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广角·夕阳佳苑6 2 0 2 2 年 8 月 2 5 日 星期四 本版责任编辑 谢菊莲 版式设计 张丽

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 谢谢菊菊莲莲

社社 会会 广广 角角

残疾人之声

本报讯(记者 张世巧 通讯员 王
娟球)今年以来，裕安区多措并举扎实推
进“惠民菜篮子”运营民生实事工作。截至
8月中旬，该区19家“惠民菜篮子”门店已
启动春节期间、五一期间、疫情期间等6次
集中惠民活动，优惠天数为88天，累计销
售惠民菜239 . 79万斤，让利219 . 89万元，
总体优惠幅度28 . 69%，惠及家庭约79 . 93
万户。
注重落实。裕安区结合“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专题学习教育，本着有效

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原则，以稳定重要
民生商品价格、保障市场充足供应、持续
改善民生福祉为工作出发点和立足点，切
实做好“惠民菜篮子”运营民生实事工作。

建立机制。根据省、市提升方案要求，
联合相关部门制定《六安市裕安区“惠民
菜篮子”提升行动方案》，明确“惠民菜篮
子”商品品种指导目录及门店标识，优化
网点布局，开展市场价格监测，增加运行
天数，落实惠民要求，推动该区“惠民菜篮
子”制度化、机制化运行，提升“惠民菜篮

子”成效。
创新运行。鼓励各门店结合实际组织

开展“惠民菜篮子”进社区活动，扩大惠民
成效，优惠金额计入年终考核。在疫情突
发期间，推动各部门延伸服务功能，通过
线上下单、线下取货、配送到家等方式，开
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惠民销售，千方百计
惠民生、聚民心，守护好人民群众的“菜篮
子”“米袋子”。

广泛宣传。开展“实施民生工程‘惠民
菜篮子’，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为广大市民发放“惠民菜篮子”运
营宣传手册和围裙、环保购物包等小礼
品；协调城管等部门，做好19家门店“惠民
菜篮子”宣传活动，对门店安徽民生工程
标识标牌规范性、“惠民菜篮子”专用标价
签、“惠民菜”价格进行督查指导，确保“惠
民菜篮子”运营真正实现惠民生、暖民心。

裕 安 民 生

裕安区：“惠民菜篮子”惠万家
本报讯(程智婕 记者 张玉)今年以来，裕安

区残联始终坚持以残疾群众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
为残疾群众办实事、解难题，通过“强兜底、抓重点、
优服务、促增收、重教育”多措并举，帮助残疾人解
决实际问题，全面保障残疾人民生。
矢志不渝强兜底，基础政策重保障。裕安区为

方便残疾人办证打通“最后一公里”，下放残疾人证
申办权限到乡镇，同时对卧床不起等不能到医院鉴
定的重度残疾人，组织专家上门评定，截至8月17
日，全区办理残疾人证2047人，实现办证跨省通办；
按月审核残疾人两项补贴，为全区12723名困难残
疾人购买人身意外险；实施残疾人机动车燃油补贴
46人，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5户，重性精神残
疾人住院补贴和残疾人托养服务60余人。
全力以赴抓重点，民生实事取实效。裕安区大

力宣传困难残疾人康复民生实事，包括困难精神残
疾人药费补助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积极争取
财政支持，确保落细落实。截至5月底，全区完成困
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项目2066人，打卡发放补助
资金206 . 6万元，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902人，指
标完成率达177 . 5%。截至8月17日，完成各类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项目278人，超额完成目标任务122
人，指标完成率达178 . 3%，实现全区困难残疾人民
生需求应助尽助取得实效。

求真务实优服务，精准康复有依托。创新依托
华景中医按摩医院开展社区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
优化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水平，截至8月17日，全区
有康复需求残疾人6270名，已康复服务5928人，康
复服务率94 .5%，适配辅具386人。
凝心聚力促增收，创业就业见行动。搭建残疾

人就业平台，组织残疾人参加“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网络招聘会活
动，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举办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和残疾人
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残疾人参训达289人次。
多元提升软实力，教体文化强支撑。联合区教体局制定《裕安区义务

