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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大量返乡，岚皋的年货市场顿时变
得热闹起来。

在县城繁华的建设路上，各式各样的糖果、精美的对联和灯笼、
新鲜的水果和肉类，应有尽有。 人们穿行在热闹的大街上，尽情挑选
自己需要的年货。

“邹老三炒货店”是建设路上 20 多年的“老字号”，80 多平方米
的店里摆满各种炒货干果和糖果。 装袋、称秤，3 名店员忙得不亦乐
乎。

店主邹学财说，每年到了腊月，自家的店早上 6 点半就要开门，
先是补充货品，接着炒货，店里一天下来有近 1 万元的营业额。 根据
往年惯例，往后几天人气更旺，营业额每天也都在 2 万元以上。

在外务工的李先生刚从宁波返回岚皋， 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进
店里，他选购了瓜子、花生、松子、开心果、龙眼干、巴旦木等干果，花了
近 400元。 他说，这些是过年的“刚需”，在县城炒货店里顺道买了，下午
坐车回家就不用往镇上的超市跑了。 自家喂养的有鸡，其他的猪肉、牛
羊肉不会买太多，够过节吃就行了，后面可以随时买新鲜的。

水果在过年期间是必需品。 在街上一家水果摊前，三五成群的
市民围在一起挑选心仪的水果。 来自汉滨区瀛湖镇的老板陈服真笑
容满面地向顾客推介着，很快就有 200 多元的进账。

“最近几天，置办年货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每天有 2000 多元的收

入，我估计和去年一样，越是后期生意越好。 ”陈服真说。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在岚皋县烟火气汇聚之地———肖家坝

农贸市场，随处可见拎着大袋小袋采购春节所用食材的市民。
在市场一隅的“茗叶康土特产店”，店主冯丽正在给几位顾客过

秤自己烘烤的豆腐干和黑猪肉麻辣香肠。
“进入腊月以来， 我家店里的土特产在线上线下销售得特别好，

尤其是这几天，回村收购土猪肉熏制的 2 万多斤腊肉、腊猪蹄等全部
提前销完。 ” 冯丽介绍，今年岚皋县村民过年有一个显著的变化，那
就是自家养的猪不再是全部熏制腊肉留着自己食用， 取而代之的是
多余猪肉全部出售，换成了一张张“红票子”。

走进县城里的购物广场、惠家超市、盛源生活超市，店内张灯结
彩，商品琳琅满目，挑选年货的人明显增多。

市民李女士在店里选购了一些新年饰物和几包调味品。她说，到
时卤点猪肉和牛肉就行了，来客了可以随吃随买。现在的超市年节供
应丰富，过年了一定要把家装扮一下，欢欢喜喜过大年，保持愉悦的
心情。

惠家超市负责人刘志国介绍，目前市民到超市购买商品备年货，
基本都是根据家庭消费刚需，有的还制定预算清单，消费十分理性。
目前，超市采取打折、消费券优惠等措施带动消费，客流量增多了，营
业额比平时增长了 30%左右。

屋外寒风瑟瑟，室内暖意浓浓。 进入腊月，汉
滨区铁路幼儿园的一次班会课上， 大三班孩子们
在老师的引导下，围绕“孝义”主题踊跃发言。

“我觉得孝义是尊敬长辈、关爱家人；孝义就
是爱我们的幼儿园， 爱我们的班级， 爱我们的老
师；孝义是答应别人的事情要做到；我觉得孝义就
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累了，给他们倒杯水、捶捶
背。”孩子们稚嫩质朴的话语不仅生动地诠释了对
“孝”的感悟，同时把对长辈的尊敬爱戴、对孝义的
理解与真挚情感延续到了生活和成长中。

“我们从 3 至 6 岁儿童年龄特点出发，融‘孝
义’教育于一日生活，通过打造孝义文化长廊，设
置 ‘孝义故事手绘墙’‘孝义智慧故事机’‘孝义游
戏场’‘孝义阅读吧’等，积极营造多元立体的‘孝
义’文化氛围。 ”汉滨区铁路幼儿园教育集团党支
部书记朱晓红介绍。

近年来， 我市持续深入推进孝义善举培育工
程走深走实， 引导教体系统广大师生大力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养成重孝尚义的良好品行，携手
共建孝义校园。目前，仅汉滨区就有 273 所中小学
增设“孝义课堂”，建成孝义校园 89 个。 全区共获
得市级以上德育先进集体 44 个，省市级德育先进
个人 62 人，区级以上优秀教师 360 人、新时代好
少年 282 人。

