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把猪养好 带动致富

“我想不出我还有什么闹心的
事，我的 2021 年太好了，养猪成
了，日子好了，想到的没想到的全
部实现了。”近日，宝塔区川口镇双
河口村村民罗汉树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过去的 2021年是无比幸
福的一年。

罗汉树曾经种了
近 30年的苹果，由于
技术没跟上，加上果
树老化，收入逐年
减少，一度成为村
上 的 贫 困 户 。
2015年，为了改变
困境，他萌生了发
展养猪的想法。在

村干部和驻村工作队
的帮扶下，他发展起了

养殖产业。
“政府给我协调了地，防疫

站给我配备了技术员，每逢过
年，政府还会想办法帮助我进行
销售。”罗汉树说，政府为他解决
了养猪的种种后顾之忧，他一定
要好好干。经过 5年多坚持不懈

的努力，他不仅靠养猪脱了贫，
还成了村里的养殖大户，生活越
过越好了。

每天起早贪黑，是罗汉树夫妇
的常态。“我们有两个棚是育肥猪，
一个棚是选种猪，算下来总共有
200余头猪。养猪虽然很累，但比
外出打工强很多，还比较自由一
些。”功夫不负有心人，5年多来，
他们的猪存栏量翻了 10倍。不仅
成功脱了贫，还获得了可观的收
益。

罗汉树掰着手指头算起了
账。他告诉记者，前年他挣了20多
万元，去年猪肉价格相对较低，他
收入了 10多万元，今年预计也能收
入10多万元。

“只要人勤快，好好干产业，幸
福日子就不是梦想。”谈及 2022年
的新年愿望，罗汉树信心满满地说，
现在自己的养猪技术越来越成熟，
作为一名党员，他希望新的一年能
带动村上的困难群众和他一起养
猪，凭借自己的双手努力创造幸福
生活。

“结婚以后，我一直想要两个
孩子。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抚
摸着孕肚，刘一颖满脸笑意。

90后的刘一颖是一位二胎准
妈妈。她告诉记者，她的丈夫是独

生子，没有体会过有兄弟
姐妹是一种什么样的
感觉，而她还有一个
哥哥，兄妹之间的
相互扶持在漫长
岁月中给予她
很多快乐，因此
她一直希望自
己孩子也能拥
有 这 份 手 足
情。2021年，她

如愿怀上了二胎，
这可把她和丈夫高

兴坏了。所以对她来
说，2021年是幸福的、圆满

的、意义非凡的。而2022年，她最
期待的事情，莫过于小家伙的出生
和健康的成长。

自从怀上二胎后，刘一颖坚

持每个月按时进行产检。尽管不
是初为人母，但对于未知的一切
她还是感觉有些无措。“每次去医
院产检，心情都是上上下下的，感
觉和闯关一样，特别紧张。但每
次看到四维彩超诊断书上宝宝清
晰的身形，我就感觉特别幸福。”
刘一颖说，现在离宝宝出生只剩 1
个多月了，希望一切都能顺顺利
利的。

夫妻俩还给孩子取了个胎
名，叫“多宥”。“宥字有宽厚、宽
待、宏大等意思。我们想着，如果
是女孩，‘多宥’则有淑贤善良之
意；如果是男孩，‘多宥’则有宽宏
大量之意，现在家里人都赞同这
个名字。”刘一颖告诉记者，3月 8
日是小家伙的预产期。和所有准
妈妈一样，新年愿望就是小家伙
顺顺利利出生，然后能健健康康
长大。虽然不是第一次当爸妈，
但未来的路上，他们还会慢慢学
习，陪着宝宝一起健康快乐地成
长。

宝宝出生 健康成长

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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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如白