教育阶段适龄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工作实施方案》，为不能上学的
残疾儿童送教上门；为帮扶联系村儿童捐赠“课堂内外”读本10套；为参
加中考、高考和高中学业能力考试的15名残疾学生提供合理便利服务；
实施高等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资助8人。裕安区残联将继续
坚持深入残疾人服务机构和残疾人家
庭，加强面对面交流，了解残疾人“急、
难、愁、盼、需”，掌握真实情况有针对性
进行帮扶，确保全方位服务残疾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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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开胜 王红 记者 谢菊莲)为持续优化乡
村治理服务精细化水平，提高基层党组织快速反应、精准
落实、服务群众的能力，金寨县花石乡全面深化乡村网格
化管理，实行“邻里格”党建网格化治理模式，努力健全完
善网格发现、村组收集、分级响应、协同处置工作机制，不
断提升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科学划分网格。按照“方便群众、便于管理、规模适度、
全面覆盖、动态调整”的原则，综合考虑区域面积、人口数
量、党员分布等要素，以25户居民家庭为最小单位，精细划
分“邻里格”，由村党支部(党总支)书记担任网格长，建立
网格党小组，发挥党员中心户作用，通过联户成格、连格成
网，将服务延伸至每一户居民家庭，全面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乡村治理互联互通网络。
凝聚服务力量。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党建引领信用户

建设等工作，广泛动员辖区党员群众、派驻干部、乡直单
位、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组织等力量，建立“邻里格”网
格员队伍，明确信息收集、情况处置、民生服务、政策宣传、
组织动员等工作职责。乡村现有180余名党员群众担任网
格员，全方位、不间断地收集民情民意、协调处置诉求、提
供服务帮助、宣传政策法规、倡导互帮互助等，带动居民群
众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疫情防控、人居环境、村组管理服务
等重点工作，形成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的乡村治理新
格局。

贴心为民服务。为充分发挥“邻里格”作用，提升服务
群众效能，乡村通过建立巡查走访、定期例会、公示公告、
动态管理等系列长效机制，确保党建网格制度化、规范化、
标准化。同时将“邻里格”建设与“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相结合，利用乡村党建工作联席会议事平台，不断健全
完善问题上下联动、共商共议处置流程。“邻里格”实行以
来，乡村网格员
主动参与邻里
矛盾纠纷调解，
搜集社情民意，
排查风险隐患，
使党建引领精
准服务成为乡
村治理新常态。

金寨讯(吴继利 周凌云 文/图)
为落实市妇联关于推进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助力放心家政行动工作部署，8月
18日，金寨县妇联联合斑竹园镇妇联、
斑竹园镇团委共同开展“发扬‘四自’精
神 争当出彩女主人”家政技能培训。

培训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
任务为内容，开展家庭收纳、育婴、养老
护理、花卉栽培等家政技能培训，动员
激发广大妇女在树立好家风、参加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中发挥半边天作用。

近年来，斑竹园镇党委、政府高度
重视妇女工作，在党建引领下积极组织
广大妇女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
神，努力学习知识，提高技能，提升广大
妇女的上岗就业能力，助力乡村振兴。
2022年召开技能培训会议5场次、专业
项目6类、培训人员400多名。

花石乡：

织密基层党建“邻里格”

本报讯(程梅 记者 谢菊莲)连日来，金寨县桃岭乡应急管理所联
合双河镇市场监管所充分发挥市场监管职能，深入开展食品安全宣传，
下大力气开展食品市场整治，持续强化文明餐桌宣传，保障桃岭乡人民

“舌尖上的安全”。
精准施策编织“责任网”。桃岭乡应急管理所按照“守住底、稳住面、

保住点”的总体思路，成立由党委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明
确工作分工和点位责任人，压实工作责任，紧紧围绕饭店、食堂、超市等
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活动，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监督检查铸造“安全网”。实行一周一检查制度，重点对亮证经营、
过期食品、食品购销渠道、就餐环境、人员健康情况等进行检查，全面消
除食品安全隐患。同时，进一步引导全乡食品行业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
营，营造尚德守法的市场环境，引导乡村居民关注食品安全，倡导社会
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共享食品安全成果。

夯实基础扎好“防御网”。桃岭乡结合餐饮安全培训、食品安全应急
演练，组织基层执法人员进行食品安全执法工作系统培训，进一步完善
执法人员知识结构，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和食品餐饮安全保障水平。持续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严把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关口，牢牢守住食品安
全底线，把食品安全“防护网”织得更密更牢。

