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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中的二氧化硫残留，
这样就能轻松去除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吴舒捷 田伟）屋
外寒风凛冽，室内暖意融融。12月5日，记者走进洛川
县老庙镇路村郭宏斌家中，屋内干净整洁，室内温度达
到了20℃，一改往年冬季农村捣炭烧煤取暖，院里屋里
烟雾缭绕的现象。

郭宏斌告诉记者，今年通过政府补贴，他只花了
200元就用上了新型生物质炉具，既安全又环保。“这
炉子的好处就是把燃料放进去，再把料斗子加满以后，
通上电就自动生火旋转上料，不用一直往里添料，环保
卫生还省力。”一边说着，郭宏斌一边向记者介绍演示
生物炉的使用方法。

入冬以来，为了解决群众取暖问题，洛川县经济发
展局将路村等全县 29个村，确定为清洁取暖试点村，
通过安装新型生物质炉具，以生物质颗粒代替煤，让农
村群众也能舒适过冬。

同村村民郭天礼也安装了新型生物质炉具。他告
诉记者，生物质取暖炉一共有7个档位，可以自由调节
上料速度，还带有风机，天冷或者用这个做饭的时候就
可以把档位调高，晚上睡觉为了保持恒温就调低，节能
环保。

在洛川县凤栖街道芦白村，已有12户村民安装了
空气源热泵水暖机组，村民贾换侠享受政策改变了原
先家里生火炉取暖的方式。“用了之后，我感觉非常好，
和煤价比起来还便宜，而且方便、干净、卫生。”贾换侠
高兴地说。

为了全面推进清洁取暖工作，洛川县在城镇建成
区加快发展集中供热，在集中供热没有覆盖的部分县
城区域及农村，按照“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
受”的方针，因地制宜，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开展“电代
煤”“气代煤”及可再生清洁取暖工作。目前，土基镇黄
连河村安装空气源热风机14户，安装新型生物质炉具
59户，杨舒便民服务中心北谷社区热源清洁化改造示
范项目正在推进中，建成后将形成空气源热泵机组系
统集中式供热。

“下一步，洛川县将采取‘试点先行、打造亮点、逐
步推进’的实施步骤，依据县域南中北塬气温差别，优
选切合实际的改造路径，积极动员采取‘光伏+清洁取
暖’和生物质颗粒取暖炉的模式，依据本地生物质资源
特点，补足清洁型煤和生物质颗粒生产加工、安装服务
和供应产业链，进一步提高居民清洁取暖可承受能力，
促进能源生产、农村生活方式改变。”洛川县经发局统
筹办主任任学斌说。

清洁取暖，让民心更暖天更蓝

枸杞为何要用硫磺熏制？
枸杞含糖量高，很容易生虫、褐变。晒干之后

要运往全国各地，遇到高温它就会受潮发霉、腐烂
变质。很多商家都会把枸杞用硫磺熏一下，让枸
杞变得特别干燥，表皮特别硬，不容易吸收水分，
起到防虫、防腐、护色的作用。

一、四招轻松鉴别好枸杞
看 颜色鲜红艳丽并且红得很均匀的枸杞，很

大可能是被硫磺熏过；没熏过硫磺的枸杞是紫红
色或暗红色。另外，买枸杞不要选择个头太大或
太小的。

捏 可以抓一小把枸杞，在手里轻轻一捏，再
松手。如果很容易黏合在一起，这样的枸杞不是
很好。

闻 如果闻起来有淡淡硫磺味儿的枸杞千万
不能买，那是被硫磺熏过的。

尝 熏硫枸杞会有一丝丝麻辣，而不是枸杞特
有的清香味儿。

枸杞里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枸杞多糖是一
种水溶性的多糖，具有促进免疫、抗衰老、清除自
由基、抗疲劳、抗辐射、保肝等作用。枸杞中还含
有甜菜碱，它主要用于我们体内的一些脂肪代谢
或抗脂肪肝的作用。

