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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市场安全检查
保障群众安心消费

“过年啦，卖年货对联了……”1月
20日，在延川县路遥广场的年货市场
上，伴随着商户的一声声吆喝，来这里
采购的居民络绎不绝。

这里的年货市场有摊位 220个，设
置有对联年画区、玩具区、熟食区、糖果
区、凉菜区等8个分区，年货种类琳琅满
目，既满足了春节期间居民的消费需求，
又为商户搭建起了销售产品的平台。

1月16日，这里曾进行了一场年货
摊位“抓阄”活动，所有报名商户有序聚
集在这里，通过现场抓阄决定自己的摊
位位置，这样的方式让商户们放了心。

“之前一直担心自己的摊位会被忽
视，这个方式能让大家公平参与，让商
户们感觉很舒心，我们会全力为居民提
供优质年货，让大家买得满意。”商户高
梦华说。

今年设置年货市场时，延川县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采取了按经营种类
现场写号、现场抓阄、现场确认的方式

进行，整个过程井然有序，保证了摊位
安排的公开公正。

眼下，随着春节的临近，市场内人流
如潮，迎来了采购高潮，这里成为居民们

采购年货的首选地。只见红红的对联、喜
庆的福字在风中摇曳，摊位上堆满了各种
口味的干货坚果，新鲜肥美的肉类、五彩斑
斓的糖果等，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采购。

居民们在这里一边逛，一边精心挑
选。居民张女士采购了几副对联和福字以
及一些熟食和糖果等，她表示，过年要有仪
式感，一定要准备好年货。年货市场种类
齐全，可以满足购买需求，她一次性都置办
齐全了，就等着欢欢喜喜过年了。

记者了解到，延川县路遥广场年货市
场的经营时间从1月17日到2月5日，总共
20天。在年货市场开始经营后，该县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对年货市场加大巡查，
规范摊点摆放位置，全程进行监督检查，保
障市场运营有序。

“群众在购物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可
以及时反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在第
一时间进行处理，争取做到让商户盈利、让
群众满意，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延川
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刘凯说。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
豚。腊月里农家酿的酒虽浊而浑，但稀
薄酒味后的独有风味让文人墨客久久回
味。

临近年关，陕北人的餐桌上少不了
一瓶好酒。以酒庆佳节、送亲友，宝塔区
甘谷驿镇史家背河村史向宏的酒坊酒味
飘香，吸引了不少个人、企业前来订购。

“这个酒是粮食酿的酒，口感好，快
过年了，想买 20箱酒送给亲友，让他们
喝点有延安地方特色的好酒。”1月 20
日，前来小院购酒的消费者李树勇说。

陕北素来有种植玉米、高粱等五谷
杂粮的习惯，史向宏使用高粱、玉米、小
麦、大米、糯米为原料，配以祖传的技艺
酿酒，成为宝塔区非遗保护项目“延安老
酒”区级代表性传承人。

长久以来，宝塔区姚店、甘谷驿、青
化砭、李渠等乡镇及周边地区百姓流行
喝延安老酒。寒冬腊月农闲时间，农家
人互助酿酒或卖掉或自用，酒香味在乡
间飘扬。一百多年前，史向宏的太爷爷
史月清学会了酿酒技术，因对传统工艺
熟练掌握，原料品质好，酿出的酒度数
高，香味浓郁，口感清醇，受到当地百姓
们的喜爱。史月清把技术传给了儿子史
振财，史振财将这项技艺传给了史向宏
的叔父史凤义。

1998年，史凤义把接力棒送到了史
向宏手中。那时，他刚刚结婚，从小耳
濡目染让他迅速掌握了酿酒的方法。
与此同时，当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
到了每个乡村，不少人走出大山谋求更
好的前程。家里有弟弟妹妹和新家要

养，史向宏也走出了乡村。2019年，在
外工作攒了一笔钱后，史向宏返乡重拾
延安老酒制作技艺。他说：“老一辈传
下来的东西不能丢掉，他们留给了我好
的技艺，同时也教会了我做人的道理，
做好酒一定要诚实守信，用最好的原材
料去做。”