驹过隙，转眼我

们 已 经 告 别

2021年，迎来崭

新的 2022 年。

回望过去的一

年，有感动、有

振奋、有震撼、

有怀念……这

些难忘瞬间，

串起了我们一

年的温暖记忆。

新的一年，

新的愿景。伴

随着春节的脚

步，每个人心中

都有着或大或

小 的 新 年 愿

望。我们期待

成长，学习新知

识，在不断修炼

中提升自己的

能力，成为一个

更好的人；我们

祈盼平安，疫情

消散，摘下口罩

绽放笑脸，冰雪

消融后春暖花

开；我们期待新

生命到来，奔赴

新生活，在陪伴

孩子成长的道

路上感知幸福，

成为更合格的

父母……开启

2022，愿 大 家

的新年愿望都

能实现。

岁末年初的时候，延安市公安
局交警支队一大队三中队中队长
尚延伟依然每天都忙碌在辖区的
大街小巷。叮嘱车主“戴好头盔”

“系好安全带”、上下班时候站在路
口疏导交通……忙碌不停是尚延
伟一年来每天的常态。

回顾 2021年的工
作，尚延伟认为确实应
该用一个“忙”字来形
容。尚延伟所在的
中队主要负责双
拥大道的具体业
务。该辖区学
校比较多，车
流量又大，自
2008 年参加工
作以来，他一直

奋战在道路交通
管理工作一线。每

天早上七点前，准能
看见他在岗位上执勤的身

影，不厌其烦地疏导交通，确保学
生安全到校。

“把平凡的事干好就是不平
凡。”这是尚延伟的工作座右铭。

东兴十字路口是双拥大道车流
量最大的路口，尚延伟在长期执勤中
善于发现和思考，摸索总结出了“早
准备、多上岗、频率快”的工作方法，
逐步掌握了“分时放行、东西联动、兼
顾左转”的疏导技巧，使交通拥堵得
到了缓解，车流人流有序畅通。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尚延伟还
将辖区缉查布控和缓堵保畅有机
结合，探索出一条“警力滚动、两线
兼顾”的勤务管理模式，让民警跟
着警情跑，以有限的警力兼顾高峰
期保畅的同时，给予各类重点交通
违法严厉打击。

尚延伟经常说：“我是一名党
员，时刻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
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尚延伟也是积
极递交“请战书”，连续多天坚守在
防疫一线；发现车辆违法行为时，他
刚正不阿、秉公执法，哪怕被违法车
辆拖行数米，他也没有放弃，直至制
止违法行为的升级。他的行为感动
着市民，感动着身边的同事。

14 年的坚守，尚延伟说他
2022 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坚守一
线，确保道路畅通，守护万家平安。

道路畅通 万家平安努力学习 回馈社会

“对我来说，2021年是充满感
恩的一年，2022年是充满希望的一
年。”李欢说。

李欢家住安塞区沿河湾镇茶
坊村，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因
为意外不幸离世，母亲迫于生活压
力改嫁。年幼的李欢只能和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
坚强的李欢独自

承受着父母之爱的缺失
与孤独，并把它们转
化为学习与成长的
动力。从小学到初
中、高中，李欢的学
习从来不用爷爷
奶奶操心，倒是他
的生活费常让两位
老人吃力不已。李

欢自己也总是省吃俭
用，谋算着花钱，不敢多

用一分。
但李欢很争气，2021年，他以

580分的好成绩被北京化工大学
录取。爷爷奶奶高兴坏了，李欢
自己也开心不已。只是大学里不
菲的学习生活费用让祖孙两代人

的喜悦里夹杂着哀伤与忧愁。
就在这时，安塞晶海酒店和

塞延酒店的负责人杨小军再次来
到茶坊村，给李欢送来了笔记本
电脑等学习生活用品，叮嘱他进
入大学后抛开一切后顾之忧，只
管安心完成学业，将来做一个对
社会有用的人。

李欢告诉记者，一直以来，
杨小军都在尽己所能去帮助他
和他的爷爷奶奶。高中三年，杨
小军自掏腰包供他上学，给他宽
裕的生活费用，为他购买了所有
的学习生活用品。每次见到他，
除了细细叮嘱他的学习、生活、
身体等情况外，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就是，“你只管好好学习，费用
叔来管。”