枸杞虽好，但它也是中药，有一定的禁忌，下
面这些吃枸杞的注意事项一定要记住，不然一不
小心就吃错了！

二、吃枸杞注意事项
不宜多量食用
枸杞虽好，也不能过量吃。要每天少量，坚持

长期服用效果才好。特别是阳虚体质的人，更应
注意枸杞的用量。因为枸杞性甘，温和，如果大量
食用的话会使人上火、流鼻血，甚至造成眼睛红胀
不舒服等。尤其是生吃时更应减少用量。

不宜与绿茶同饮
绿茶和枸杞都对人体很有益处，但两者不可

一起泡饮。因为绿茶里含有大量鞣酸，具有收敛
吸附的作用，会吸附枸杞中的微量元素，生成人体
难以吸收的物质。

感冒发烧最好不吃
枸杞温热身体的效果很强，正在感冒发烧、身

体有炎症、腹泻的人最好别吃，另外有肺结核、湿
寒、寒痰、虚劳的病人不可服用。如服用需在医生
的指导下服用。

三、如何去除二氧化硫
用清水就能轻去除
通过浸泡能清除大部分二氧化硫。但是，

枸杞中含有水溶性的枸杞多糖，而高温有利于
多糖的溶出。为了减
少多糖及其他营养成
分的损失，要尽量缩
短浸泡的时间，降低
水的温度。

若用常温水的话可
浸泡1分钟，若用热水，
可选择浸泡3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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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年后的今天，他依然选择继续坚守
在大山中，为特殊儿童送去一束束温暖的
微光。22年间，这位家长眼中的“全能老
师”，学生身边的贴心“保姆”，始终把每个
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他总说，自己也
是从穷苦日子过来的，很想给孩子们创造
好一点的上学环境。他就是黄龙县瓦子街
镇希望小学校长丁晓军。

“他们变好我才幸福”

记者见到安奕博、安奕馨兄妹的时候，
害怕生人的两个小家伙一个劲儿地往丁晓
军身后躲，在他们眼中，丁晓军是他们非常
信任的亲人，而丁晓军也像往常一样熟练地
给他们擦起了鼻涕，整理衣服，绑好鞋带。

回想起兄妹俩刚来时，一个上三年级，
一个上四年级，那时候他们的脸颊上每天
都抹得脏兮兮的。妹妹安奕馨的两只鞋子
也总是左脚穿在右脚上，右脚穿在左脚上，
衣服更是常常反着穿，大冬天尿湿床铺的
情况也时常发生。

为了让安奕馨能正常生活，丁晓军想
了许多办法。先是为安奕馨购买尿不湿，
再让女老师每天晚上帮她换上，早上帮她
取下来。后来，通过半年的引导，调整饮食
习惯后，孩子开始不再尿床了。

事实上，真正让丁晓军担忧的是这两
个孩子曾经一度因为没人接送而被迫退
学。两个孩子的母亲有智力障碍，父亲一
人务农，他们居住的村子离镇上较远，家人
无法接送孩子上下学。为了让孩子有学
上，丁晓军在了解情况后，立马就决定自己
接送，周五送回去，周天接过来。就这样，

丁晓军坚持了两年多，风雨无阻。“有时候
实在有事顾不上，就叫别人帮忙捎一下，有
些人有时候会嫌弃兄妹俩身上有味道，就
比较为难，后来基本上都是我自己接送。”
丁晓军说。

入冬以后，兄妹俩身上单薄的衣服让丁
晓军很是心疼，趁着闲时，他来到商场为兄
妹俩买了新棉衣、棉鞋，还添置了厚厚的棉
被、褥子。两年来，每次换季，丁晓军都会给
他们一人买上一套衣服，不善言语的兄妹俩
每次穿上新衣服都会开心得欢欣雀跃。

学校的老师任春燕说，丁晓军平时生活
非常简朴，学校的烟囱堵了、水龙头冻了、草
坪坏了，基本都是他修，他觉得能省一点是
一点。丁晓军常说：“省下这些钱，能给娃们
买好些东西，他们变好我才幸福。”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儿”