一大早，汉滨区关庙镇文化村“爱心食堂”的
厨师们就忙碌了起来，开始为村里 70 岁以上的独
居和留守老人准备早饭。“爱心食堂”外，左邻右舍
相处几十年的老兄弟、老姊妹围坐在一起，一边烤
火一边闲谝，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汉滨区关庙镇文化村爱心食堂负责人李辉智
说：“‘爱心食堂’采取自愿的方式，每月交一百块
钱， 家里 70 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在周一至周六
‘免费’用餐。 ”

据了解，2022 年 6 月， 汉滨区关庙镇文化村
为了解决村里 70 岁以上独居和留守老人的实际
困难，村委会和乡贤五老通过开展道德评议会，共
同探讨，一致决定在六、七组集中一个“点”通过建
设“爱心食堂”，开展互助养老模式。 同年 12 月 24
日“爱心食堂”正式开始运行，至今已运行两年多。

汉滨区关庙镇文化村党支部书记李辉普说，
孝老爱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文化村将持续
办好爱心餐厅， 大力弘扬孝义善举， 大兴孝义新
风，建设和美乡村。

行走在汉滨区老城街道的大街小巷， 不仅可
以感受到浓浓的年味， 还可以感受到浓厚的孝义
氛围，培新街社区“窗帘行动”“戏曲自乐班”让老
人们事事有人操心、生活多姿多彩；大北街社区定
期组织开展健康讲堂，让老人们健康有人呵护；老
城社区打造“智慧养老”平台，建设孝义长廊、孝义

巷、孝义食堂、老年大学，让孝义文化代代相传。
“我们将孝义善举培育工程作为街道的一项

重点工作常态长效推进，以‘智慧养老’为媒介采
取公办民营的形式建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3 处，
搭建孝义长廊、孝义巷、孝义食堂、老年大学等多
元化载体，让孝老爱亲风尚遍地开花，推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老城落地见效。 ”汉滨区老城街道
办宣传统战委员汪雯雯说。

“社区的孝义宣传做得比较好，社区的氛围也
好，都知道要孝敬老人、爱护儿童。 ”老城办大北街
社区居民杨小娟深有感触。

建设孝义校园、爱心食堂、打造孝义社区，让
老人们安享晚年，现如今，全市各地正以“孝”带
“德”，以“义”促“业”，全力打造“孝义文化”，让崇
孝尚义蔚然成风。

池河镇西苑社区是石泉县最大的搬迁安置社
区，根据社区居民需求，西苑社区配套建设包含图
书阅览区、亲情联络区、文体活动区、多功能教室、
手工室等多个功能区的儿童成长家园， 并在假期
招募教师或大学生组成志愿服务队伍， 提供日间
照料托管、假期作业辅导、兴趣才艺培养等服务，
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安全温馨、舒适快乐的学习、
生活环境。

西苑社区儿童王琰说：“我平时在家都是跟爷
爷奶奶住，作业爷爷奶奶也不会教我，自从到了这
个社区，我就可以参加舞蹈、太极等兴趣班，不会
的作业也可以问这里的老师， 让我的假期更充实
了。 ”

在紫阳县焕古镇， 当地精心编排大型实景剧
《义渡风云》，通过生动的表演，传递剧中“感恩”主
题。 同时，焕古镇还建设了集家风文化展览馆、义
渡文化广场、“7·18”抗洪抢险纪念馆、孝义景观小
品等元素的“孝义文化一条街”。游客在品香茗，赏
美景的同时，还能深切体验到“孝义文化”的独特
魅力。

旬阳市白柳镇白柳社区广泛设置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德明星榜”，引
导广大群众见义勇为、孝老爱亲；城关镇把家庭作
为孝义善举培育的细胞，大力实施家规家训“挂厅
堂·记心堂”“讲述家风情怀”行动，强化感恩教育，
恪守孝行道义，开展多场次孝义主题巡回演出，弹
奏出孝义善举最美音符。

聚焦孝义校园、孝义机关、孝义乡村、孝义社
区、孝义家庭、孝义企业……如今的安康大地，孝
义善举已成为人人愿为、人人能为、人人可为的自
觉行动，“孝” 的观念已经融入到了每个群众的精
神世界，“善”的意识已经根植群众内心深处，一张
“陕南首善之地、全省民风高地”的新名片正散发
光芒。

