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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纵横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浩楠） 7月17日，延长县委宣传部联
合延长县文旅局在罗子山镇西渠村组织开展“戏曲进乡村”
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为群众送上丰富的精神文化大餐。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精彩的戏曲演出吸引
了大批群众前来观看。《徐策跑城》《三对面》等经典剧目轮番
上演，演员们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演让观众大呼过瘾，喝
彩声、掌声不断，让群众近距离感受到了戏曲的魅力，沉浸在
一片喜气洋洋的欢乐气氛中。

“这个活动非常好，唱的都是我们老百姓喜欢听的戏，这
次在我们家门口演出，让我在家门口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
非常开心。”村民闫争彪说。

“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活动作为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
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罗子山镇党委书记韩海浪说：“通过举办此次活动，不仅
弘扬了传统文化，更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下
一步，我们积极协调沟通文化部门，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不断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李浩楠）“特别感谢文化馆暑期进行
公益培训，孩子暑期学的是陕北民歌，每节课都兴致很高，回
到家也会主动给我们唱当天学的歌。”来接孩子下课的王女
士笑呵呵地说道。

7月 16日，延长县文化馆 2023年公益培训班再次开班。
培训第一天，文化馆各培训教室里就座无虚席，授课老师们
教学经验丰富、专业素养高，孩子们兴趣浓厚、热情高涨、认
真学习，课堂氛围十分融洽。

“去年，我就在这里学习书法，字写得比以前好多了，学
校老师还表扬了我。我今年要继续学习书法，争取更大的进
步。”10岁的刘玉彤自豪地说道。

据悉，此次公益培训为期一个月，分两期开展，设书法、
舞蹈、陕北民歌、石板画、曲颈琵琶等 10门课程。目前，第一
期培训参与学生累计600余人。

延长县文化馆馆长杨妮妮说：“我们此次开设的课程都
是结合本馆特色开设的，今年新增了石板画、曲颈琵琶等独
具特色的非遗项目课程。我们也希望广大青少年享受丰富
多彩的艺术课程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艺术素养，让他们过一
个丰富多彩的暑期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干轩）眼下正是桃子成熟的时候，来
到延川县延水关镇东村桃园里，香味扑面而来。那粉扑扑、
水灵灵的样子，不断诱惑着你去咬上一口，脆甜多汁的口感
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延水关镇东村桃园占地 400亩，2018年栽种，2020年开
始挂果，今年正值盛果期。几年来，不仅管理措施得力，而且
桃园位于沿黄面，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每天近 10个小时
的日照时长，赋予了这片桃园独特的风味。

村民贺太阳有约 7亩桃园，每天都和老伴在园中采摘成
熟的桃子，再让两个儿子拿到城里去卖。他告诉笔者，他的
桃子在市场上十分受欢迎，一天摘的桃子基本上都能够卖
完，而且今年桃子的市场价格还可以，效益十分客观。

“我们村有桃园 300多亩，现在正值成熟期，主要有五月
红水蜜毛桃和五月红水蜜油桃两个品种。我们村的桃品质
好、口感佳，欢迎广大游客来采摘和品尝。”东村党支部书记
杜晓燕介绍道。

据了解，延水关镇东村桃园的摘果时间从 6月中旬一直
能持续到8月底。下一步，延水关镇将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逐步向观光农业发展，不仅让游客吃上放心、美味的桃子，还
能体验到采摘的乐趣。

盛夏时节，宜川县丹州街道郭俭行政
村岔口滩村清幽静谧，山上的国槐林幽香
中带着一丝香甜，林间蜜蜂在辛勤劳作。

一大早，村民宋菊霞和丈夫秦振宏
便戴上有护网的帽子，来到自家院子旁
边的蜂场里忙碌了起来。

“这几天天气好，要赶紧摇出来。”宋
菊霞一边笑呵呵地说着，一边小心翼翼
地从蜂箱里拿出一张沾满蜂蜜的蜂脾，
黄澄澄的，看上去格外诱人。

丈夫秦振宏接过蜂脾，麻利地放进
半自动摇蜂桶里，熟练地操作着摇柄。
不一会儿，香甜的蜂蜜就摇出来了。

“人只要像蜜蜂一样勤劳，生
活一定比蜜甜”

宋菊霞生长在一个“苦难之家”，父
母辛苦劳作一年，才能勉强填饱全家人
的肚子。自小受苦的宋菊霞更是体弱多
病，肢体四级残疾，个子只长到 1.4米。
但她没有沉沦，2009年，更是凭借个人努
力顺利从延安卫校药剂学专业毕业。