安奕馨兄妹俩的事情并不是个例，在
丁晓军从教的22年里，帮助了很多这样的
孩子。

2018年 9月，三岔镇长石头村马清彤
的爷爷给丁晓军送来了一面写有“教育扶
贫暖人心 风雨接送见真情”的锦旗，感谢
他在两年里一次不落地接送孩子。

当时丁晓军在三岔小学任副校长，负
责教育扶贫工作，他得知马清彤是特殊儿
童，还是一个孤儿，因为缺乏上学条件不
得已辍学了。为了让马清彤上学接受教
育，丁晓军决定上门家访做工作，为了打
消老人的顾虑，他更是决定亲自接送孩子
上下学。

自此，两年的时间里，他每周接送马清

彤上下学，从没耽误过。后来马清彤转学
到了城里，临走时，他的爷爷送来锦旗，感
谢丁晓军的无私付出。

同样六年级的特殊儿童周美合在毕
业后更是不愿意离开，哭着闹着要继续在
瓦子街希望小学上学，也触动了在场的很
多人。

“对于特殊儿童来说，学习很吃力，学
校更多的是要教会他们提高自主生活的能
力，让他们充分感受到爱和尊重，这是他们
最需要的。”丁晓军说。

在丁晓军心里，所有特殊儿童都是他
的“孩子”，用尽全力让每一个特殊孩子回
归正常生活是他义不容辞的使命。

为帮助特殊孩子更好地适应社会，在
培养他们自理能力方面，丁晓军也用了很
多心思，他手把手教孩子们如何清理个人
卫生，教孩子们学习自护自救本领，学会生
活中的各项基本技能。

“我做的都是些小事，只是希望能够尽
力帮助他们康复成长，回归正常生活。”丁
晓军说。

“在乡村再干22年也愿意”

在丁晓军的记忆深处，儿时他们村里
的小学老房子破旧不堪，不同年级需要合
堂上课。后来村里的小学撤了，从那时起，
每天他都要走很远的路去镇上上学，冬天
没有热水，更没有暖气。“在家门口就有学
上、有老师教那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丁晓
军告诉记者，从那时起，一颗扎根家乡、教
书育人的种子就埋在了他心中。

为了让孩子们不受他小时候受过的

苦，每天早晨，丁晓军一定是学校起得最早
的，他起床后会挨个去教室打开空调和饮
水机，只为让孩子们来上早读课时暖暖和
和，能喝上一口热水。

学校的孩子有头疼脑热父母照应不过
来的，丁晓军总是自己带着他们去医院，给
孩子把吃药等事项安顿好后他才放心。

当谈到孩子们上学的硬件设施时，丁
晓军很欣慰。“虽然是在山沟里，但校园的
软硬件设施都很好，教学楼是新建的，教
室里的电脑、投影仪、桌椅板凳都是和城
里学校一样的配置，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宿舍也有空调。”丁晓军说，“现在的条件
和自己上学时的学习环境相比真是天壤
之别，而我记忆里落后的村貌也早已不见
踪影。”

如今，当阳光洒满操场，丁晓军也会坐
在孩子们中间，给他们讲讲城市里的高楼、
校园、飞机、高铁……孩子们则静静地听
着，生怕错过一点儿内容。看着他们稚嫩
的脸庞，丁晓军发自内心地希望所教的学
生能够平安健康地长大，未来不管是走出
村子还是回到家乡，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
发光发热。

弹指一挥间，丁晓军的乡村教学生涯
已经有 22个年头了，一张张和学生的合
影、一面面学生家长送来的锦旗记录了他
的坚守。他说，“这样的工作，就是再干22
年，我也愿意。”

一名乡村教师的守望
通讯员 白杨越 记者 任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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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媳妇对我们特别好，把家中大事
小事打理得井井有条，孙子教育的也很懂
事，都已经成家立业了。”时值寒冬，走进
吴起县铁边城镇新寨村韩国艳的家中，干
净整洁的院落里，韩国艳的公公吴占忠正
在晒太阳，说起儿媳妇韩国艳，87岁的吴
占忠满脸欣慰。

1987年，韩国艳与比她大3岁的吴玉
湖结为夫妻，一家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
民，纯朴善良。当时韩国艳19岁，性格开
朗，婆婆瘫痪在床，她就担起照顾婆婆的
重任，18年如一日，直至婆婆去世。