桃岭乡：

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感谢叶集徽姑娘惠农生态农
产品销售中心的志愿者们，是你们
给俺们脱贫户带来了温暖，为俺们
脱贫群众牵线搭桥，带来致富的信
心。”日前，在叶集徽姑娘惠农生态
农产品销售中心服务大厅里，姚李
镇合兴村脱贫群众汪日国，激动地
将书写着“人间只有真情在，爱心助
农暖人心”锦旗送给该中心负责人。

近年来，以叶集徽姑娘惠农生
态农产品销售中心负责人陈楼运
为代表的助农志愿者们，义务为广
大农户通过抖音平台、电商、物流、
实体店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运作

方式，常态化帮助农民销售鸡蛋、
蔬菜、土鸡……等农特产品，倾心
开展惠农、助农、便农等志愿者服
务暖心活动。

汪日国的妻子常年病魔缠身，
不能行走，失去劳动能力，孩子尚
在读书，成为全村重点贫困户。
2000年，汪日国通过政府帮扶和
个人勤奋脱了贫。2021年底，通过
小额贷款购置一台榨油机，开起榨
油加工小作坊。原料来源于本地及
周边种植的芝麻、大豆、花生、油菜
籽等。
小磨麻油虽然油香四溢，但仅

靠本地销售量有限。叶集徽姑娘惠
农生态农产品志愿者了解后，主动
上门帮助汪日国解决销售难题。

“你放心，你们家加工的所有小磨
麻油，我们徽姑娘包销售。”汪日国
吃了一颗“定心丸”。

据了解，近年来，叶集徽姑娘
惠农志愿者服务中心，以每公斤50
元的价格为汪日国销售500多公
斤小磨麻油。

“有了徽姑娘惠农服务中心志
愿者帮扶，俺在今年底就可以还清
10万元小额贷款，走向致富路。”汪
日国满怀信心地表示。

爱心助农暖人心
程度厚

开展家政技能培训 争当出彩女主人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家里的
亲戚特别多，姑父、表叔、二大爷……
等等，而其中又以表叔最多。而在众多
的表叔当中，我对有贵表叔的印象最为
深刻，因为他是农村红白喜事都少不了
的“支客师”。

“支客师”亦或是“知客师”是一
个特殊的行当，是办理农村红白喜事的
总统筹、总调度、总指挥，它不是一个
固定的职业，但在每逢红白喜事的时候
都不可或缺、不可替代。

有贵表叔那时大约四十来岁，身材
高大、腰杆笔直，皮肤白皙、一双浓
眉，步伐坚定有力，嗓音洪亮清脆，做
事有条有理，具备了一个“支客师”的
基本素质，加之他善于学习新知、总结
过往、积累经验，经过多次实践历练，
无师自通，成了远近闻名的出色“支客
师”。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到中

秋时节，家家户户割稻子、掰玉米、收
芋头、挖花生……一派丰收的景象。从
颗粒归仓一直到来年农历正月，都是农
村娶媳妇、嫁姑娘的密集期，这也是有
贵表叔一年中最为忙碌的时期。

一般娶媳妇正期的头天晚上，主家
就要宴请媒人，我们那里叫“请老红”
或“起媒”，喊上至亲来陪客答谢。那
天有贵表叔就开始粉墨登场了，他穿上
新做的中山装，头发梳得纹丝不乱，口
中哼着小曲，大口袋里还要别着一个那
个年代很少见的玻璃杯，显得不同凡
俗、神采飞扬，一步三摇地来了。主家
当家立事的几位迎到堂屋正中坐定。有
贵表叔开始询问了，规模准备办多大，
档次想怎样，服务的人手够不够，有没
有特殊的要求……事无巨细。问过这些
以后，他已经了然于胸了，就开始安排
几个能干的亲戚分头行动，一级一级落
实到位。召集明天的服务人员，烧锅
的，掌勺的，端盘的；向左邻右舍借桌
椅板凳；娶媳妇时的必要风俗礼节有没
有准备到位，红包多少个……他都要一
一过问。一时间，众人就忙碌起来了，
院子里、堂屋里、厨房里，人声喧哗，
鸡鸣狗叫。

