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边好人身边好人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做好事。
黄陵县桥山街道办的卫生监督

员李敏就是这样一个热衷于做好事
的人。

她用微薄的薪水支撑一个贫困
的家庭，还不忘给那些在绝望中挣扎
的人们送去关爱和温暖，帮助他们重
获信心和力量。

只要一提起她，街坊邻里们就没
有不称赞的，都说她做过的好事，讲
都讲不完。

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李敏出生在农村，因家庭很困难，
她从小就能吃苦，初中还未毕业就外
出打工。在外打工期间，她和丈夫相
知相守，两人一起开过饭馆，后来因为
入不抵出回到家乡,被聘为社区保洁
员。孩子需要供养，自己和丈夫又没
有稳定收入，李敏只能靠捡破烂、省吃
俭用和微博的工资支撑起这个家。

2012年的一天，丈夫突发脑溢
血，虽然捡回来一条命，可也落下了
残疾，光药费就花了21万元。突如其

来的变故无疑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
上加霜。当时，两个儿子还在上大
学，自己的工资每个月才300元，还要
给年迈的父亲寄钱。但凭着不屈不
挠的韧劲，李敏坚持了下来。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
丈夫这次患病经历，让李敏更加坚定
了帮助别人的信念。她动员儿子们
积极义务献血，让他们做一个有爱心
的人，懂得回报社会。孩子们成家立
业后也很支持母亲的爱心事业。良
好的家风家教，在浸润着爱的家庭中
流淌，一家人其乐融融，和谐美满。

用行动书写奉献的人生

作为环卫工人，李敏每天四点钟
就起床，打着手电筒，赶在大家上班
前，把自己负责辖区的卫生打扫得干
干净净。

她还自掏腰包购买工具和消毒
设备，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加点，使原
来脏乱差的卫生死角彻底改变了面
貌，那双满是血泡的手就是她劳动的
见证。辖区居民特意送来了感谢信，
县上把她评为“好清洁工”，她笑着
说：“我的苦没白下！”

李敏是一名有着 20年党龄的老
党员，她时刻不忘自己的党员身份，
还特地买了智能手机，浏览学习强国
平台的文章。即使在巨大的生活压

力之下，她依然把学习放在首位。她
的学习排名靠前，积分达到9万多分，
学习笔记超过10万字。

李敏还把爱好文艺的社区居民
号召起来，自发组织了“桥山文明之
花”宣传队，邀请县剧团和文化馆的
老师写剧本，编节目。十多年间，这
支民间宣传队走进乡镇开展卫生宣
传、孝亲敬老、防火防汛等演出几十
场，创作出了大量群众喜闻乐见、富
有正能量的节目。在文艺队的带动
下，社区环境提升了，敬老爱幼蔚然
成风，和谐家庭、文明市民不断涌现。

李敏还积极活跃在县城大气污
染巡查、冬季防火、夏季防汛等义务
执勤岗位上。她义务为老年人送报
时发现小区没有路灯，便马上购买了
几箱手电筒给老人们送去。社区老
人感叹道：“李敏不仅送来了精神食
粮，还给我们送来了最贴心的关怀。”

在苦难者的心田上播洒甘霖

李敏是一个从苦难中走过的人，
她能深切体会生活的不易，更懂得帮
助别人的意义。

敬老院的老人、康复中心的残疾
人、特殊学校的智障儿童、困难的退
役军人……都是她牵挂和关注的人
群。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她多方
联系爱心人士捐款捐物，同时拿出自

身的微薄积蓄，为困难家庭送了上万
件衣服，米面油不计其数，还为残疾
人康复中心送去了电视机、乒乓球桌
和羽毛球拍等物品。

去年冬天，她租住的院子里有个
外地女孩因生活压力服毒自杀，听到
房东喊叫，她来不及穿上外套，急忙
送女孩去医院就诊，她一直紧紧抱着
女孩，为其擦拭吐出来的秽物，一夜
未合眼，直到女孩脱离危险交给她的
家人后才放心离开。

李敏手里有一份困难退役军人
名单，里面都是她帮扶的对象。家住
隆坊镇回乐堡村的兰某退伍后在家
务农，去年在家中不慎摔倒，导致瘫
痪在床，妻子也是残疾人，两个孩子
上学。了解到情况后，李敏每周搭
车 30多公里去家里帮忙做饭、洗衣
服，还每周给两个孩子生活费，一直
坚持了半年多时间。她给河南灾区
捐款 500元，给兰州一个股骨头坏死
的女孩捐款200元……这样的例子不
胜枚举。

如今，李敏依然住在出租房里，
没有存款，自己还患有肺病，她每日辛
苦劳作，四处打零工支撑家用的同时，
还在不断帮助有需要的人，浑身散发
着积极乐观的正能量，她不仅用行动
引领社会新风尚，更为推动县域文明
建设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陕西好人”李敏：

身处平凡心不凡
通讯员 刘欣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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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
养犬人士越来越多，因养犬而衍生的
环境污染、影响市容、伤人扰民、疾病
威胁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因此，为家
犬办理身份证明成为了刻不容缓的
社会共识。

