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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脖路”成“顺心路”群众出行喜开颜
本报讯（记者 乔建虎 黄建斌 通讯

员 郝波）近日，宝塔区东十里铺铭馨苑
小区十字路口西侧道路整改完毕，这一困
扰车辆和行人出行的“卡脖子”路段彻底
通畅，极大地方便了群众的出行。

站在铭馨苑小区十字路口处，记者看
到，笔直的马路宽敞整洁，车辆来来往往，

畅通无阻。路口西侧，新铺设了人行道，
确保群众出行方便。

市民贾磊说：“以前这里就是卡脖子的
路，右转道全部都是山峁，车流量比较大，时
不时发生小事故，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铭馨苑小区十字路是连接新区的重
要交通枢纽，针对群众反映的出行难，今

年 10月份，宝塔区桥沟街道办积极与市
政部门协调，于11月份正式整改完毕，有
效缓解了交通压力。

“以前只有一个道，人和车就往一块
儿挤，新区下来堵在这里十几二十分钟才
能从这个口子出去。改造后好了，不堵
了，方便多了。”出租车司机张豹说。

宝塔区桥沟街道纪工委书记贾小宁
表示，他们协调征用了村集体 3.5亩地，
用来扩路，现在彻底解决了铭馨苑十字
路口的卡脖子问题，把安全隐患彻底消
除了。下一步，他们准备协调相关部门，
对长青路沿线太阳能路灯不到位的问题
进行整改。

衣食住行看变化

土炉饼 香飘远
通讯员 白永丽 记者 叶四青

“老板，一个油旋。”“老板，我还要等
几个呀？”一大早，延川县大禹广场水厂
沟李呈炜的土炉饼就迎来了一波又一波
客人。他们说，寒风瑟瑟的冬日，吃上一
口香喷喷、热乎乎的现烤油旋，酥脆鲜
香，胃暖暖的，心也暖暖的。

油旋在当地也叫土炉饼。李呈炜烤
制油旋所用的面粉是优质高筋粉，油是
最好的豆油，再用传统的土炉烧制，油而
不腻，酥脆可口，让食客们吃了还想再来
吃。如今，在水厂沟附近的小区及周边，
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回头客。

“我都是十来个十来个地买，这饼子
特别香，特别酥，特别好吃。”居民张荔说
着，匆匆忙忙地拿着滚烫的油旋消失在
人群中。

“像这种饼子，全城没有几家，都嫌
麻烦，工序多。主要是味道好，这么多年
不但饼子的价格没变，质量也没变，始终
还是一个味道。”居民白彩玲高兴地说。

在物价不断上涨的今天，其他地方的
油旋早已涨到两三块钱了，但是李呈炜的
油旋多年来一直坚持一块钱一个。饼摊
女主人贺晓琴每天娴熟地忙着揉面、揪
剂、擀面、放椒叶、放盐、抹油酥、塑形，然
后又是烙又是烤，七八分钟后，热乎乎、香
气四溢的饼子就带着食客的浓浓期待出
炉了。尤其是天气凉后，热气腾腾的饼摊
香味四溢，等待之人带着垂涎欲滴的迫切
和渴望，一圈又一圈、一轮又一轮地围着
饼摊等待油旋的新鲜出炉。

制作土炉油旋，火候控制极其重要。
火大了容易把饼烤焦，火太小温度又不

够，所以要时刻注意炉内的温度并观察饼
的变化，这样烤出来的油旋才能外脆里
酥、喷香四溢。现烤现吃最过瘾，但等待
出炉的煎熬滋味也让人难忘。饼摊女主
人贺晓琴摘面、擀面、包馅……看似行云
流水，背后却是几十年功力的磨练。

李呈炜两口子的饼摊没有响亮的招
牌，仅一辆篷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
雨无阻。他今年 50岁，妻子 45岁，他们
都是榆林清涧人。上世纪 90年代，没有
学历、没有手艺，家里光景惨淡，为了谋
生，李呈炜选择了打饼子这一行当。没
有学打饼的钱，他就靠看、自学，慢慢琢
磨，在家乡清涧打饼 8年后，举家搬迁来
到延川，继续摆起了饼子摊，这一摆，又
是15年。

“除了中途出了车祸养病几年，我打
了20多年的饼子，没其他手艺，全家就靠
这个摊子撑起生活的希望。”李呈炜说。

夫妻俩对土炉打饼的要求很高，坚
持用老面发酵，对火候的控制也有着精
准的标准。“冬天时，早上的面粉是要第
一天晚上弄起来；夏天时面粉可以当天
发，但也要提前 2个小时，这样才能保证
发的面做出的饼外脆内软。”李呈炜说，

“我们一般夏天从早上4点就开始为开店
做准备，冬天每天 5点多，我们就会准时
出现在水厂沟。每天买料、发面……缺
一不可，直到晚上七点钟才关门。”

