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志愿服务助新风 文明评比树典范
——宝塔区临镇镇任家塬村推动乡村文明蔚然成风

通讯员 班彩彩 记者 王静

44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谢丹丹谢丹丹 视觉视觉//杨红亚杨红亚
组版组版//景小燕景小燕 校对校对//徐晓婷徐晓婷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文明周刊

20232023年年1111月月1414日日 星期二星期二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慰问老人 传递真情

“他们一来就会和我们一起做游戏，给我们包饺
子，我们心里感觉特别温暖。”近日，子长市经发局、科
学技术协会、冯家屯社区联合组织党员志愿者，来到城
区油苑小区养老服务中心慰问老年人。活动中，老人
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参与了滚瓶大战、趣味保龄球等
游戏，现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游戏结束后，大家还
一起为老人们包饺子，让老人们真切感受到社会的关
爱和温暖。 记者 叶四青 摄

志愿者在行动志愿者在行动
挂 红 旗 好 光 荣

延安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流动红旗黑旗评比

电力工人来助农 清膜净网除后患

近日，宝塔区临镇镇任家塬村的苹果
红了，记者走进该村，只见一排排整齐明
亮的房屋，一条条干净整洁的村道，一张
张洋溢着丰收喜悦的幸福笑脸……处处
焕发着乡村振兴的活力。“全国文明村”的
字样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

任家塬村不仅是宝塔区的产业强村、
全国文明村，今年还获得了延安市精神文
明建设工作流动红旗。村子里红瓦白墙
的村屋错落有致，干净的道路四通八达，
随处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
统美德”等“会说话的文化墙”，已成为任
家塬村另一道亮丽夺目的风景线。

任家塬村是苹果种植大村。往村里
走去，村民房前屋后空地上，一片片苹果
园呈现眼前，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煞
是喜人。“在良好村风的引领下，村民们积
极响应号召发展产业，全村85%以上的农
户种植苹果，日子越过越红火。”任家塬村
党支部书记周钦锋告诉记者。

在发展苹果产业的过程中，任家塬村
坚持把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放在同
等重要位置，并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各
环节。不仅狠抓乡村环境卫生整治，还重
视开展精神文明创建，使产业发展、生态
宜居和乡村文明相得益彰。

“现在日子好了，居住环境也好了，大
家都自觉守护村道卫生，连3岁娃娃都知
道不能乱丢乱扔，这都是新时代文明实践
引导的结果，舒适整洁的环境住着也舒
服。”任家塬村“最美庭院”评比获得者刘
佰成对精神文明建设成果充分肯定。

任家塬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载
体，通过抓责任落实、宣传动员、道德建
设、文化载体及基础提升，利用各种会议、
板报、广播、文化墙、宣传标语等方式，广
泛宣传创建内容、创建目的、创建标准，群
众参与率达 100%。周钦锋表示，为充分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用，村里还成立
了志愿服务队，招募党员、团员、村干部等
加入。他们还设计出助农增收、邻里守
望、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项目。

此外，任家塬村还成立了道德评议小
组，组织村民大力开展“讲文明树新风”

“道德文明我先行”等系列活动；定期开
展文明家庭、最美庭院、致富能手、道德
模范、环卫之星、好婆婆、好媳妇、好妯
娌、好邻居等评选活动；通过在全村树立
先进典型方式，发挥榜样力量，以点代面
为全村社会和谐、产业发展、乡风文明等
做好示范带头作用，推动文明乡风在村内
蔚然成风。

村民刘清鹅说：“村上有尊老爱幼、邻
里和睦的传统美德，作为长辈，我们也希
望通过言传身教，让美德传承下去。”

“好村风能激发大家的干事热情，但
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需要久
久为功、常抓不懈。”周钦锋说，作为“全国
文明村”，他们不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持续深化村组精神文明建设，提升
群众文明素养，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让

“讲文明 树新风”的理念深植村民心中。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庞琨）“在电力公
司的帮助下，我们一周就把反光膜全部清理完毕。”11
月 3日，洛川县槐柏镇石泉村党支部书记侯新学高兴
地说，村里每年组织果农清理反光膜都得 20多天，今
年有了国网延安供电公司志愿者的帮助，清园工作进
度大大提升了。

反光膜作为一种一次性铝塑合成产品，具有让果
品快速、均匀上色变红的作用，但是苹果采收季过后，
废弃的反光膜不仅污染环境，如遇大风天气，还极易搭
挂在电力设施上，造成大面积停电事故，严重威胁着电
力设施的安全运行。