近期，宝塔区养犬登记办理政策
发布，得到了广大养犬人士的广泛关
注和积极响应，办理程序和收费问题
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

恶犬需套牢“法治绳索”

长期以来，恶犬伤人事件不胜枚
举。近日，赣州市一个年仅 4岁的男
童被恶犬袭击，导致严重受伤。

不光是外地，我市也曾发生过多
起家犬伤人事件。家住文化沟社区
的市民赵女士就有过这样的经历。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狗，脖子上

没有系狗链，见人就往上凑，当我绕
着从旁边走过时，狗突然就扑了过
来，把我的小腿咬伤。”回想起当时的
情景，刘女士至今心有余悸。

“狗患”成为社会问题，究其原因
是养狗人之责。部分恶犬伤人源于
犬主人任意丢弃犬只，导致流浪犬过
多，影响市容市貌的同时，还容易出
现伤人事件等问题。

治理“恶犬伤人”，关键在于套牢
“法治绳索”。为了规范养犬人的行
为，除济南之外，北京、西安、兰州等
地此前也都出台了养犬规定，对于养
犬证、犬只品种都列出具体要求，同
时还对养犬人的行为进行了严格规
范。西安市2012年2月1日施行的新
版《西安市限制养犬条例》规定，重点
限养区内每户限养一只，一般限养区
内每户养犬不得超过两只。

“适时出台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强化养犬行为管理，保护人民群众人
身安全和合法权益，为社会创造良好
的治安环境十分必要。”市公安局宝
塔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延
君说。

监管不能“掉链子”

“一定要加强对家犬的监管。”
“对流浪犬的管理也不能疏忽。”“绝
不能让恶犬伤人事件再发生。”……
长期以来，市民对于加强养犬监管的
呼声不绝于耳。

记者了解到，《延安市养犬管理
条例》已于 2024年 7月 1日起正式实
施。“我们严格遵循立法技术规范，充
分吸纳各方意见和建议，将专题讨
论、调查研究和修改完善贯穿始终，
结合调研成果、意见建议和上位法依
据精心做好起草工作，经过数十次修
改完善，形成法规草案稿。”市人大法
工委主任白改雄介绍。

为更好地贯彻落实该条例，延安
市公安局结合全市实际，深入开展调
研，充分研究讨论，并在多方征求意见
后，又研究制定了《延安市养犬管理工
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中明确了相关单位部门和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养犬管理工作的
职责，分为三个阶段开展具体工作。

“前期主要是各单位加快筹备工
作，强化政策宣传，全面排查，为犬只
登记办证和监督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选定“一站式”服务点；中期为集中整
治阶段（2024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
日），落实登记制度，加强巡查处置，
做好收容留检；后期进入常态化管理
阶段（2025年1月1日起）。”延安市公

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危爆物品管理大
队副大队长陈龙说。

为爱犬“上户口”

近期，宝塔区养犬登记办理政策
发布，受到了广大养犬人士的广泛关
注和积极响应。

“总算给我家糯米（犬名）上了
‘户口’了，办理效率真快。”12月 24
日，在延安新区它可萌·狗富贵宠物
店内，刚刚为爱犬办理了养犬登记证
的市民王梅激动地说。

为方便市民快速为爱犬办理证
件，我市目前还开通了线上办理流
程，得到了许多养狗人士的好评和称
赞。据陈龙介绍，只需通过手机应用
市场下载相关App，选择办证，选择
城市延安，随后填报相关资料信息，
待公安机关审核通过后，犬主人携带
填报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前往“一站
式”服务点，便可进行犬证办理。

目前，宝塔区养犬登记办证“一
站式”服务点有两处，分别位于新区
荣民国宾府一期南门它可萌宠物·狗
富贵宠物店和百米大道延长石油小
区中门达萌宠物医院，市民可结合具
体情况选择就近办理。

记者了解到，养犬证收费为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和省财政厅统一规
定标准，重点管理区、一般管理区初
次登记限制养犬管理费、年度限制养
犬管理费及已经做过绝育手术的犬
只收费都有对应明确规定。

“办证工作已全面启动，为了更好
地管理和提供便民服务，我们已经建立
了全市统一的养犬管理系统，后期根据
群众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或设置合理的
办证点位，方便群众办证。”陈龙说。

“汪星人”也得有“身份”
——广大养犬人士积极响应我市养犬登记办理政策

记者 姜顺

在元旦来临之际，延安石
油化工厂联合三车间运行四班
加大安全检查力度，确保设备
无泄漏、无故障，为节日期间的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图为 2024年 12月 31日，
该厂职工赵玉龙对设备进行检
测维修。

记者 张鹏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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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延媛 通讯员 李凯）旧岁即逝，新年将
至。2024年 12月 26日，杜甫川社区在农科所广场组织开
展“迎新春 庆元旦”活动，与辖区老年人欢聚一堂，趣享运
动，共同营造喜庆祥和的新年氛围。