说起养蜂，要从 2011年开始。当年
22岁的宋菊霞经媒人介绍，认识了大自
己9岁的丈夫秦振宏。丈夫父亲早逝，他
15岁开始跟随养蜂师傅学手艺，后来在
岔口滩村“落脚”。相似的苦难人生经
历，让他们走在了一起。

“婚房是从村里借的一孔土窑。因
为是‘外来户’，我们没有户口和土地，唯
一的资产就是养蜂师傅留给丈夫的15箱
土蜂。”宋菊霞回忆说，那时，她尝到了第
一口蜂蜜。

“蜂蜜这么甜，当时我就想帮助丈夫
扩大蜜蜂养殖规模，让蜂蜜走向市场。”
宋菊霞说，在尝到第一口蜂蜜时，她就决
定把养蜂当成一生的事业。

要想让蜂蜜产品走向市场，首先得
解决量的问题。那么当地养蜂有何优
势？养殖规模要怎样才能扩大？规模扩
大后市场该怎么走？

一时间，这些问题成为宋菊霞夫妇
养蜂的“拦路虎”。在查阅大量资料后，
宋菊霞认为，当地山高林密，青山绿水，
花蜜资源丰富；蜜源解决了，规模就容易
上得去；最关键的一步是，规模上去后市

场怎么办？“蜂蜜这么好，我相信会有市
场的。”宋菊霞说，当务之急是解决蜂蜜
量的问题。

就这样，宋菊霞夫妇靠着一股闯劲，
找人借了3万元，开启了养蜂路。

宋菊霞夫妇的养殖起步路走得很艰
难。尽管丈夫熟悉养蜂技术，但还是因
为技术问题，导致他们多次失败，他们仍
然觉得养蜂是条好路子，不肯放弃。他
们不断在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到处向
有经验的蜂农请教。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他们的事业在2016年收获了甜蜜。

“不仅还清了 3万元借款，在政策的
支持下，我们还建起了 3间平房，告别了
土窑洞生活。”宋菊霞乐呵呵地说。

如今，宋菊霞夫妇的蜜蜂从最初的
15箱发展到 150多箱，仅出售蜂蜜每年
就能给他们带来八九万元的收入。

随着蜜蜂越养越多，每到蜂蜜成熟
的季节，宋菊霞夫妇两个总是忙不过来，
为了节约成本，丈夫的亲朋好友都会过
来帮忙摇蜜。

“人只要像蜜蜂一样勤劳，生活一定
比蜜甜。下一步我要把品牌做好，让宜
川土蜂蜜走向更大的市场。”对于未来，

宋菊霞充满了期待。

“被人帮助很感激，帮助他人
很幸福”

然而，受冻害、连续下雨等天气因素
影响，今年宋菊霞家的春蜜产量下降的
同时，遭遇蜂蜜滞销。正当她一筹莫展
时，宜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伸出援
手，发动志愿者，帮助宋菊霞解决蜂蜜滞
销难题。

当志愿者第一次来到宋菊霞家时，
就被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在
宋菊霞家的院子一侧，一个个蜂箱整齐
摆放着，成群的蜜蜂在蜂箱前飞舞，连空
气中都飘散着一股“甜蜜”味儿。宋菊霞
正像勤劳的蜜蜂一样，忙着酿造自己的

“甜蜜生活”。只见她动作娴熟地查看蜂
箱，不注意看，觉不出与常人有何区别。

“互助、不求回报正是志愿者精神的
体现。”宜川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任
王奇梅说，“只有对生活充满希望，才能
在困境与磨难中微笑应对，宋菊霞正是
这样的人，我们也愿意帮助她。”

“大家好，今天我们帮助残疾人宋菊
霞销售槐花蜜，希望大家能够伸出援手

拉一把……”“网红达人”王杰在现场直
播销售蜂蜜的同时，还通过短视频形式
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进行宣传推广。宜
小工、宜小凤等志愿服务队也通过微信
群、微信朋友圈号召志愿者、爱心人士，
发起了爱心助农活动。信息发布后，大
家纷纷响应，在群里接龙购买蜂蜜。

“这次准备再购买 110 瓶（一瓶 2
斤）。上次购买的 50瓶，朋友喝了都说
好。”宜川县盛丰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呼永祥说。

作为苏陕农产品消费帮扶的参与
者，呼永祥常年在江苏无锡跑市场，销售
陕西产地的农特产品，他表示会持续关
注宋菊霞的情况，将宜川土蜂蜜带给更
多南方朋友。

得到了志愿者的帮助，宋菊霞内心
很是感激。“好在有这些志愿者帮忙销
售，这段时间滞销的蜂蜜才能卖出去。”
宋菊霞说，“上半年，志愿者已陆续帮助
销售了900多斤蜂蜜。”

