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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会会广广角角

“爱党爱国，遵守法律，培育家风，邻里团
结，提倡新风，守护平安，节约土地，注意卫生，
保护生态，热心公益……”走进舒城县干汊河
镇春塘村民俗馆，一幅醒目的《村规民约》墙绘
映入眼帘，极富乡土气息，不仅为乡村增添了
艺术气息，也让文明和谐观念深入民心。

乡村要美，美在文明；民风要正，正在村
规。近年来，干汊河镇春塘村把规范完善“村
规民约”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结合
本村实际，坚持把“村规民约”与移风易俗紧

密结合起来，不断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
风尚。

村规民约上墙，文明乡风落地。在推进美
丽乡村示范建设中，春塘村结合实际完善修
订了《村规民约》，通过墙绘、微信、大喇叭、入
户宣讲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引导村民
崇德向善，提升村民的文明道德素养，促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落地生根。

一份“村规民约”，通过广泛宣传，家家户
户口口相传，在春塘村起着春风化雨的作用。

孝老爱亲、爱护环境卫生、邻里团结、互帮互
助、热心公益等观念融入村规民约之中，简洁
明了、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让村民们抬头学
知识，低头受教育，有效地涵养了文明乡风、
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倡树文明新风，树立榜样感召。外修生
态、内修人文，为更好地把村规民约落到实
处，近年来，春塘村积极组织开展“最美家
庭”、“最美庭院”、“好婆婆”、“好媳妇”等系列
评选活动，让村民学有榜样，干有目标，典型

示范，比学赶超，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庙墩组
的黄家银、陶廷兰夫妇被评为“最美家庭”。黄
家银、陶廷兰夫妇结婚20多年来，始终相敬如
宾，不仅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更是不离不弃
照顾残疾哥哥。

推进移风易俗，助力乡村振兴。春塘村通
过完善制订“村规民约”，有效遏制天价彩礼、
大操大办、薄养厚葬、炫富攀比、铺张浪费等
歪风陋习，让家庭卸下“人情包袱”，营造出健
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传播文明理念，推动移风
易俗，助力乡村振兴。

如今的春塘村，一栋栋农家小院错落有
致，房前屋后绿意盎然、干净整洁，一条条水
泥路户户相通，村民之间互帮互助、和谐相
处，男女老少相约着行走在如诗如画的环境
中，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春塘村党支
部书记郭建义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整理宣
传村内成功人士先进事迹和好人好事，推动
党员干部、村民遵守“村规民约”，调动村‘两
委’班子工作积极性、村民遵规守约的主动
性，真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促进乡村振兴。”

金寨讯(吴继利)近日，金寨县斑竹园镇借助新时代
文明实践，启动《斑竹园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编
纂工作。

党政重视，提高政治站位。该镇及各村成立由党组
织主要负责人为组长、分管负责人为副组长的编纂工作
领导组，做到安排部署到位、组织实施到位、工作方案到
位，确保完成这项重大政治任务。

发挥“五老”作用，充分挖掘史料。为完整准确挖掘
1949年10月1日至2021年10月1日时限内历史资料，镇及
各村统筹组织运用好、发动好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
老教师、老模范等站位角度高、统稿能力强、文字功底
好、身体能胜任的精干力量，吸收他们为编纂班子成员，
充分发挥“五老”人员工作经历、人生阅历丰富的家乡情
怀和人文情怀，更好挖掘相关内容，彰显地方特色，编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事记。

广征严选，重点突出。以召开座谈会、微信征稿、社
会调查、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广泛征集资料，做细、做
实、做精收集、整理、编纂各环节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原则，确保内容真实准确、文字简明扼要、记录事
件有据可查。在坚持全面系统总体要求基础上，重点突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突出
新发展理念，写透写实新发展变化。

本报讯(朱爱红 记者 谢菊莲)全市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工作开展以来，金安区椿树镇以文明创建为载
体，从乡镇管理精细化入手，对居民文明程度、集镇容
貌、农村人居环境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整改提升，持续提
升乡镇功能品质。