吃晚饭的时间到了，有贵表叔被邀
请坐到堂屋中央，他逐一询问了刚才安
排事情的办理情况，又一再叮嘱要各负
其责、坚守岗位，这才放心地坐到饭桌
上陪老红。他和老红都是这张桌子的主
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不断地有人
过来敬酒，他往往是来者不拒。他和媒
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划拳行
令：哥俩好、好就好，五魁首、八匹
马，六六大顺、满堂红……一时间酒席
桌上战得难解难分，直到打起老虎杠
子、猜起火柴棒，搞起酒席桌上的全能
比赛。其他的人倒酒、评判、喝彩，整
个桌上笑语喧天、热闹非凡。

但是无论多晚，他总是不管主家多
么热情地挽留，他都会回家，在第二天
天刚蒙蒙亮，就会准时赶到主家调兵遣
将、排兵布阵，一众人等各就各位、各
忙各事。烧锅的烧锅，择菜的择菜，打
理牲口的打理牲口，摆放桌椅的摆放桌

椅……一切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
大约快十点多钟的时候,亲戚们从各

地陆陆续续赶来，都要送上或多或少的
礼金，有贵表叔一边安排主家至亲摆开
礼簿记账，一边满脸堆笑、一一寒暄,安
排散烟的递上烟,倒茶的倒上茶,他再根
据每人喜好进行安排,或是拉呱聊天,或
是打打小牌,或是正好找个帮手。

人越来越多，院子里、房间里、厨
房里都是人，那时的婚宴都是流水席，
来一拨安排一拨酒席。有贵表叔要根据
来人的年龄、性别、爱好、关系亲疏、
时间松紧等来安排，要做到不落一人、
亲切有加。每批酒宴开席前，他都要引
着新郎官——— “小登科”到每桌前边说
边唱：今日某府贵子喜结良缘，承蒙团
转四邻，家门户族，房亲叔伯，八面亲
朋，哥们弟兄，隔河渡水，翻山越岭，
动了你们的龙步，来到贵府，鼎力相
助，奋力相帮……让新郎回敬来客三叩
首，再讲几句什么“吃完饭、都别走，
打麻将、推牌九，东家样样有”等客气
话，然后才正式开席。于是来宾们觥筹
交错、举杯同喜，敬酒声、劝菜声、推
辞声、孩童的嬉笑声……不绝于耳。有
时一些爱热闹的妇女会用红颜料出其不
意地涂抹在新郎官父母或至亲的脸上，
以增添喜庆和幽默气氛，有时人们也会
和有贵表叔开玩笑，他也不去洗，挂着
个花脸走来走去，让人忍俊不禁。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午后，直到
最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红媒接新娘
回来了，一时间鞭炮齐鸣，孩子们欢天
喜地地围聚过来，嘴里连声喊着“看新
娘了、看新娘了”。有贵表叔急忙迎上
前去，招呼新郎家里人把送亲的领进堂
屋，这是今天最重要的贵客，要奉上最
好的茶水和糖果糕点；同时让搀亲的把
新娘搀扶进新房，然后坐在婚床的新帐
子里，家里的小姑子还要递上茶水。起
初的时候，也会举行拜天地的仪式，有
贵表叔毫无疑问是仪式的主持人，一拜
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父母给改
口费……礼毕后才将新娘送进新房。

款待送亲团是有贵表叔的“重头
戏”，这关系到新娘娘家人对新郎方的
第一印象。他一再叮嘱婚礼服务的所有
人员务必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使出浑身
的本事，在这个环节不能有丝毫的闪失
和差池。不一会儿，红烧鸡、三鲜汤、
肉圆子、胡辣汤、瓦块鱼、回锅肉、肉
末粉丝、咸鹅咸鸡……都端上来了，满
满的一大桌。有贵表叔早已安排新郎家
里几个能说会道的至亲坐在每桌倒酒劝
菜，刚才略显沉闷的气氛一下子打破

了，送亲的人们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
容。正在此时，有贵表叔适时地让新郎
家给每个来送亲的孩子都包了一个红
包，这时送亲的人们更是满脸堆笑，嘴
里不住地说：不要太客气了，以后就是
一家人了。
送走送亲的人们，夕阳落山、暮野