“了解到宋菊霞特殊的家庭情况后，
实践中心积极对接，让她参加了县上组
织的养老护理员实操技能培训。”县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张春说。

通过培训考试后，宋菊霞获得由陕
西省家政服务业协会颁发的“养老护理
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加入了宜川霞
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至此，她有
了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

“过去，为了照顾两个孩子上学，我
不得不在县城和蜂场来回奔波。现在有
了这份工作，我就可以更好地照顾他
们。”宋菊霞说。

也就在参加培训期间，宋菊霞加入
宜小凤志愿服务队，成为一名志愿者。
在队长冯艳的帮助下，她积极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入户慰问独居老人、为残疾人
打扫家里卫生等。

“虽然菊霞身体不好，但是我们组织
的每一次志愿服务活动，她都很积极，做
事也很用心。”冯艳说。

“以前，受人帮助时内心很感激；现
在，我帮助别人时心里却很幸福。今后，
我将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宋菊霞说道。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
心。”走进黄龙县中心敬老院，就听到一
曲曲经典老歌，副院长彭秀群也加入其
中。在风琴的伴奏下，动人的歌曲在这
炎热的夏日里，如同一缕清风，吹散了暑
气，吹开了老人的心怀。

“我本身爱音乐，我们的彭院长特别
支持我的这项工作，在生活方面给我提
供好多方便，为我们老年人过生日，帮助
我们办老年人办公交卡，我特别感谢
她。”黄龙县中心敬老院老人乔文昌说。

2006 年，黄龙县中心敬老院建成
使用，彭秀群是第一批护理员。对于
没有照顾过病患、老人的她来说，一切
都要从头学，其中的艰辛和困难外人
很难想象。

“2006年，我来到敬老院做护理工
作，从开始想放弃、不喜欢，到后来的放
不下、离不开。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照
顾老人，是一个又脏又累的工作，我哭过
也想放弃过，可父母和家人，给了我鼓励
和支持。他们常常对我说，人都有老的
那一天，照顾他们也是一件平凡而伟大
的事。”彭秀群告诉记者，“最让我感动的

是有一次我生病了，有几位老人冒着严
寒买了东西来我家看望我。我当时非常
感动，流泪了，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付出
那么多，而老人却对我像亲生女儿一样
来看望我。所以我对自己说坚持干下
去，照顾老人就是我的责任和担当。”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彭秀群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把自己当做老人的女儿，
像孝敬父母一样对待老人。17年来，50
岁的彭秀群总结出了自己的秘诀，要照
顾好老人就要走进老人的内心，要观察
老人的表情，学会揣摩他们的心思，只要

老人高兴，她就高兴。
“我们是母女般的感情，我住院时她

几次到医院看望，我觉得是一辈子花多
少钱都买不来的感情。”黄龙县中心敬老
院老人张明珠激动地说。

黄龙县中心敬老院老人韩素芳说：“在
这里住，我觉得幸福、舒心、安心，这就是
幸福的养老院，老有所依的养老院，这些
服务员不是骨肉亲生胜似儿女，有时候
把我感动得都想流泪。”

朝夕相处，彭秀群与老人们的感情
越来越深，外出开会办事，她最放心不下
的就是敬老院的老人。

彭秀群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了 17
个年头了，我感觉离不开这些老人，老人
也离不开我了，“你一出门这些老人就叮
嘱你，慢点、小心点，对我特别关心，我也
特别感动。”

这些年，彭秀群先后获得陕西省“百
名孝亲敬老之星”，全国孝亲敬老之星，
延安市“圣地最美家庭标兵”等荣誉称
号。

彭秀群说：“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
做老人们最贴心的人，让他们在敬老院
开心快乐地安度晚年。”

近日，延川县政协委员走进郭家
塔社区，看望慰问了 10名困境儿童家
庭，为孩子们增送彩笔和书籍，勉励他
们好好学习、快乐成长；并与孩子们共
玩亲子游戏，宣讲防拐防骗法律知识、
防溺水安全知识等；教育家长对孩子

“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努
力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学习生活环
境。

通讯员 干轩 摄

宋菊霞的“甜蜜生活”
通讯员 李文振 记者 雷荣

XianQuDongTai县区动态

戏曲演出送给乡村群众

敬老院里的“好女儿”
——记黄龙县中心敬老院副院长彭秀群

通讯员 陈子龙 记者 雷荣

蜜桃成熟引得游客采摘

公益培训丰富暑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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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菊霞在蜂场摇蜜

● 游客在桃园采摘桃子

● 老师指导小朋友写字

● 彭秀群（中）与老人们一起拉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