今年以来，该镇通过微信、抖音等线上网络宣传，线
下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宣传栏、广播等传统宣传手
段相结合的方式，营造出全民知晓文明创建，全民参与
文明创建的浓厚氛围。

近年来，文化活动室、党员教育室常态化开展的文
化、健身活动让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打造
美丽集镇，加大基础设施改造提升，对居民居家生活环
境进行美化、绿化、净化。目前全镇建有标准化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20个，文化活动室、党员教育室等十个功
能室制度、年度工作计划全部挂牌上墙。

选树典型传递榜样力量。该镇组织评选表彰“美丽
庭院”、“五好一美”、“平安家庭”、道德模范、推选“乡风
文明引领人”，在全镇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

志愿服务播撒文明新风。设置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站
20个，提供便民雨伞、医药、助听器等各种用品，为办事
群众和居民提供细心、专业的志愿服务和便民服务。19

个村(街)均成立政策宣讲服务队、农业技术服务队、乡
风文明服务队、人居环境服务队，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疫
情防控、疫苗接种等重点工作开展理论宣讲、走访慰问、
指导农业生产等各种服务活动，成为乡镇一道靓丽的风
景。

本报讯(孙瑞 方娟)近年
来，裕安区交通局以党的建设
带动关工委政治建设、组织建
设、班子建设、队伍建设和阵地
建设，用心用情关爱下一代成
长。2 0 2 1年被区关工委授予
2018年-2020年先进集体；关
工委主任王帮忠获2020年度
全省最美抗疫“五老”先进个
人。

多年来，该局坚持从青少
年思想实际出发，组织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使爱国主义教
育、民族精神教育、科学知识教
育、时代精神教育更加具有感
染力，富有针对性、时代感，帮
助青少年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开展法制、交通安全教育
培训。局关工委定期组织志愿
者到辖区内校园为青少年宣传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邀请
局法制办工作人员为在校学生
开展“法制进校园”知识讲座。
深入结对社区幼儿园，开展交
通安全主题教育活动，进一步
提高儿童们的交通安全意识。
近几年来，共开展法律暨安全
教育知识进校园、进社区、进贫
困村36场次，受教达5000多人
次。

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活动。局关工委经常性组织职工子
女开展书法、绘画、演讲等比赛。春节开展“乐剪窗花 喜
迎新春”少儿才艺交流会；“五四”组织30名青少年前往霍
山革命烈士陵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七一”组织“我
和党旗留个影”红色征文和摄影比赛，引导青少年将红色
感悟入脑入心；“八一”组织单位职工子女到本区某部队感
受军营生活；暑期成立小通讯员报道站，来自本系统内的8

位小朋友成为第一批报道站成员，对新闻写作等技能进行
专业培训，使他们能够积极发掘先进事迹，传播正能量。国
庆节期间开展职工子女书画比赛，其中黄登月同学绘画的
文明20条和创城漫画系列获得市、区奖项，被多家媒体报
道，被评为裕安文明小画家。

坚持做好“留守儿童”关爱工作。全局102位扶贫干部
共帮扶联系贫困户436户1213人，其中近一半家庭有适龄
在校生，部分学生是留守儿童，局关工委与六安爱心联盟
机构长期对接做好“留守儿童”调查摸底，带领局二级机构
区交通质监站、区公路服务中心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
家庭情况，在“六一”、春节为他们送去大米、油、图书、书包
等，每人给予一定的助学补助。几年来，累计捐助达5万余
元。

本报讯(汪秀丽)为深入宣传惠残民
生工程政策及实施工作成果，进一步提
高广大群众对民生政策的知晓率、支持
率和满意度，10月份，市残联掀起2021

年民生工程集中宣传月活动的高潮，进
一步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引导广大群
众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切实提高社会
各界的知晓度和满意率，扎实推进我市
惠残民生工程的实施。