本次活动共设置 4个游戏项目：一动不动“果蔬套一
套”、锻炼平衡“欢乐铲铲铲”、掌握节奏“原地踏步60秒”和
手部精细“蒙眼插筷”。社区还精心准备了抽纸、肥皂、擦手
油、洗洁精等常用物品作为奖品，鼓励老年人参与。

活动开始后，广场上人头攒动，每一个游戏点位前都
排起了长龙，参与者们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任大妈
一出手就套中一颗大雪梨，引来阵阵叫好；眼睛蒙起来原
地踏步的刘大妈和张大妈竟然撞在了一起，让大家笑得
前仰后合……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趣味盎然。

杜甫川社区党总支负责人表示，开展此次活动，既为元
旦佳节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也为新一年开了一个好头，
更把节日的快乐传递给了每一位老年人。今后，杜甫川社
区将持续不断开展有利于老年人的各类活动，让他们的晚
年生活更加愉悦丰富。

冬至过后，延川县大禹街道虎白山行政村的粉条加工
厂就迎来了一年中最红火的时刻。

走进粉条加工厂，七八名村民组成一条生产线，漏粉、
煮粉、捞粉、晾晒……大家分工明确，有条不紊。

铁锅前，漏粉师傅一手端着塞满洋芋淀粉糊的铁漏瓢，
一手有节奏地拍打着手腕，淀粉糊从漏瓢底部的孔洞里流
出，拉出细细长长的“丝线”，跌落进铁锅滚烫的热水里。“丝
线”在锅里快速受热，成为半透明状的粉条，成型的粉条被
打捞到锅台边的冷水缸里，快速冷却，增加韧性，被木棍撑
起来沥干水分，然后拿到院子里的架子上晾晒入窖，制作才
算完成。

刚刚漏出的粉条被称为水粉，加上酸菜、酱油、香醋、油
泼辣子等调味料搅拌均匀，用木筷挑起，放到嘴里，用力地
咬上一口，鲜嫩、顺滑、爽口的感觉顿时吸引味蕾，吸引了众
多“粉”丝前来品尝。

“我和几个朋友专门从延安开车来的，今天过来尝了一
下，味道确实好，我们还打包了几袋，准备回去给家里人尝
尝。”游客郝燕说。

虎白山行政村历来都有加工粉条的传统，每到冬季，村
里会漏粉的手艺人都会聚在一起帮助各家各户漏粉。去
年，村里成立了粉条加工厂，不仅让村民在冬闲时间有活
干、有钱挣，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我漏粉有 30多年了，虽然现在制作粉条的设备机械
化程度越来越高了，但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吃手工粉条，我一
个冬天光靠卖漏粉就能收入 1万多元，比到外边打工还轻
松。”漏粉师傅杨三强说。

虎白山行政村杨家山自然村小队长杨文雄介绍说，他
们制作的粉条质量上乘、口感好，每斤可以卖到20多元，基
本上一漏出来就卖完了，很受顾客欢迎。他们将继续提高
产能，提升产品质量，拓宽销售渠道，进一步提高村民收入。

一颗颗小小的土豆，在经过加工、包装等程序后，摇身
一变就成了“香饽饽”。目前，虎白山行政村种植土豆 600
亩，产量可达240万斤。自2023年办起了粉条加工厂后，村
民收益不断增加，仅粉条加工厂单项人均增收 4800元，把

“小”粉条做成了“大”产业。

本报讯（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刘燕 白杨越）为高效
整合农机优质资源，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化在社会化服务中
的关键作用，近日，黄龙县裕华联合社举办了分社、机械、机
手入社仪式暨培训大会，共有25名农机手加入联合社。

位于黄龙县崾崄乡的裕华联合社占地13.4亩，设有办
公培训区、农机存放检修区、农资仓储区、烘干销售区四大
功能板块。联合社借助社会化托管服务，承担全乡农事
托管、农情监测、农资购销、金融保险、技术培训及信息化
服务等多项业务，达成农资供应、耕种作业、品种实验推
广、技术指导培训、病虫害防治、收割销售的“六统一”目
标，切实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引领玉米产业迈向
集约化、链条化、专业化的新发展路径，实现从土地到农户
的全面抱团合作，从前端到后端的紧密联结，以及从生产到
经营的精准分工。

该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贠变侠表示，农业机械化是推
动农业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对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保障粮
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崾崄乡裕华农业联合社
的成立，是全县农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此次农机及农机
手入社仪式的举行，标志着联合社正式启动运营，将为全县
农业机械化进程注入全新活力。

“农机手的加入为联合社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强有
力的智力与人才支撑。今后，农机手将依据农户需求开展
接单服务，达成农业机械化服务的零距离对接，进一步推动
农业生产的高效发展。”崾崄乡乡长景峰说。

“小”粉条做成了“大”产业
记者 李欢 通讯员 高帅

趣味运动迎新年

机械化生产有了“能手”
黄龙25名农机手加入农业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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