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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春 走基层

春节的脚步一天天临近，但
在安塞区南沟村，赵永东果园里
的活计却不停歇。每天吃完早
饭，他就一头扎进果园，忙着修剪
自家的果树。

“果树就跟人一样，定期要给
它‘理发’，冬天剪枝就是让它的
树形和枝条分布更合理，这样也
可以减少病虫害。把这小小的果
园护理好，来年能支撑起我们一
家人的生活。”赵永东笑着说。

赵永东老了，但他却舍不得
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苹果事
业”，尤其这几年，看着南沟村发
展得越来越好，他经常发愁自己
的果园该怎么办。正在他一筹莫
展之际，儿子在银川做红薯生意
亏损，他忍不住把儿子叫回来，就
这样，赵伟在 2023年返乡，接过
了他父亲打理果园的“接力棒”。

为了务养苹果，赵永东和儿
子赵伟长期居住在山地果园旁的
一间房子里，房子很简陋，到了冬
天山上寒气逼人，但父子俩都下
定决心，再苦再累也要把这份事
业发展下去。到了晚上，父子二
人苦中作乐，经常坐在一起吃火

锅、开直播，通过互联网，很多人
都认识了这对父子，了解了他们
和苹果的不解之缘。

“一开始，我不赞成他玩互联
网，就感觉他一天不务正业，天天
扎在手机的世界里。但是慢慢我
发现，儿子比我懂行，我愁没有销
路，他通过直播一天就能卖出去
几十箱，在他的带动下，我也开始
学习直播，学着了解年轻人的想
法。”赵永东说。

就这样，农闲时候，赵伟就在
果园里直播，一年到头下来，他和
父亲的收入只增不减，算上在村
集体果园打工的钱，2024年一家
人收入十几万元，能好好过个幸
福年。

日子过得好不好，就看老百
姓的钱包鼓不鼓。2024年南沟
村村集体收入突破68万元，人均
可支配收入2万多元。从一穷二
白到买房买车，那些曾经村民们
梦寐以求的事情逐渐在变成现
实。村上这些年来日新月异的变
化，也让村民们把一颗心、整个
人，深深扎进这座小村庄。

室外寒风瑟瑟，棚圈内却暖

意融融，一只只活蹦乱跳的小羊羔
肥壮可爱，“咩咩”声此起彼伏。南
沟村村民李梅正忙着为产羔母羊添
加“营养餐”，并检查新生羊羔的健
康状况。对于她来说，接羔意味着
收获新一年的希望。

37岁得李梅虽然年纪轻轻，却
是村里有名的养殖“专家”，从最开
始没有任何养殖经验，到如今养殖
100多只羊、80多头猪。一切的背
后，都是这个女人吃苦耐劳的成果。

“一开始决定干养殖，我没钱也
没经验，周围人都说养猪特别累，风
险大，稍不注意可能就会全军覆没，
我一听心里没了主意，想了几夜，我
丈夫腰椎间盘突出也没法外出务
工，除了养猪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最
后还是决定干。”李梅说，那一年，她
贷了 3万元的小额免息贷款，买了
猪、建起棚，从清理粪便、冲洗、消
毒、喂食，每个环节都亲自动手，生
怕猪娃子有一点闪失。

然而，养猪并没有想象得那么
容易，猪生病是她最发愁的事。那
时的她，对消毒防病、接种疫苗等工
作都毫无头绪。为了减少损失，李
梅开始苦学养猪知识，从品种特性、

猪圈设计、饲料配方、疫苗接种、消毒
防病……她一个也不敢拉下，经过不
断摸索，她的养猪事业终于稳定下
来。

2018年，猪肉行情好、价格高，那
一年李梅进账17万元左右，她高兴地
一晚上没睡着觉。有了赚钱的本事，
家里的老人、娃娃，不愁过不上好生
活。

2022年，李梅开始尝试养羊，有
了养殖经验，这次她一口气养了
100多只，清理羊粪、检查羊圈、喂草
喂料……李梅每天从早忙到晚，在她
的精心照料下，几年下来，羊圈里的
大羊小羊非常健康，她家的羊也因为
品质好，成了远近闻名的抢手货，前
来购买羊肉的客户络绎不绝，她还经
常给省城的顾客发快递，很多人都成
了她的回头客。

“幸福，一定是奋斗出来的。如
今，我们南沟村的乡亲们靠勤劳的双
手，创造出了幸福美满的生活。2025
年，我们要继续把现代农业、乡村旅
游、劳动教育三大主导产业做大、做
强、做好、做实，让村民们的生活像苹
果一样红，日子越过越富足。”安塞区
高桥镇南沟村党支部书记张润生说。