因为客源稳定，李呈炜知道每天大
概需要一袋面。生意好了，主人需要长
时间站着打饼，一个人肯定熬不下来，因
此，他将妻子也教成了打饼的好手，两人

轮流打饼，即便遇到下雨天和雪天，他们
依然坚守“岗位”，从不“爽约”。

“累了就在店里坐一下。”“辛苦当然
辛苦，但是做什么工作不辛苦呢。”“比上
班族规定时间要自由一点，哈哈……”夫
妻俩话里话外透露着乐观满足，“现在生
活得以改善，是多年来我们两口子打的
一个个饼子换来的，比打工强多了。”

靠着饼摊的生意，夫妻俩供养了3个

孩子。如今，老大已经上大学了，老二初
中，老三上小学。夫妻俩还在附近买了
房，简单装修后，开心地住了进去。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印记。李
呈炜的小小土炉饼摊虽不起眼，香酥的油
旋也不是珍贵的美味，但在手艺人一双双
勤劳的双手下，它是家乡的味道，也是生
活的脉动。饼香味不断远飘，手艺人李呈
炜夫妇的人生也在不断美满着……

BaiXingGuShi百姓故事

本报讯（记者 贺秋平 赵坤 实习
记者 强雨欣）说起家政，很多人习以为
常地将其与“阿姨”联系在一起。但在延
安，有这样一群年轻的退伍军人，他们打
破刻板印象，选择从事家政服务，把部队
里的内务标准用到家务里面，在我市家
政行业迅速火爆“出圈”。

排成队列，带着设备，精神焕发……
一大早，“兵哥到家”家政服务团队的队
员们就来到客户小区楼下集合。进入客
户家中后，队长许塞利有序安排人员分
工，队员们各司其职进入工作岗位，用一

套标准化流程和严格的要求为客户做着
家政服务。

“像毛巾，我们按照干湿分离做了分
配，打扫卫生间的是卫生间的毛巾，打扫
卧室的是卧室毛巾，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以细致工作为客户提供精致服务。”“兵哥
到家”家政服务创始人许塞利告诉记者。

许塞利是安塞区人，曾在新疆某地服
役。今年8月份，他在和四川的战友闲聊
时了解到，退伍军人家政服务在四川广受
欢迎，想到自己也在部队接受过专业的训
练，且延安当地还没有类似的家政服务，

许塞利当下便决定联系战友在延安开展
业务。“我是一名退伍军人，有信心把部队
的内务标准带到家政服务当中，为大家提
供优质的家政服务。”许塞利说。

“大家细心一点，把各自的区域再清
理检查一遍。”团队成立以来，从“内务”
到“家务”，许塞利和他的队友延续部队
的高标准要求，无论是开荒保洁还是日
常清理，每次结束后，团队都会戴着白手
套检查验收，确保不留下任何卫生死角。

卫生标准严格，各项服务优质，品
质有保障……“兵哥到家”家政服务团

队成立短短几个月来，依靠良好的口碑
和短视频平台的展示，广受客户的肯定
和市场的青睐。“我们平时上班比较忙，

‘兵哥’给我家打扫后特别干净，值得信
赖。”业主梁泽对他们的服务赞不绝口。

如今，“兵哥到家”家政服务团队的
订单越来越多，团队的规模也从一开始
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十多个人。

“我们打算吸纳更多退伍军人加入
家政服务行列，为市民提供优质家政服
务的同时，也为广大退伍军人提供就业
的机会和平台。”许塞利说。

从“内务”到“家务”

延安90后退伍小伙办起家政服务团队

● 李呈炜夫妻俩在饼摊里忙碌

本报讯（通讯员 张龙 记者 叶四青）近日，国
家级非遗项目“子长唢呐”培训班正式结业，所有参训
学员穿戴富有陕北特色的羊皮马甲、红肚兜和羊肚子
头巾服饰参与结业演出，使出浑身解数集中展演所学
精华。在为期9天的培训中，子长市80余名唢呐艺人
齐聚一堂共同学习，增进技能。

本次培训是近年来子长市相关部门组织规模最
大、参加人数最多、邀请专业老师授课量最多的一
次。“原来指法不太规范，这次培训得到了很大提高。”
从事唢呐行业 20多年的学员贺建雄高兴地说。“培训
中老一辈的非遗唢呐传承人给我们吹了很多老曲调，
是子长的味道，是地地道道的陕北文化的味道。”学员
郝卓说，此次培训不仅提升了唢呐相关知识，也为继
承和弘扬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坚强的
理论保障。

“希望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民间唢呐艺人的吹奏
技艺，从而让子长唢呐更好地发展和传承。”子长唢呐
协会副主席贺东说，今年以来，子长在挖掘、发展子长
唢呐文化方面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随着
唢呐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全市唢呐班子发展到 100
多个，吹奏人员近千名，演奏形式由原来的老五班吹
奏变为数百人的群体演奏，子长唢呐成了子长一张靓
丽的文化名片。