婆婆去世后不久，爷爷病倒了，韩国
艳又主动承担起照顾爷爷的责任，任劳任
怨。爷爷过世后，韩国艳看到70多岁的聋
哑人五爷爷孤苦无依，便主动担起照顾五
爷爷的重担，让五爷爷度过了最后的幸福
时光。五爷爷去世后，韩国艳的小叔子因
脑出血，半身瘫痪，也躺在了床上，她不辞
辛苦，再次承担起照顾小叔子的重任。韩
国艳用柔弱的双肩担起了一个艰难的家。

“我妻子确实不容易，对她我一直心
存愧疚，自从她嫁到我们家没享过一天
福，我打心底里感激她。”吴玉湖说。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坚持

做一辈子好事。韩国艳用35年的实际行
动践行着她的孝心、孝行，一个人默默地
照顾着家中老人的饮食起居，尽心尽力、
从不抱怨。

“我妈妈吃了很多苦，以后我也要像
她一样，做一个有孝心、有担当的人。”女
儿吴学翠说。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韩国艳孝敬
老人的举动不仅影响了她的儿女，也深深
感动着附近的村民，得到了周边村民的称
赞。

“韩国艳每天都要照顾老人，为他们做
可口的饭菜，老人生活的环境也很舒适，我
们都应该向韩国艳学习，做孝敬老人的
人。”提起韩国艳，邻居们满口称赞。

面对别人的称赞，韩国艳腼腆地
说：“孝敬老人是应该的，我只是在尽儿
媳、妻子、母亲的责任。”如今，韩国艳依
旧每天悉心照顾着公公和小叔子，让他
们舒心地生活。

韩国艳，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
从青春烂漫到鬓生华发，她用实际行动弘
扬着“尊老、敬老、爱老”的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2020年2月她被评为月度“延安模
范”，2021年1月被评为“陕西好人”。

柔肩担起一个家
——记陕西省第七届道德模范候选人韩国艳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温巧莉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王
刚 康宁）“您好，您这边点的菜品有点多
了，咱们可以筛选一下，少点一些，四个菜
就够你们两个人吃了，不够的话后面可以
再加。”近日，在洛川县步行街一餐饮店
里，服务员正在给客人介绍特色菜品，同
时提醒客人理性点餐，避免浪费。

近年来，洛川县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切实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
度，宣传推广“文明餐桌，光盘行动”，倡导
理性消费，树立节约观念，在这样的氛围
中，市民朋友们文明用餐、安全用餐、节俭
用餐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常态。

近日，记者走进洛川县城区的几家餐
馆看到，每张桌子上都放置有提倡文明餐
桌、节约用餐的消费提示牌和公勺公筷，
墙上也贴着“文明餐桌，光盘行动”的海
报，劝导消费者按需点餐，节俭用餐。

“店里设置了文明餐桌提示牌、公筷
公勺、文明用餐引导员，提醒顾客用公筷
公勺分餐进食。有吃不完的情况时，我们
也会主动提醒顾客打包带走，避免浪费。”
某餐馆负责人说。

采访中，不少顾客也表示，现在市民

的节约意识都提高了，就算桌上没有这些
标语提示，也应该做到“光盘行动”，因为
勤俭节约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小时候我们经常学的‘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肯定忘不了，现在吃饭就是
按需按量点菜，吃多少点多少，基本不会
造成浪费，包括身边的朋友现在出来吃饭
也都比较节约。”正在就餐的顾客说道。

记者在几个不同餐厅了解到，自从
“文明餐桌，光盘行动”活动开展以来，顾
客的消费观念和餐馆的经营观念都在发
生变化，倡导节约合理消费已经成为共
识，吃不完的食物顾客也会习惯请服务员
帮忙打包带走。以往请客吃饭中“好面
子，讲排场”的陋习已经被摒弃，“文明餐
桌，光盘行动”正在成为新的风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推行公勺公
筷、倡导文明用餐专项整治工作为抓手，
不断发挥餐饮服务单位在文明餐桌创建
上的主体作用，激发广大市民参与文明创
建的自觉性、能动性，以‘小餐桌’带动‘大
文明’，助力洛川县省级文明县城创建各
项工作。”洛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副书记
成文妍说道。

光盘行动深入人心 文明餐桌渐成新风

● 服务员引导客人合理点餐

● 韩国艳给公公喂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