四合，来客也渐渐散去，留下的都是一
些至亲，此刻有贵表叔也是如释重负。
照例主家会找几个当家主事的陪着他喝
酒，前一天的一幕又会重现。正在酒酣
耳热之时，有些喜欢热闹的新郎的老表
也会撺掇他赞喜句闹洞房。于是半醉半
醒的有贵表叔举起一支红蜡烛，领着众
人来到堂屋，此时从堂屋到婚房间都挤
满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他半读半
唱，半走半扭，什么“手拿蜡烛喜洋
洋、一对红烛放光芒”，什么“今日洞
房花烛夜、明年生下状元郎”……后边
跟着的人们就大声地喊一声“好”。有
贵表叔虽醉眼朦胧，但这些句子烂熟于
心、脱口而出，围着的人们也借着酒劲
兴奋起来，叫好声越来越大，喜悦的气
氛达到顶点。

时近半夜时分。有贵表叔即将踏上
归途，主家拉着他的手是千恩万谢，随
手递上一个布包，里面照例是2条好烟、
2瓶好酒，有时阔气的主家还会拎上几斤
肉和鸡鸭让他带着。于是他又耳朵夹满
香烟，迈着碎步，哼着小曲，踉踉跄跄
地往回赶。
同娶媳妇、嫁姑娘这样的喜事

相比，大多的丧事都是让人始料
未及、猝不及防的，此时一个
家族中当家主事的往往都沉浸
在极度的悲痛中，家里就显
得慌乱无序、杂乱无章，
这就更需要一个人来统筹
安排、指挥调度，有贵
表叔恰是此时的最佳人
选。扎灵棚、请吹鼓
手 、 请 抬 棺 的 八 大
仙、安排守灵哭灵、
安排购买丧事所需物
品和烧纸……这些事
情方方面面，比办喜
事更加复杂、更加琐
碎，有贵表叔都会逐
一安排到位。

第二天，亲友们
从 四 面 八 方 闻 讯 而
来，凄凉的唢呐和二胡
声响起来，声声哀乐低
回婉转，守灵的女人们
哭声如泣如诉，让来的亲

友们不胜唏嘘感叹、声音哽咽。有贵表
叔要领着孝子贤孙给来客回礼，有些来
客来后就回去了，还有些会留下来入
席。

当天的晚上，有贵表叔还要安排烧
逝者的衣服、安排家人和逝者见最后一
面、安排送葬的人们……忙了个通宵的
他，往往是两眼红肿、双腿无力，却强
打着精神。经历了许多次的大喜到大
悲，有贵表叔似乎已经看尽了人间的浮
浮沉沉、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自始
至终都是镇定自如、游刃有余，一切都
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丝不乱。

寒来暑往，世易时移。一晃我离开
家乡快30年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家乡
的红事都跟着大形势，孩子们都喜欢在
镇上或者市里的大酒店举办，就成了
“一顿饭”的事情，虽然表面上轰轰烈
烈、风风光光，但在我看来少了过去农
村的一些风俗传统和喜庆欢乐，同一桌
的人也大多素不相识，特别是婚礼的司
仪，主持的内容、程序大同小异、缺乏
个性，来宾最多拿出手机拍个视频；白
事这些年都移风易俗，程序大多都简化
了，很多内容都放在殡仪馆了。

岁月催人老，有贵表叔也已两鬓染
霜，戴上了老花镜。每次在酒桌上遇到
他的时候，三杯老酒下肚，他仍会滔滔
不绝地说起过去的事情：赞喜句闹洞
房、酒桌豪饮、月下独行……我的眼前
仿佛还是那个意气风发、口吐莲花、妙
语连珠、谈笑风生的“支客师”表叔。

“支客师”表叔
王康奇

有人说，理解了父亲就理解了生活。现在，我深以为然。
当我们处于人生懵懂期时，觉得父亲是一座高大森然的山，神

通、可靠。他能解决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能给我们足够的
勇气和底气来消除对陌生世界的恐惧。在黑夜里哪怕是听到父亲的一
声轻咳，抑或是瞥见那含在嘴角边明暗交替、闪烁着红玛瑙般光芒的
烟头时，我们那因恐惧而紧缩着的小心脏立刻就会敞亮起来。

当我们到了人生彷徨期时，觉得父亲是一道急需要跨越的坎。此
时，父亲在我们眼中身上的神秘光环逐渐褪色，显露出普通人的共
性，箱底的喇叭裤和那一头飘逸的长发也早已去了爪哇国。那个曾经
高大挺拔甚至带有一些傲气的父亲被生活打磨和训导得如此卑微和隐
忍。我们发现了他们的无可奈何，甚至看到了他们辛酸的眼泪，听到
了他们无助的叹息。他们整天早出晚归、行色匆匆，一年四季都是汗
流浃背的状态。家是越来越宽裕了，他们却渐渐地失去了光华。