10月26日上午，市残联联合市康复
医院、中国联通六安分公司开展民生工
程集中宣传月“走上街头”宣传活动。通
过在人群密集处设立咨询服务台、发放

惠残政策宣传单、现场解答群众提问等
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困难残疾人康复
民生工程相关政策、创新做法及实施成
果。市康复医院的专科医生还为前来咨
询的群众进行义诊。中国联通六安分公
司工作人员现场对畅听王卡具体业务
办理及使用方法进行指导，并进行使用
操作演示，以“畅听王卡·小沃无障碍通
话助手”为载体，为广大听力障碍、言语
残疾人士提供生活便利，提升其幸福
感，让广大群众更多感受到民生工程实
施的真情温度和实效。

在宣传月活动期间，市残联还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春
蚕”志愿者全体人员深入定点帮扶村、
社区开展入户宣传，发放民生政策宣传
材料、宣传明白纸、宣传品等，做到一户
不漏；市残联在部门网站开辟“宣传月
飘窗”、在市广播电台《爱在皋城》栏目
推送惠残民生工程项目进展相关节目，
进一步提高惠残民生工程社会影响力。

10月25日，六
安市残联组织开
展关爱残疾人“公
益体检”活动。此
次共有 4 2名残疾
人受邀来到六安
美年大健康艾诺
分院接受体检。
在体检中心，

工作人员耐心引
导，对于腿脚不便
的残疾人，热情做
好服务。除了常规
检查项目，结合残
疾人自身身体情
况，开展相关检
查。
据悉，针对残

疾人的“公益体
检”活动是关爱残
疾人的具体举措，
已连续开展三年。

本报记者
张玉 文/图

“约”出乡村文明新风尚
卢贤傲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斑竹园镇：

广征严选编纂大事记

椿树镇：

练好文明创建“绣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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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残联开展民生工程集中宣传月活动

残疾人之声

中国是陶瓷之乡，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
先就会制作“黑陶”“彩陶”等陶器。在英文中，
china(瓷器)一词，已成为中国的代名词。可以
说，陶瓷的发明，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之一，
是“土”与“火”的艺术，关乎生活，也关乎人类的
文明。

我的故乡“黄家窑”，曾经就是一个生产陶
器的地方。陶器是制陶比较低端的产品，其制作
工艺比较简单，制成品也比较粗糙。与今天人们
司空见惯的瓷器比较，相差甚远，甚至都没有汉
唐时期的青瓷、白瓷精致。

黄家窑地处大别山北麓，蜿蜒的淠河水，静
静地从她的身边流过。大别山奇峰竞秀纵横千
里，但是，当它的余脉向北，绵延至独山镇黄家
窑时，已经变成广袤的丘陵。荒秃的山岗，崎岖
的冲畈，蜿蜒的沟渠，是这一地貌的显著特征。

小时候，当我们赶着老牛，起早摸黑地徘徊
于山岗头，或者沟渠堰坝时，我们的脚下常常会
出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瓦片。这瓦片，无疑
都是黄家窑生产陶器的残渣碎片。我们拿着这
些瓦片，砍老瓦、打水漂、跳方块，一方小小的瓦
片，为我们的童年增加了无尽的乐趣。

黄家窑窑厂坐落于淠水西岸，整个厂区纵
横三四公里。到我有记忆时，这里只剩下两孔窑
洞了。但是，听大人们说，先前，黄家窑村沿着淠
水岸边，有七十二孔窑洞。每年入夏以后，七十
二孔窑开始装窑点火，整个黄家窑的上空，火光
冲天、烟雾蒸腾。

有一个很神奇的传说，当年，七十二孔窑同
时开窑，由于散发的热力太大，惊动了淠河里的
河神，河神请来东海水龙王，大雨三天。这雨不
仅来势迅猛，而且风驰电掣。大雨过后，人们发
现，七十二孔火光四射的窑洞，仅剩下两孔窑洞
还冒着熊熊的火光，其余七十孔窑洞纷纷坍塌。
从那时起，黄家窑只保留这两孔窑，再也没有另
起新窑。