史向宏遵循粮食粉碎、拌料、润糁、
蒸料、扬冷、拌曲、高温堆积、低温糖化、
粮糟入窖、踩窖、封窖发酵、粮糟出窖蒸
馏等老五甑传统工序，精心酿造出美味
醇香、口感独特的纯粮白酒。为了确保
原料可靠，史向宏和村民们签订玉米、高
粱收购协议，免费给大家提供种子，并以
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既让农民的好
粮食卖个好价钱，也保障了酿酒的优质
原料。

现代生产的酒，采用传统工艺制作与
现代科技结合生产，史向宏的酒坊也是如
此，既有精湛的酿造工艺，又有先进科学
的酿酒设备。他家的院子里有竹编酒坛、
酿酒木桶等传统制酒、储酒设备，还有一
间长长的窑洞，里面藏着千百坛新酒，等
待发酵完成后装入酒瓶。

史向宏的先辈们用来酿酒的木桶一
次可放置 50公斤粮食，生产 10公斤酒。
现在他引进新设备，一次可放置 750公斤
粮食，生产 150多公斤酒。酿制的新酒流
进史向宏引进的包装车间生产线，工人们
装酒、拧盖、装箱，将酿好的美酒装进酒箱
里等待发货。

“一家吃穿不愁还不够，我还要把作
坊做成企业，而且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企
业，带动更多乡亲富裕起来。”史向宏说。

古法酿造美酒香
记者 叶四青 实习生 刘双燕

● 居民在年货市场选购年货

“我是咱热力中心的，来看看咱温度
怎么样？天气也比较冷，尽量少开窗，保
持室内温度，有啥问题打我的座机电话
……”近日，黄陵县热力服务中心“暖冬行
动”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分队队员史涛和同
事来到滨水苑小区居民刘立凡女士家中。

数九寒天，冷在三九。走进居民刘
女士家中，刚进门就能感受到一股暖意，
室内的温暖和户外的寒冷形成鲜明对
比。“上周家里有点不热，我给服务队打
了个电话，10分钟他们就上门了，给我
做了滤网冲洗、管道清洗，现在温度回升
了，十分满意。”刘立凡女士高兴地说道。

进入供热季以来，黄陵县热力服务
中心全面推行“暖冬行动”志愿服务工作
体系，将全县 13492户用暖群众根据区

域划分为77个小区，每个小区单独建立
微信群，成立4个工作队，由28名工作人
员专职服务群众，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上
门服务、过程评价和事后监督的管理体
制。并定期走进居民家中，仔细摸排辖
区居民家中供暖是否正常、是否出现管
道漏水、阀门失修等问题，了解居民在供
暖中遇到的问题。针对供热设备、设施
事故、故障处理等实行 24小时值班制
度，确保居民能够温暖过冬。

段思雨是该服务中心“暖冬行动”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分队队员，也是热力中
心医院供热站站长，据他介绍，每次接到
群众报修电话，他们坚持1小时内上门、
6小时内处理问题。通过远程控制系
统，设置温度下限报警机制，变被动为主

动，及时为用户处理问题。
为持续提高用户幸福指数，服务队

着力推行“体验式服务”，创新“沟通、融
合、促进”工作模式，借助黄陵智慧供热
管理平台，实时监测用户家中的进回水
温度、流量等一些关键参数，在有异常
的情况下，指挥中心将异常情况及时通
报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变过
去的被动服务为主动作为，极大地提高
了工作效率。并做到常检查常回访，分
门别类及时处置，还经常帮助用户做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无数次的热心相助，
让老街坊新邻居无不对他们称赞不
已。“现在热力中心服务工作搞得越来
越好了，不管出现多么大的故障，信息
发出去以后或者打个电话，他们的服务