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用电，国网延安供
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联合属地国网洛川县供电公司，
在槐柏镇石泉村启动“清膜净网当先锋”志愿者活动。
连日来，国网延安供电公司的志愿者们纷纷行动起来，
将槐柏镇石泉村果园里一张张残留的反光膜团起打
包，进行集中收集处理。

据国网延安供电公司输电运检中心主任冯寅介
绍，此次活动计划分三站进行，第一站洛川县、第二站
宜川县、第三站富县，重点组织对输电线路通道两侧
50米内、变电站周边遗留反光膜查漏补缺，主要目的
是为消除反光膜对电网安全运行的影响，实现今冬明
春主网线路“反光膜零跳闸”目标。

在黄龙县白马滩镇圪崂村，村民们都
说蔡万学老两口福气好。原来是蔡万学
的养子蔡年诚，数十年来对他们老两口悉
心照顾，不离不弃，胜似亲生。

1983年，刚出生8个月的蔡年诚被抱
养到了蔡万学家，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
的日子里，蔡万学夫妇竭尽全力把最好的
都给了这个养子。儿时的蔡年诚体弱多
病，夫妇俩就一趟趟抱着他去城里看病。
虽然家庭拮据，但为了让孩子上学，他们
起早贪黑务农打工，丝毫没有犹豫过。

春去秋来，艰难蹉跎的岁月慢慢过去
了，在养父母的悉心照料下，蔡年诚渐渐
地长大了。如今，岁月转身，40岁的他撑
起了父母的一片天。

为母返乡

2012年，蔡年诚的母亲得了眩晕症，
在地里干活时突然摔成粉碎性骨折，父亲
既要干农活儿还要照顾母亲。为了能够
照顾起居不便的母亲，蔡年诚立即回到农
村老家和妻子一起专心照顾老人。

蔡年诚在医院里忙前忙后，彻夜守在母
亲病床前，双眼熬出了满满的红血丝。母亲苏

醒后，他更像陀螺一般，给母亲擦身洗漱、剪指
甲、理发、换衣服、抱母亲到院子里晒太阳、给
母亲按摩，他不眠不休、看护在旁。在他的细
心照顾下，母亲身体恢复很快。看着他忙碌
的身影，母亲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我这娃啊，
细心、有孝心，我这辈子算是享福了……”

出院后，每日三顿饭，蔡年诚准时为
老人端上热菜热饭。考虑到老人年纪大，
每次做饭时他总是做得软和一点。为了
让母亲吃得更有营养，他买来鸡、鱼、肉给
母亲改善伙食，变着法儿地给母亲做喜欢
的菜式，吃鱼也总是剔除刺后端给母亲。

6年里，患眩晕症的母亲断断续续摔过
很多次，但在蔡年诚的精心照料下，母亲从
最初的生活不能自理，到身体慢慢地开始
恢复，能自己吃饭，能做一些简单的事了。

2018年，母亲病愈后，蔡年诚没有再
去大城市。为了赚钱维持生计，给父母提
供更好的生活，他在县城开了一家五金
店，把父母带在身边照顾，踏实肯干的他
生意很红火，一家人的生活倒还过得去。

举债救父

然而，不幸再次降临这个家庭。去年

5月份，蔡年诚的父亲被查出肺癌。起
初，父亲咯血时偷偷瞒着家里人，可细心
的蔡年诚一下就发现了端倪，他观察到父
亲暴瘦、憔悴且咳嗽异常，便执意把父亲
带到医院检查，这才发现问题所在。

所幸发现得早，是肺癌中期，可60多
万元的医疗费让父亲一度想放弃，说什么
也不肯接受治疗。但蔡年诚不放弃，他耐
心地给父亲做思想工作，同时四处筹钱。
最终父亲同意了接受治疗。

高额的医疗费一度让蔡年诚在深夜
辗转难眠，但他一直有个信念，无论花多
少钱，一定要为父亲看好病。

为了彻底治好父亲的病，他在医院附
近租了房子，带着父亲开始接受治疗。父
亲吃不惯外面的饭，他就一日三餐自己动
手，精心给父亲做可口的饭菜；父亲不认识
路，他去哪都牵着父亲。经过多次化疗，父
亲的病一天天有了起色，现在已经基本康
复。现在，蔡万学老人逢人就说：“都是娃
孝顺，要不然癌症早就把我的命要了。”

夫妻同心

“没有妻子的大力支持，我也做不到

这些，关键时刻妻子要钱给钱，要力就
出力，从没有耽误过。”蔡年诚感激地
说。

事实上，蔡年诚还有 3个姐姐，但姐
姐们早已嫁人，他也始终认为早年父母和
姐姐对自己付出更多，如今也是自己该回
报的时候，应该挑起家庭重担。

这些年，蔡年诚为了给父母看病，欠
了很多外债，父母为此也很自责，但他却
说：“我的命都是你们给的，花点钱算什
么，钱没了还能再挣，你们是最重要的。”