同时，子长市积极挖掘、保护、传承民间优秀文
化，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组织队
伍两出国门，二十多次上央视，登上国家大剧院，先后
斩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第二届全国唢呐
展演一等奖等十多个中、省大奖，先后被文化和旅游
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被陕西省文化和旅
游厅命名为陕西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21年，子长
唢呐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

“下一步，我们将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相结
合的方式，以非遗保护传承和发扬为重点，打造特色
民间文化活动品牌，让子长唢呐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新时代迸发新的活力。”子长唢呐协会主席
马小红表示。

唢呐艺人齐聚一堂
传承非遗增进技能

非遗传承在延安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通讯员 常娟）“非常感
谢社区为我们小区安装了路灯，解决了我们盼望已久
的事情，谢谢你们。”近日，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北苑社
区广通路山体居民王莲芳高兴地说。

12月15日傍晚六点多，看着从山脚下蜿蜒延伸到
自家门前的一盏盏太阳能路灯，王莲芳和邻居们开心
不已。北苑社区广通路地矿山体巷道悄然亮起的明
灯，不仅照亮了群众回家的“平安路”，也照亮了居民
散步休憩的“幸福路”。

广通路地矿山体是北苑社区居住人口最密集的
片区之一，地势较高且山路坡陡，再加上岔路较多，回
家晚了就得摸黑走路，十分不安全。没有路灯，给老
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多不便和安全隐患。今年以来，北
苑社区将安装路灯提上日程，多次谋划、实地考察，并
协调多方资源解决资金问题。为节省经费，社区工作
人员自己动手组装、安装。

“小路灯”温暖“大众心”。此次亮灯行动，北苑社
区共为群众安装太阳能路灯10余盏，大大提升了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小路灯照进山体居民心

ZouJinSheQu

走进社区

本报讯（通讯员 李彤）“惠艳阳，你最近身体
怎么样了？”近日，延安热电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刘
晓源来到长年患病的老党员惠艳阳家中，对她进行
送学上门。

惠艳阳因为疾病，常年在外地就医。热电公司第
二党支部在对她进行电话回访时，得知她近段时间回
家休养，便决定当天上门，了解一下她最近身体治疗
情况，同时给她送学上门。

在惠艳阳的家中，刘晓源从生活、身体和学习几
个方面与她促膝长谈，代表支部为她送去学习书籍，
并叮嘱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鼓励她在家多学习，积
极发挥余热，为公司安全发展建言献策。惠艳阳感谢
党组织一直关心她，经常电话回访、上门慰问她，她表
示，在自己身体情况好转的时候，会时刻关注和参与
支部微信群的线上学习、分享和交流。

“我们通过送学上门活动，温暖患病党员的心，增
强老党员的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让他们时刻感受
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刘晓源说。

党员教育全覆盖
送学上门暖人心

● 支部书记上门给患病党员送学习资料

在线生民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庞
琨 任健）“养老保险如何缴纳？”“小额保

险什么时候截止？”……12月 26日晚7点
30分，在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的社

区书记直播间里，南关社区党总支书记霍
相春准时出现，化身“政策宣传主播”，通
过详实的案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实时回
复辖区居民的在线提问，并为他们送上医
保等相关政策。

之所以叫社区书记直播间，是因为直
播间以洛川县城市社区辖区内的各个社
区书记为主力进行直播，为辖区居民解读
政策、法律法规，现场连线解决居民的急
难愁盼问题，收集居民对社区建设和发展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提升居民的参与感和
幸福感，共建社区和美家园。

社区书记直播间自开播以来，还分别
邀请了县司法局、人社局社保所、消防队、
疾控中心的相关人员进入直播间，共同为
居民讲解惠民政策。目前，他们已经直播
了21期，征集问题52条，其中取暖问题9
条、民生类问题 21条、物业类问题 16条、
其他问题6条。

“社区书记直播间会分享一些贴近生
活实际的政策、消防安全、健康讲堂等知
识，还有一些公益活动，让我们在家就可
以学习，并及时了解社区工作动态。这一

工作很创新，我们很方便。”南关社区居民
龚芳玲对记者说。

今年以来，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
心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收集到的
问题予以最快反应，在 11月 7日的一场
直播中，社区干部看到群众互动留言中
有反映路灯不亮问题，第二天，社区干部
就到城管局，对路灯问题进行了解并协
商解决办法。了解到街道路灯更新了设
备，是设备故障导致路灯不能正常照明
后，他们立刻派技术人员前去学习操作
技术，使路灯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同时，
还协调在学生上学、放学时间段延长照
明时间。

目前，洛川县城市社区服务中心已
解决直播收集到的问题 18条。洛川县
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将继续以直播间为载体，引导社区不
断探索“线下+线上”便民服务形式，建立
线上线下两个服务阵地，打通社区和居
民互动的“最后一米”，将“关键小事”办
成“暖心实事”，让民生服务工作有力度
更有温度。

社区书记变身主播 答疑解难“云”上为民

● 社区书记带领工作人员正在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