队很快就来了，处理问题很及时，处理得也
很好。”黄陵县电影公司家属院居民张永升
称赞道。

截至目前，该服务队已经清理用户
室内室外滤网 1万余次，上门服务 1062
次，电话回访 842 次，收到了明显的效
果。与去年同期相比信访投诉量降低了
39%，用户的满意度达到了 99.12%。该
服务分队队长、热力服务中心主任李斗
说：“今后我们将继续坚持群众至上的
服务理念，深入细致的工作，将‘暖冬行
动’这一服务向品牌化、专业化、精细
化、定制化方向发展，通过扎实、有效、
及时的工作，将党和政府的温暖及时有
效地传递到广大群众中去，以实际行动
让精神文明之花在龙乡大地绽放。”

文明实践上门入户 暖心服务持续“升温”
记者 姜顺 通讯员 王静雯 寇宁 李婷

临近春节，年味渐浓。连日来，乡村
助农大使、知名自媒体创作者“陕北的慧”
利用自身粉丝流量，在自家窑洞里通过直
播带货的方式帮助陕北地区农民销售农
特产品13.5吨。这一善举不仅为农民带
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也进一步提升了陕
北农特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陕北的慧”原名胡雅慧，陕西吴起县
人，是一位热爱家乡、致力于通过自媒体
平台宣传陕北风土人情的创作者。2023
年9月，她开始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分享
陕北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用镜头记录这片
古老土地上的真实与美丽。

“我拍摄的内容就是我们农民平平
常常的生活状态，我希望通过这种方
式，让更多的人了解陕北，感受这片土
地的魅力。”胡雅慧说。

凭借独特的创作风格和人格魅力，
胡雅慧在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平
台上收获了80万+的粉丝。2024年，她
被吴起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聘为

“胜利吴起推荐官”，成为吴起县对外宣
传的一张名片。

昔日，她拍摄短视频宣传陕北，展
示陕北日常生活和文化。如今，利用电
商平台推介陕北各类农特产品已成为
她的一项日常工作。

自 2024年 12月份以来，胡雅慧开
始尝试以短视频带货，仅一个月的时
间，她就销售陕北小米10余吨，让家乡
好物“出圈”，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互联网时代，我必须踏上电商直
播这一赛道。”胡雅慧表示，希望通过努
力让自己的流量变销量，带动村民持续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2025年元旦，胡雅慧正式开启了
视频直播带货。她说，“我销售的农特
产品都是和丈夫以略高于市场价格，在
延安、榆林各县区农民手中收购的，通
过严格的质量把关，自己亲手打包发
货，目前日销量达 400~500件，价值在
1~4万元不等。”

随着直播效果越来越好，陕北特产
小米、黑豆、黄豆、粉条、红枣、蜂蜜、核
桃等特色农产品被摆上了她的直播间，
曾经单一的销路被打开。

“新的一年，我希望借助电商这一渠
道，让更多人看到陕北种植的高品质特色
杂粮，力争让我们陕北地区的农特产品走

出陕西、走到全国、走向世界。”胡雅慧说，
自开播以来，她已经累计卖出50万元的农
特产品。

“慧”助力 卖特产
记者 方大燕 通讯员 徐志全

● 胡雅慧正在直播带货

本报讯（记者 任琦 高垠）春节临近，宝塔区
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节前消费市场专项整治行动，
为广大消费者营造了安全、放心、有序的消费环境。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执法人员聚焦食品、产品质
量及价格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重点领域，对超
市、农贸市场、酒店等场所展开了全面排查整治。“放
的食品都要拿笼布或者保鲜膜盖住，防止人与人唾
液等接触。”“供货商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公
示到指定区域，方便消费者知晓情况。”整个整治行
动主要包括从业人员是否具有健康证明、索证索票
是否齐全、商品是否明码标价等内容。检查中发现
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即督促商家立即整改，有效规范
了市场秩序。

宝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采取分片包抓形式，近
10天以来，已对城区内各类经营场所的经营行为进
行了专项整治，有效消除了消费市场安全隐患，切实
督促经营者提高规范经营意识。