干在南沟村 幸福来敲门
记者 白雪 通讯员 郝莉萍 刘阳

“辛苦一年了，过年做八碗犒
劳家人，再把新门帘挂上，希望来
年事事顺利，家人健康。”1月 14
日，农历腊月十五，子长市史家畔
便民服务中心丹头村村民康登亮
的小院里，68岁的康登亮和老伴
李春梅做完八碗后，一起挂上了
自制的新门帘。

过新年，换门帘。这是老两
口数十年来给新年最重要的礼
物。一年又一年的新门帘见证了
李春梅和康登亮之间长达 44年
相濡以沫的夫妻情。结婚时，康
登亮的父亲刚去世，还要照顾年
幼的弟弟和年老的母亲，家里经
济紧张。那时候年轻人结婚流行

“三大件”，缝纫机正是其中之
一。结婚时没钱买不起，康登亮
一直记在心里，攒了好几年钱，用
190元给妻子买了一台缝纫机。

有了缝纫机，李春梅开始学
给孩子们做衣服，并把孩子们不
穿的旧衣服做成门帘。“当衣服用
来做门帘时，就是旧的实在不能
再用了，我挑袖子上能用的去做，
但门帘也只能用一年就风化烂掉
了。”李春梅说。李春梅和康登亮
有5个孩子，加上母亲，一家人生
活压力大。李春梅给小孩做的衣
服往往是大的穿完小的穿，最小
的穿完才能拆。一拆一洗之后，
剪刀上手，剪成三角形、长方形、
半月形等各种形状，在缝纫机“吱
吱咕咕”的响声中，各种形状的布
片重新组合变成了一块块“新”门
帘。

旧布做成的“新”门帘，曾是
康登亮一家人很长时间里过新年

最大的体面，见证了一家人共患
难和血浓于水的亲情。“过年穿不
上新衣，挂上新门帘，我们也感到
这个年就过好了。”康登亮说。

2005年前后，一家人生活到
了最难处。李春梅和康登亮的大
女儿、二女儿、三女儿、小儿子同
时在上学，特别是大女儿、二女儿
上高中花费很高，仅靠种庄稼的
营生，康登亮实在供不起。每到
娃娃上学前几天，兜里没学费的
夫妻俩愁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借到钱后，他们一年四季着急忙
慌四处打工还钱。一家人过年最
多只买 5斤肉，到了年三十才做
八碗，怕做早了吃完的话除夕夜
就没得吃了。生活虽然困顿，可
每到过年时孩子们嬉笑着挂门
帘、贴对联，把新年的祝福送给家

人和奋斗的自己。了解到家里的窘
境，大女儿、二女儿高中毕业后没有
选择读大学，她们选择辍学打工供
弟弟妹妹，这也成为康登亮、李春梅
内心深处最大的遗憾。

一家人，有放弃，有遗憾，可也
有收获。每到艰难时，孩子们都会
想起妈妈做的那一块块碎布门帘，
他们说，要对生活乐观豁达，就像
把生活的碎布拼接起来，就是崭新
的局面。如今，五姐弟中的大儿
子、三女儿、小儿子接受了高等教
育，分别在政府部门、医药销售公
司、饮料销售公司工作，在志丹县、
榆林市、延安市城区稳步扎根，成
家立业。大女儿、二女儿相夫教子，
像妈妈一样勤俭持家，把生活过得
越来越红火。

虽然孩子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但还是会把不穿的旧衣服带回家。
孩子们常常笑着对李春梅说：“我们
的妈妈会过日子，东西没有扔掉的，
一把神奇的剪刀能让所有旧衣物都
有新价值。”有了孩子们送来的丰富
创作材料，除了做门帘，李春梅做布堆
画枕头、椅子垫等自用，并送给孩子
们。“今年大儿媳妇要4块门帘，大女儿
要3块……”每到过年时，李春梅会把
妈妈对孩子们的爱缝进布里，会给每
个孩子送自己制作的门帘，身体力行
教会孩子们勤俭持家，阳光生活。

时代变好，农民变富，李春梅的
新门帘也在发生变化。五六年前起，
李春梅在孩子们的影响下，开始在互
联网学做陕北布堆画，她结合自己几
十年做拼接碎布门帘的经历，用小块
布做成各种几何图形的大方块，再用
大方块做门帘，或者剪出各种花样
子，缝在大方块上，再用大方块做门
帘……家里的生活有了起色后，她也
开始舍得给门帘做投资，在网上买新
布来做真正意义上的新门帘。

新门帘用蓝、红、白、黑、绿等不
同颜色的布料搭配，做成蓝底红花的
牡丹、白底绿色的兰花草，还做成黑
底的红灯笼、白灯笼……“做成红灯
笼希望日子红红火火，做成牡丹希望
花开富贵，做成红旗希望国家繁荣富
强。”李春梅用一双巧手剪下新样子，
一针一线缝下了对幸福生活和国家
的美好祝福。