黄家窑陶瓷社生产的陶器，大都是人们日
常生活使用的坛坛罐罐。其产品远远不能和江
西景德镇的陶瓷相比。大的产品有水缸，底小肚
大。最大的缸叫“四龙缸”，高能没过小孩子的头
顶。如果用来装水，没有十担八担水，是无法填

满的。小时候，我们捉迷藏，也经常躲进空的“四
龙缸”中，让其他孩子围着缸转，却找不着。

在乡下，农村人不仅用这缸装家用的吃水，
有时也用它来蓄积粪便，但是，最主要的，还是
用来储存粮食。因为它肚大能容，一缸能装好几
百斤，甚至上千斤。

秋收以后，丰收的农人们，将稻谷、小麦、或
者玉米等，装进大缸里封存起来，不仅可以防止
偷吃的老鼠，而且，还可以保证这些谷物不会腐
烂变质。

小的陶器有水壶、碗碟、茶杯、酒具等，因为
这些器具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制作这些
陶器时，匠人们会在它们的表面涂抹上一层紫
红色的釉，端在手里光溜溜的。这在黄家窑生产
的陶器中，算是品质比较高级的产品了。其外，
还有祭祀用的香炉、蜡烛台等。

黄家窑陶瓷社生产的陶器中，以坛坛罐罐
最多，用途也十分广泛。大一点的，可以用来储
存加工好的米面，俗称“米坛子”；小一点的，可
以用来腌菜，俗称“菜罐子”。

据说，用黄家窑陶瓷社生产的菜坛子腌制
咸菜，不仅不会腐烂变质，而且吃起来，酸爽香
脆。因此，在我的家乡，入冬之后，家家户户都会
腌制好几坛冬腊菜。腌好的冬腊菜，放在碗碟
里，黄澄澄地散发着酸香味，刺激着人的味蕾，
成为家乡人饭桌上经久不绝的特色菜。

瓦盆、瓦壶，也是黄家窑陶瓷社生产的日用
产品中使用比较广泛的陶器。大的瓦盆用来盛
食物，小的瓦盆用来装饭菜。有的家庭还把它当
洗脸盆、洗脚盆使用。

酒具是黄家窑陶器社生产的陶器中最为精
致的一种。一套完整的酒具，有酒盅、酒壶、温酒
器、托盘等。最早的酒盅，只是一个小小的杯子，
后来改造成了镶着小脚的样式。酒壶的工艺要
复杂得多，圆圆的壶身上，嵌有漏斗形壶口、月
牙形的壶把，和翘尖尖的壶嘴。倒酒的人，左手
端着酒盅，右手提溜起壶把，只需微微地向下一
倾斜，清亮亮的白酒，就像银线一样，从壶嘴流
向酒盅。

黄家窑陶器社生产的陶器，都是一些粗陶，
工艺并不复杂。烧制这种陶器，必需两样最基本

的原料，一是做坯用的粘性黄土，二是
烧陶用的荒草。

黄家窑地处大别山余脉，有着广
袤的丘陵。在这片坑坑洼洼的土地上，
蕴藏着厚重的粘性黄土。这为黄家窑
陶瓷社制陶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原材料。

那时，窑厂附近的老百姓，到了农
闲时节，常常会推着独轮车，将自家庄
前屋后的黄土运往陶器社，于是，空旷
的山野里，便会回荡起独轮车“咿咿呀
呀”的轴碾声，给寂寥的山村增添了一
份古老韵味。

大荒草也是丘陵地区特有的物产。在我的
家乡，当春暖花开万物萌芽的时候，山上的小
草就被保护起来。那时，生产队里有专门护山
的社员，每天起早贪黑地在山岭间转悠，谨防
孩子们放鹅、放牛，吃了山上刚透尖的嫩草。