“我们安排专人值班，一旦发现问题商品或消费
纠纷，可以拨打12315向我们投诉举报，我们将竭诚
服务，营造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保障广大市民的消
费安全。”执法人员武成学说。

“一老”连着夕阳，“一小”连着朝阳。一年来，宝塔
区南市街道杜甫川社区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重点关注

“一老一小”，织牢织密民生保障网，让老有所养、小有
所育在点滴细微间为社区群众传递温暖。

用心呵护“花骨朵”

“老师们很温柔，我觉得社区就像家一样。”1月16
日，在杜甫川社区刚上完口才课的小学生刘芊雨高兴
地说。

为解决假期家长看护难题，杜甫川社区组织了一
系列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课程，为孩子们打造了一个
学习知识、拓展兴趣、增进友谊的平台。

“寒假期间，我们将会议室变为绘画班，图书室改为
口才班，充分利用社区阵地，为孩子们搭建了快乐成长
的平台。”杜甫川社区副主任李凯说，课程从1月11日至
22日，为期12天。开设有绘画、硬笔书法、趣味英语、口
才等4门兴趣课，目前共有200余名孩子参与其中。

书法课上，专业书法老师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从书写姿势、握笔方式和基本笔画的书写规律入
手，为孩子们讲解了硬笔书法的入门知识；口才课上，
通过说书、快板、朗诵等表演形式，提升了孩子的语言
表达能力和自信心，并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绘
画课激发了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通过色彩和线条
展现孩子的内心世界；趣味英语采用生动有趣的教学
方式，如观看英文电影、学唱英文歌等，让孩子们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英语知识。

“我在社区里学到了很多课外知识，也交到了新
朋友，这个假期我过得很充实。”小学生张宇腾说。

同时，该社区为解决家长接送难的问题，在课程
期间提供托管服务，包含午餐及日常看护，得到了家长
和孩子们的一致好评。“社区不仅帮我们解决了假期孩
子看护难题，还通过社团课堂培养了孩子的特长，增强
了孩子的自信。”居民高瑜说。

杜甫川社区党总支书记宋伟说：“假期课堂的人
数从暑假的150名到寒假的200余名，也是社区群众
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继续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活动形
式和内容，为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服务，
助力孩子们健康成长。”

托起幸福“夕阳红”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近日，在杜甫川社
区的老年社团室，辖区的十几位老人正在排练合唱，悠
扬的歌声，开心的笑容，尽享老年人的幸福。

在这里，老年人不仅可以免费使用众多音乐器
材，还能享用经济实惠的爱心午餐和休息理疗。

宋浩才老人告诉记者，他每天都来社区，除了唱
歌、下棋，还参加社区组织的娱乐活动，不仅能展示自
己的才艺，还能交到不少朋友。

该社区还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不定期举办老年人
才艺展示、健康义诊、反诈知识普及、爱心理发等服务
活动，不断为社区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更多创
新服务。

宋伟表示，他们始终将关注老年人心声、温暖老
年人生活作为社区养老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用活辖
区内的各类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各种服务内容，丰富他
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让他们老有所乐，安享幸福晚年。

“马上过年了，给您送些肉、菜、鸡蛋还有对联，过
年的时候让我们社区干部陪您过年。”1月20日，宋伟
带领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呼宝臣老人家中，为老人送去
了生活用品。

呼宝臣老人今年70岁了，无儿无女独自一人生
活。2023年8月份，社区将老人确定为“一岗双助”服
务对象，由社区有医护经验的社区工作者王小芳每周
上门为老人进行测量血压等简单的检查。

“平时老人需要买菜、买药及日用品等，我都会及
时购买送到家里，还会经常帮忙打扫卫生，收拾家里。
希望尽己所能让老人晚年生活得更舒心。”王小芳说。

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杜甫川社区在细微处织牢
“一老一小”民生保障网，守护“朝夕”幸福，让群众的幸
福感更足，满意度更高。

年货大集琳琅满目 市民选购喜迎新年
记者 李欢 通讯员 张萌

幸福相伴“一老一小”
记者 孙艳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