当八碗飘香，对联扮靓小院时，李
春梅和康登亮知道，一家人的新门帘
又该挂上了。康登亮说：“所有孩子们
都会在正月回家团聚，等娃回来，看到
新门帘，吃上不担心会吃完的八碗，就
知道这个年，我们又过好了。”

本报讯（通讯员 寇军龙 贺锦坤 缑宇玉 记者 姜顺）秦腔贺新
春，戏曲展风采。连日来，黄陵县秦腔剧团正紧锣密鼓地进行2025年
新春戏曲演出排练工作。

排练厅内，梆子一敲，演员们各就各位，和着伴奏唱、念、做、打，信
手拈来，一字一句兼具神韵；台下的伴奏人员，云板轻响，马锣、琵琶、
长笛等伴奏乐器齐鸣。尽管没有化妆，没有舞台灯光，但演员们仍旧
十分投入，一举一动、一招一式、一词一句、一停一顿都精心打磨。

“我们最近正在加紧排练，在春节来临之际想给老乡们献上一台
精彩的节目。”黄陵县秦腔剧团演员张云说。

“不论是剧团中的演员、乐队、导演都很辛苦，希望通过我们的表
演给大家的春节带来欢乐。”黄陵县秦腔剧团演员杨金花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黄陵县秦腔
剧团的35名演员们细致排练每一个动作，打磨每一段唱腔，每一个动
作，每一句唱词，每一个眼神，都凝聚着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和执着。

“我们精心选出剧目《生死牌》和《狸猫换太子》，全团职工加班加
点、尽心排练，力争在春节期间奉献给广大父老乡亲。”黄陵县秦腔剧
团团长赵少红说。

据了解，黄陵县秦腔剧团将于正月十三至正月十五正式演出，届
时广大戏迷朋友可在黄陵县艺术中心领取免费戏曲观看票，后续还将
赴延安参加“延安过大年”秦腔传统曲目展演。

本报讯（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吴舒捷）随着蛇年春节的脚步日
益临近，洛川县街头巷尾的“年味儿”也越来越浓。近日，洛川县城区
主要街道已挂上了各式各样的彩灯，街道悄然换上了节日的盛装，将
节日的“仪式感”拉满。

在县城凤栖广场、迎宾大道，工人师傅们有的悬挂灯笼，有的站在
升降车上悬挂中国结灯饰，道路两旁的树木也换上了“新造型”。一个
个漂亮的灯饰挂满枝头，不仅为城市增添了浓厚的节日色彩，更让市
民感受到了新年喜庆的氛围。

“看到街上挂了很多灯笼，还有中国结，感觉年味特别浓，心情也
跟着变好了。”市民王艳开心地说。

“非常的热闹，蛇年的氛围也非常浓厚，喜气洋洋的，让宝宝看一
下也感受一下年味。”市民杨洋高兴地说。

各式各样的彩灯将节日装饰与城市建设、城市文化有机融合，不
仅让县城年味变得更浓，也充分展现了洛川的新气象。

“我们本着‘节约资源，突出特色，安全欢乐喜庆’的原则，在迎宾
大道、府前街、凤栖街等主要路段以及产业园区口袋公园、行政北广
场、凤凰雕像等区域进行重点打造，通过街景亮化、行道树亮化、悬挂
灯笼中国结等灯饰挂件和打造网红打卡点等方式，为广大市民群众营
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浓厚氛围。”洛川县城市管理执法局局长解军锋表
示，下一步，将在做好节日保洁和市场秩序的同时，强化设施巡查与维
护，及时解决居民群众反映的路灯照明设施、设备故障等问题，做好应
急抢修工作，保证亮化效果贯穿整个春节假期。让群众度过一个喜
庆、祥和的新春佳节。

临近春节，洛川县屯里村非遗传承人王桂连一家人，利用农闲时
间创作了三幅蛇年主题毛麻绣作品，迎接新年的到来。

1月23日一大早，记者走进洛川县屯里村非遗传承人王桂连的工
作室，琳琅满目的毛麻绣作品映入眼帘，有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也有
寓意吉祥的传统图案，王桂连和家人朋友们围坐在绣架前神情专注，
手中的绣针在毛麻织物间轻快穿梭，彩线随着她的动作游走，针脚细
密、色彩搭配和谐，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她精湛的技艺。

“我绣的这幅作品是《福瑞满园》，上面有苹果树、洛川吉祥物、蛇
盘兔，寓意着财富、好运、丰收；这一幅作品是《改变世界的四个苹果》，
一颗苹果诱惑了夏娃、一颗砸醒了牛顿、一颗捏在乔布斯的手中，还有
一颗生在洛川塬上成了洛川塬的致富果。”王桂连介绍道。