“真的特别感谢杨叔叔，这几
年他给了我很多帮助，为我的家
庭带来了很多温暖。”李欢坚定
地说，新的一年，他要更加刻苦学
习，争取学业有成。走入社会后
也会继续奋斗，尽自己所能做一
个像杨叔叔那样的人，去回馈社
会。

2022
“这一年，全民新冠疫苗接种

有序推进；这一年，全市医护人员
奋战在抗疫一线……细数 2021年
的点点滴滴，我深感不易，也为自
己身为一名护士而感到自豪。”延

安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
科护士杨春霞说。

2021年 12月，延
安经历了新一轮疫情
防控阻击战，疫情防
控警报拉响的那一
刻，全市所有医护
人员都进入了备战
状态，其中就包括
杨春霞。冲到疫情
防控的最前线，这段

经历让她印象深刻。
杨春霞告诉记者，

疫情防控“集结号”吹响
后，她立即写下了“请战书”，主

动请缨，恳求加入到外出采集核酸
队伍当中。因为小区采样点是设在
户外的，寒风刺骨。出发前她们都
在防护服里贴了暖宝宝，但是依然

抵不住室外的寒气。尽管如此，现
场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个人退缩。最
让她感动的是，市民特别能理解医
护人员的辛苦，主动做好个人防护，
有序地排队完成检测。很多人采样
完成后都会对医护人员说：“谢谢，
辛苦了。”

事实上，这不是杨春霞第一次
请战。早在2020年初，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的突发，她第一时间递交了

“请战书”，随陕西省第三批医疗队驰
援武汉，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光谷方舱医院。那时，她每天负责近
50位病人的诊疗护理工作。

时光如梭。转眼间，2022年如
期而至。面对全新的2022年，杨春
霞依然热情满满。

“生活总是充满希望，就算眼
前有点小坎坷，但是冬去春来，疫
情肯定会过去。希望 2022年大家
能够摘下口罩，自由呼吸，笑脸相
见；希望世间少疾病，健康平安过
好每一天。”杨春霞说出了医护人
员共同的心声。

摘下口罩 笑脸相见

“2021 年，最高兴的事儿就
是把以前养猪欠的钱还完了。”
50 岁的高永梅是一名普通的建
筑工人，平日里主要干些儿轧钢
筋、搬运砖头的活，在工地上足

足做了 5年多。
早出晚归是高

永梅的日常。每天
早上六点，高永
梅骑着摩托车
准时来到工地，
开始一天的工
作。有时活儿
太多，她连吃
口热乎饭的时
间都没有，只能

将就吃点儿面包
或泡面，一直到晚

上七八点才能收工
回家。

在多数人眼里，高永梅干得
是体力活，可是她自己却从来没有
觉得辛苦。高永梅说，自己没什么
文化，也没什么手艺，就只能干些
体力活。虽然工作很累，可是一想

到能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她觉得
再苦再累也值得。

高永梅的老家在榆林市绥德
县。早些年，她和丈夫在村里经营
着一家养猪场，由于缺乏经验，技
术不成熟，加之猪肉价格不稳定，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万般无奈下，
夫妻俩关闭了养猪场，一起来到延
安定居打工。

“有手有脚，不管在哪里，只
要不懒，肯吃苦，就能挣到钱。”高
永梅告诉记者，工地上是干一天
活，挣一天钱。一天差不多能挣
150元到 200元。为了多挣钱，还
清养猪欠下的债务，给家里人提
供更好的生活条件，2021年一整
年她和丈夫都奔波在各个工地
上，一天也不敢闲着。现在因为
天冷了，没工程，她才不得已歇下
了。

谈及 2022年的心愿，高永梅
的想法淳朴而简单。她表示，希望
新的一年，在技术上，精益求精，更
上一层楼。在生活中，多挣点钱，
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多挣点钱 过好日子

我的新年愿望我的新年愿望

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