孝孝义义 新新风风 进进 万万家家
记记者者 钟钟剑剑 奕奕涵涵 张张昊昊

年货 市场 消 费旺
通讯员 张天兵

作为一名基层市场监管人员，2024 年我经历了很多，感悟了很多，也收获
了很多。

这一年，我和同事们深入大街小巷，穿梭于城乡市场的各个角落，认真开
展监督检查，整治违规经营，宣传文明诚信理念，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夜晚
的灯火阑珊，我的脚步从未停歇，不曾有丝毫懈怠，当看到通过我们的不懈努
力，市场环境逐渐变得整洁有序、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群众身体健康和生
命安全得到维护，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化作了满足和欣慰，我觉得工作再苦
再累也值得。

然而，命运似乎在不经意间给我开了个玩笑。 在去年 11 月的一天早晨，
我走路不小心把脚崴了，起初我并未将其放在心上，只当是生活中的一个小
插曲，想着会和小时候一样，过几天就会好起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脚踝和
膝盖处的疼痛日益加剧，甚至出现了关节变形，走路一瘸一拐，那种钻心的疼
痛，仿佛是对我忽视身体的警告。

但是，当时我手头上的工作到了验收的关键时刻，不能丢下不管。 我一边
上班一边治疗，锻炼与牵引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每一次努力，每一滴汗水，
都饱含着我对恢复健康的渴望，也正是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我深刻地领悟
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只有珍惜身体，才能更好的为事业拼搏。

在工作之余，我将内心的感受与思考化为文字。 100余篇宣传单位的稿件从
我的笔下流出，有 3 篇还有幸登上了《中国市场监管报》，我用文字传递着单位的
正能量，也展现着我们为市场秩序付出的努力。 不仅如此，我还撰写了一些散文，它们发表在《安
康日报》《西安日报》《乌海日报》《陕西工人报》等报刊上，其中《年味浓处是故乡》在“学习强国”陕
西学习平台征文中获奖，《柯愈鑫： 让山货火起来产业活起来乡亲富起来》 获 “全国农民报好新
闻”。 文字成了我心灵的寄托，让我在忙碌的工作与治疗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港湾。

回首过去的一年，有汗水、有泪水，有疼痛、有煎熬，但更有收获、有成长。 展望
2025 年，我深知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依然充满挑战，但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我都将
认真生活，扎实干事，不负时光，不留遗憾，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书写属于
自己的精彩篇章。

身高 1.16 米，双腿严重弯曲、错位、变形，行动极为不便，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
力，他就是王庭德。但身体的残疾并未浇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他凭借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打
破了命运的枷锁，相继荣获旬阳市残疾人自强模范、安康市自强不息好青年、第四届安康市道
德模范等荣誉称号，获聘安康市电化教育馆“互联网+德育”宣讲员和陕西省新时代文明实践
宣读师，此外，王庭德还在文学创作领域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记者见到王庭德时，他正在校对自己写的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这个世界无须仰视》，为即
将进行的第三次出版发行做准备。 他告诉记者，2024 年，他的生活依旧充满了挑战，但是社会
给予他的温暖与关怀，让他勇敢向前迈进。

王庭德说：“过去这一年，对我而言无疑是收获满满的一年。我有幸被聘为陕西省新时代文
明实践宣读师。在图书馆工作之余，我走进学校、企业和机关单位，累计进行了 45 场励志报告。
每当站在讲台上，看到台下那一双双闪烁着期待与渴望光芒的眼睛，我仿佛看到了曾经在困境
中苦苦挣扎的自己。所以我都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身体的障碍，永远无法阻
挡心灵的自由翱翔。 ”

就在不久前， 王庭德的长篇自传体纪实文学 《这个世界无须仰视》 迎来了一个重要时
刻———即将第三次出版发行，今年恰好是这本书再版 10 周年。 当出版社把这个消息告知王庭
德时，他的内心百感交集，激动与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这本书对我来说，宛如生命的延续，不仅
是个人经历的记录，更是我向世界发出的坚定声音：无论身处何种境遇，我们都有追求美好生
活的权利，不要被他人同情的目光束缚，要勇敢地拥抱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