毛麻绣是洛川民间美术工作者在传统剪纸、刺绣、农民画的基础
上，大胆设计、推陈出新的一种新型工艺品，以麻袋片为底，用彩色的
毛线、棉线为原料，采用扎、织、绣的方法制作而成，不但具有剪纸的特
点，而且具有刺绣的风韵。

毛麻绣创作的灵感多是来源于生活，王桂连的作品既有表现生产
生活场景的《采摘苹果》《锄禾》《庆丰收》，也有展现习俗节气的《老鼠
嫁女》《迎亲》《端午》等，为了让毛麻绣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她还将现代
设计理念与传统毛麻绣工艺相结合，创作出许多既保留传统韵味又符
合当代审美的作品，深受周围亲戚朋友的青睐。

如今的毛麻绣，既是王桂连的爱好，也成就了她的“致富路”。每年
都有许多顾客前来购买她的作品。然而在收获经济利益的同时，王桂连
一家对毛麻绣艺术热爱的初衷从未改变。不仅如此，王桂连还将自己的
手艺教给老伴儿、女儿、儿子和儿媳，如今，一大家子里出了5个传承人。

“作为毛麻绣的传承人，我要把洛川的地域文化特征和乡土生活
气息绣出来，通过这种形式将毛麻绣更好地传承下去。”王桂连表示。

毛麻绣里送祝福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李进 舒捷

本报讯（记者 叶四青 邓志
宏 通讯员 张龙） 1月 14日，农
历腊月十五，上午 10点，在子长
市玉家湾镇玉家湾集贸市场，对
联、年画、羊肉、糖果瓜子、水果等
摊位已经一一摆开。“要买点年画
吗？”“我们的羊是早上刚杀的，羊
肉非常新鲜。”……卖家兜售着自
家产品，采买年货的村民挑选着，
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
起，分外热闹。

2024年刚刚建成投用的玉
家湾集贸市场为商贩和市民提供
了更为良好的购物环境。记者在
现场看到，市场上方有遮挡雨雪的
篷子，摊贩分区域整齐摆放物品，

现场干净整洁，交易井然有序。
记者了解到，之前摊主在人

行道摆摊，农民在街道赶集，赶集
时人流量大容易影响交通，街道
在农民赶集完成后呈现脏乱差的
状况。玉家湾镇盘活前滩商业用
地50余亩，建成现代化高标准集
贸市场，设立“蔬菜食品区、农资
农机区、畜禽交易区、办公服务
区、泊车休憩区”等 5个区域，彻
底改变了以往集镇街道“商、住、
行、贸”混杂局面，让市场有了一
个良好的交易环境。

“今年农贸市场商品种类很
多，瓜果蔬菜应有尽有，我们的生
活和城里人也没啥区别。”玉家湾

村村民杨爱芳高兴地说，“现在农民
手里有钱了，市场常有新鲜小瓜、草
莓等水果，我也常买给孙子孙女尝
尝。”附近村民种蔬菜水果大棚，农
贸市场上平常自然不缺新鲜蔬果。
市场上，陕北人喜欢吃的荞面、绿
豆、粉条等吃食应有尽有。农历新
年前几天，人们做油糕、油馍馍、黄
馍馍等年茶饭，春节用八碗、羊肉饸
饹待客，年货市场多了糕面、黄米面
等应季产品，羊肉、猪肉、活鸡、鸡蛋
等产品畅销。

羊肉摊上，买整羊的农民不少；
鸡蛋买卖摊上，农民的土鸡蛋畅销。
杨爱芳养了6只鸡，除了给孙子吃，
有了富余她还会拿来卖，她攒了半个

月的30颗土鸡蛋，当天上午一来不到
10分钟就卖完了，收入60元。

一颗鸡蛋 2元的价格，杨爱芳感
觉很满意。一天能卖 2头猪，猪肉摊
主高国柱也很开心。高国柱说，以前
买猪肉的客户大多买不到10斤，如今
大多客户一买就是 40至 50斤，猪肉
特别好卖。

这几天，家家户户开始做八碗，
市场对猪肉的需求量增大，高国柱根
据销售情况杀猪，让养成的肥猪早早
卖出去，及时回笼资金过个好年。高
国柱是脱贫巩固户，过年期间将16头
肥猪出栏卖掉。“临近过年，猪肉摊一
天比一天生意好，前一天就卖了2460
元。”高国柱说。

集贸市场换新颜 购销两旺迎新年

李春梅家的新门帘
记者 叶四青 邓志宏 通讯员 张龙

● 李春梅和老伴正在挂门帘

迎春灯饰高高挂 果乡街头年味浓果乡街头年味浓

秦腔演出排练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