泰诚发现
特务三连连长已开始采取防范措施，正集合士兵点名讲话，王泰诚当机立
断，决定立即举行起义。王辛德和王泰诚率领特务三连，前去攻打安绥军司
令部。尚未攻克之际，又与前来镇压的补充团遭遇，双方展开激烈巷战。经过 1 个多小时的
激烈战斗，终因敌众我寡，王辛德、王泰诚只得率领起义人员从小北门撤出安康城。 由于起
义提前了 3 个小时，迫击炮营仓促应变，安康军特支军事委员袁作舟最后率领迫击炮营一
部分起义人员撤出安康城。

突围出来的人员共 69 人在西药王殿山下会合，安康军特支立即召开全体会议，宣布
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简称“红一纵队”），袁作舟任纵队长、王辛德任政治
委员、王泰诚任游击指挥。会议号召打倒军阀官僚资产阶级，建立汉江流域苏维埃政府。红
一纵队连夜出发，沿汉水西进。 2 月 28 日，部队在紫阳县毛坝乱石子沟遭到国民党地方民
团截击，王泰诚壮烈牺牲，王辛德等 50 余人被俘。 在去刑场的路上，王辛德高呼口号，视死
如归，英勇就义。 仅有袁作舟等 4 人突出重围。

安康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遭受第三次大破坏、 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严重困难
的情势下发动的，震慑了敌人，教育了人民，鼓舞了
群众的斗志，具有重大影响和深远意义。同时，对配
合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的斗争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雷鸣：踏踏实实做好正在做的事
通讯员 何媛 许萌

升腾“烟火气” 更添“文明味”
记者 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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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国强在双堤巷的小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