当我们到了人生沉淀期时，觉得父亲是一册涵盖所有人生哲理的
书。人世间的艰辛和沧桑写满了他们的双手和脸膛。他们不再轻易说
话，但所说的每一句都经得起我们来回品味。起初我们信心满满地认
为自己起码可以做一位超越父亲的父亲。在此期间，我们会在不经意
间去和父亲留下的印象做对比。比着比着就会发现，我们过去赞扬过
父亲的地方自己却做不到像他们那样的纯粹，而怀疑甚至批判过的地
方自己又不偏不斜地踏了上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终于，我们羞愧地觉悟到，曾经埋怨父亲不能为自己奠定一个更
高的人生起点；责备父亲一生勤俭苛刻，却没有为自己营造一个更广
阔的人脉环境的偏见，是多么幼稚的误会。我们在这样好的时代和环
境里，又超越了父辈多少？我们体验到的往往是更多的力不从心和事

与愿违。父亲们为了养家糊口不辞劳苦甚至是忍辱负重的这
种情怀我们能比吗？指责别人很简单，真正理解

别人却很难。
如果不是经历一番生活百味的浸
染，是很难理解那个平凡而又伟
大的父亲。时过境迁，不管我

们曾经对父亲有着怎样的
复杂感情，有一点是明
确的：必须选择理

解。因为能被我们
称之为“父亲”
的人，定是不
容易的。

理解父亲
汪华坤

“秋老虎”过后，天气逐渐转凉，处暑
节气也就到了。处暑以后，水稻变黄，遍地流

金。农谚说，处暑满地黄，家家修廪仓。这是农
人最快乐的季节。

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春耕、夏耘、秋获、冬藏，都是由各个家庭自己安

排。“处暑十日忙割谷”。秋收，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农
事。辛苦一年的粮食，颗粒归仓，农人才心底踏实，生活
才有底气。

我的家乡是水稻主产区，农历六月底，就开始准备秋
收的农具了。像割稻用的铩镰，要断齿、打磨；挑稻把子用
的肩担，要确保完好无损；稻场要平整、碾压；还有木叉、扬
铣、刮板、磙接、竹茓等，都要准备齐全，并保证随时能用。

家庭的谷仓一般都是用竹茓围成。竹茓是先把竹子刨
成篾片，然后编织而成。一般有三十厘米宽，根据长度分为
五丈、十丈的。家里有现成的，使用前需要在烈日下暴晒；
需要添置的，也要提前购买。每年秋收前，父亲就会带着我
们，把准备盛装稻谷的房屋全部深挖一遍，并且要把土砸
碎、夯实，再用水润透，板结后晾干，在上面扎竹茓子盛装
稻谷。因为，前一年在这里茓稻，地下已经被老鼠掏空
了，如果不把这些地方重新挖开夯实，我们的口粮就要
变成老鼠的粮仓了。

60年代末，我所在的大队，还在野外
建起了几个“土圆仓”。土圆仓用稻草和稀泥
捋成一根根的“泥条”，然后用“泥条”编成圆柱
形的仓库，上面用木竹做梁，用稻草盖顶，尖尖的
顶部，形成粮仓。粮仓建成后，从各个生产队按照土
地面积抽调储备粮。土圆仓体积大，盛放的稻谷多，作
为集体的粮食储备，以备灾荒之需。
现在，生产、生活方式早已改变，不需要在家里建仓

盛粮食了。但进入秋季，人的身体也需要进行相关的准
备。处暑过后，天气转凉，身体出汗明显减少，人体也会进
入生理修整阶段，会产生一种莫名的疲惫感，这就是秋乏。
此时，要适时调节人体节律，避免熬夜，适量增加优质蛋白
质的摄入，如鸡蛋、瘦肉、鱼、乳制品和豆制品等，多吃蔬菜
水果，增加户外运动，为即将
到来的冬季储存能量。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
时，柴门傍野水，邻叟闲相
期。”有了春夏时节的辛勤耕
耘，才有秋收满畈稻谷香的
幸福。处暑时节，孩子们又该
上学了，期待他们少时多努
力，老大硕果累。

处暑家家修廪仓
李成林

夕夕阳阳佳佳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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