这山草经过一个夏天的疯长，到了秋冬时
节，已经是叶黄秸硬。于是，全村劳力一起出
动，将漫山遍野的大荒草砍伐下来，捆扎起
来，肩挑背驮地卖给黄家窑陶器社。

这样的荒草晒干后放进窑洞里，质软火
旺，而且火候均匀，是烧制陶器的最佳燃料。
我想这也是陶器社，之所以落脚于丘陵地带的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吧！

黄家窑陶器社生产的陶器，除了本地人使
用外，其中绝大部分，是运往外地销售。那时，陆
路交通还十分落后，最常用的运输工具是大板
车，一车也拉不了多少。但是，水路交通却十分
便捷，尤其是淠河丰沛的河水，为陶器产品的外
运，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春夏时节，是做窑人最忙碌的时候。惊蛰过
后，黄土解冻，清闲了一冬的匠人们，便开始采
土、揣泥、撵浆、做坯。这时，当你从工棚旁走过，
就会听到有节奏的“乒乓”声，那是工友们开始
做窑的敲打声。

当盛夏来临，艳阳高照，这是晾晒陶坯的最
佳时节。于是，你又会看到工棚前的晒场上，一
件件成形的陶坯，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晒场上，在
阳光的照射下，发着黄橙橙、金灿灿的光亮。

黄家窑陶器社生产的陶器，虽然是粗陶，但
是，制作这种陶器，也是需要一定技术的。特别
是那些坛坛罐罐，陶坯的形状、大小，陶壁的厚
薄，全在师傅们那双灵巧的双手。

大师傅们将揣熟的泥坯，往转盘上粘牢，用
一根木棍拨动转盘，等到转盘摇圆了，拇指和食
指轻轻一拿捏，再往上一捋，一个陶坯的造型就
出来了。但是，做缸的师傅可就不行了，那是力
气活，需将粘泥一圈一圈地镶起来，每镶一圈，
还得用两个带有花纹的棒槌，夹着缸沿，一槌压
着一槌地敲打压实。这样做成的瓦缸，不仅牢
靠、固实，也不会渗水。

盛夏过后，陶器社的工棚和仓库里，堆满了
晾晒好的陶坯，到秋冬时节，天气开始变得寒
凉，窑工们便开始点火烧窑。一个冬天下来，所
有的陶坯都会烧制成形。一部分留在仓库里，就
地销售，一部分则运往淠河岸边的沙滩地上，等
待来年雨水季节的到来。

夏天的淠河，水势很大，宽阔的河面，常常
是白浪滔天。一排排捆扎好的缸排、竹排、木排，
首尾相接，仿佛一条游龙，漂流在水面上。它们
借着淠河的水势，顺流而下，源源不断地运往淮
河下游一带销售。

放排不仅是个力气活，也是一项技术活，需
要丰富的经验。由于淠河汛期水流湍急，一不小
心，就会撞上礁石，或者摆渡得不好，互相碰撞，
造成排毁人亡的事故也时常发生。

黄家窑陶器社，在上世纪计划经济时代，属
于国营手工业。窑厂职工吃的是商品粮，是国家

正式职工。他们的老婆孩娃，也能享受城里人才
能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当年，下放知青返城
时，其中就有不少知青被招收到窑厂当工人。可
见，当时黄家窑窑厂在社会中的地位。

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到了上世
纪末，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这种以
手工制作为主的制陶工艺，逐渐被时代的大潮
淘汰。人们日常使用的坛坛罐罐，也逐渐被塑料
制成品、白铁制成品、新型陶瓷所代替，因为这
些产品，不仅轻巧、便利，而且外形也更加美观。

一代陶器人，就此告别了数代人赖以生存
的手艺，他们的子孙，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
融入到时代的大潮中，开始了新的职业和人生。

黄家窑陶瓷社的兴衰，是中国近代手工业
发展的缩影，它的辉煌，承载着制陶人的匠心；
它的衰落也印证着时代的发展。

消逝的黄家窑陶器社
王 迅 文/图

城城事事··茶茶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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