在村里人看来，蔡年诚这个养子比很
多亲生的孩子更加孝顺，做到了很多亲生
孩子都做不到的事情。

蔡年诚说：“血缘已经不重要，他们就
是我的父母亲，辛苦养我多年，在他们有
生之年，我和妻子一定会像他们曾经照顾
我一样照顾他们，尽最大的能力让他们颐
养天年。”

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但蔡年诚却用
实际行动演绎了“久病床前有孝子”的人
间真情。从 2012年至今，养父母生病的
3000多个日日夜夜，蔡年诚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了爱与责任。

养子蔡年诚的3000多个日夜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白杨越

11月10日，我市迎来今年入冬以来
第一场降雪天气。为保障广大市民正常
出行，市政环卫工人第一时间展开清扫
道路积雪工作。由于积雪深厚，许多环
卫工人在夜幕下一直坚持到深夜。

实习记者 牛恩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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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上志愿者帮助村上老人管理苹果园

（上接第一版）
2017年，在镇政府的支持下，郝国军在黄河滩建

起10个红枣大棚，种植了2000余棵矮化密植枣树。
“今年是第三年挂果，比前两年产量高，大概有七

八千斤，价格也不错，每斤能卖到10到15元，算下来收
入个大几万元应该不成问题。”郝国军说，“到了盛果
季，这几个棚能卖差不多20万元。”

站在黄河畔遥望，曾经丰厚的土地上种满了收获的
希望，风起，浪涌，枣林间沙沙作响，一串串玛瑙般地红枣
挂满枝头……郝国军的思绪也飘向了远方，呢喃着：“这
枣要一直种下去，什么时候干不动再说。”

收购枣子，保民利益，酿酒增值

黄河水奔涌不息，枣树抱守着年轮翘望丰收，郝国
军坚守着，郭海燕也坚守着。

“现在，枣儿再也不会烂在地里了，好的卖鲜枣，剩
下的酿酒。”午后，乾坤湾镇伏义河村村民郭海燕穿过
一片片枣林，看着高挂枝头的枣子，心里踏实了许多。

郭海燕在县城开着一家特产门市，经营得非常不
错。但自小生活在黄河畔的他，从来都不会怠慢家里
的枣树，一直坚持务劳着。每到卖枣的时候，他除了自
家的，经常会帮助村里其他的乡亲们运枣卖枣。

然而，回忆起前些年村民们纷纷弃下枣园外出打
工赚钱导致枣林荒废的场景，却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们村有2060亩枣树，每到秋收的时候，熟透的
红枣铺满一地，没人来收，最后全烂在地里了。”郭海燕
说，“大家都算经济账啊，枣大多都裂果了卖不上价，收
枣费的劲根本没有打工划算。”

郭海燕清楚乡亲们的想法，无奈又心疼。
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海燕和朋友聊天谈及红枣的

发展，大家出主意：卖鲜枣不行，酿红枣酒咋样？
“做成枣酒不仅能充分利用好品质的裂果，还能为

村民增收。”说干就干，郭海燕成立了延川县伏义农业
专业合作社，并前往外地学习酿酒技艺，回来后将自家
窑洞改装成枣酒坊。他将村里挑拣出的好品质红枣高
于批发价统一收购代卖，并鼓励乡亲们将裂果也捡回
来，他免费运、高价买，用来酿酒。

“裂果枣每斤一元收，只要乡亲们捡好，就去拉回
来。”郭海燕说，“就是鼓励大家把能收的枣都收回来，
不要浪费了这些好资源。”

“这天气，迟不下早不下，枣一开始红上就下雨，枣
都烂了，完全没有收成。”76岁的郭兰胜早已不务枣
树，去年却靠着红枣收入了5000多元。他说：“都卖给
海燕了，他好的也要，不好的也要。”

“只要我的生意好，大家就有钱赚。”郭海燕说，“去
年在村上收了4万多斤枣，共酿了五六吨酒，销售额40
余万元。红枣酒的市场不错，我们正在考虑和村民进
行‘以枣换酒’的合作方式，我只收取加工费，这样大家
的收入就能更高一些，我的资金压力也会小一些。”

如今，在秋雨中散落的无人问津的红枣，因为多挣
了“一块钱”，又被枣农们重新捡拾起来……

眺望着母亲河，延川的红枣产业，总能在发展的落
差中找到奔流的动能。

延川县红枣技术推广和产业营销服务中心主任李
向前说，目前，红枣产业已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主导产业
之一。2022年，全县红枣产量1.5万吨，产值1.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