“特别令我感动和荣幸的是，陈彦老师、白岩松老师等业界前辈为我撰写推荐语。他们的肯
定和鼓励，对我而言是一种极高的赞誉，更是一股强大的激励力量。 让我充满了继续前行的动
力。 ”王庭德坦言，一路走来，社会给予他莫大的温暖与关怀，让他深切地感受到，世界充满了挑
战，但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善意。 “这些温暖，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海，赋予我无穷
的力量，让我有勇气和信心战胜一切困难。 我希望我的故事能成为一盏明灯，为更多人照亮前
行的道路，无论身体是否健全，都能从中汲取力量，勇敢地追寻梦想。 我无比期待《这个世界无
须仰视》的再次出版，希望它能触动更多读者的心灵，让奋斗精神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

赏“年俗”、品“年味”、逛“年集”……今年春
节期间，汉阴县以“欢欢喜喜过大年”为主题，围
绕文化艺术、公共服务、非遗保护、休闲消费等
方面， 充分发挥第一批陕西省公共文化服务高
质量发展示范县引领作用，打造县、镇、村三级
联动的文旅活动，提升民众的幸福感，助推优秀
传统文化创新传承。

农历小年，汉阴剧院人潮涌动，广大群众满
心欢喜走进剧院， 观看县文化艺术中心策划的
新年春晚。 不仅如此，春节前后，全县文化系统
全面梳理思想主题突出、艺术制作精良、适合春
节观演的优秀剧节目， 走进县剧院进行高水平
演出。积极邀请引进县内外精品剧目，组织实施
“巳岁安康 福润汉阴”春节晚会，推出“锦绣汉
阴 金色乐章” 新年音乐会、“七彩童年 金蛇迎
春”等多彩演出。 以儿童剧、歌舞综艺、曲艺、小
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内容， 采取传统或现

代的形式，拉近艺术与民众的距离，探索举办沉
浸式演出、场景化新演艺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

过年看戏 ，是很多群众脑海深处的 “烟火
回忆”。 为营造欢欢喜喜过大年氛围 ，汉阴县
文旅广电局结合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特色 ，
在春节期间组织各镇开展迎新年“好运连连 ”
翰墨飘香迎新春义写春联、“与古为徒 ” 临帖
展、“美食品鉴长桌宴”、“草根明星大舞台”全
民 K 哥大赛、戏剧演出等多项系列文旅活动。
同时 ，县图书馆 、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馆 ，组
织开展主题展览、经典诵读、公益讲座等一系
列便于参与的文化活动 ， 努力让广大群众过
一个高品质的文化年。

“我最喜欢看皮影戏 ，感觉幕布上的人物
特别有意思，比动画片还好看。 ”家住双河口
镇三柳村的小朋友来到县城广场 ， 看到皮影

戏表演十分开心。 春节期间，汉阴县策划举办
“非遗焕彩 走进生活” 汉阴年货大集 、“非遗
民俗大拜年”、非遗美食“涧池烩面片 ”大赛等
系列活动 ，安排曲艺 、皮影戏 、传统年货展销
等非遗项目专场文旅系列活动 ， 以实际行动
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春节的欢乐 ，源于团聚 ，更源于民族共同
的记忆。 今年春节，汉阴县以城关镇 “社区春
晚 ”、涧池镇 “文艺展演大拜年 ”、平梁镇界牌
“村晚”为示范带动，开展春节“村晚”大联欢、
全县“村晚”接力云活动。

同时，该局组织发动县内非遗工坊、新闻媒
体、 文化能人和热爱文化、 传播文化的网络达
人，用镜头记录新春文化传承实践相关活动。通
过抖音、小程序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展播，打造内
涵丰富、能量满满、群众喜闻乐见的线上文化活
动，营造欢乐吉祥、温暖和顺的中国年氛围。

勇敢追寻梦想
记者 鲁功敬 张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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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阴：享文化盛宴 过欢喜大年
通讯员 王越

1 月 27 日， 市民在汉
滨区五里镇集市选购年画
对联，尽享浓浓年味。

陈德模 摄

▲ 1 月 23 日，2025 年全国春节“村晚”
示范展示活动在汉滨区五里镇五里社区举
行，并通过“云”直播向全国人民拜年，为全
国人民献上一台春节文化盛宴。

余迟 摄
荩 1 月 21 日， 镇坪县曙坪镇兴隆、大

树、双坪片区举办“迎新春 谋发展”文艺汇
演活动，现场欢乐喜庆。

屈光波 韩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