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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员身着中国风服饰，用葫芦丝、笛
子、萨克斯演奏着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
歌，诙谐幽默的三句半赢得观众的阵阵
掌声……为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营造健康祥和欢乐的春节氛围，1月
15日下午，2023年裕安区小华山街道社
区春晚在吾悦商场大厅热闹上演，由街

坊邻居自编自演的一个个文艺节目，收
获现场市民的一致好评。

社区春晚在舞蹈《同心共筑中国梦》
中拉开序幕。舞蹈《茶村新颜》、三句半

《喜庆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配乐朗诵
《潮起东方 筑梦远航》、时装秀《清明上
河图》……歌舞表演、乐器演奏、党的二

十大精神艺术化宣讲，一个个节目轮番
上演，掌声、喝彩声不断。

“我本人也是这个街道的居民，平时
喜欢吹萨克斯，这次办社区春晚正好带
着我平时一起练习的伙伴们给大家带来
两个小节目，很开心。”小华山街道天盈
社区居民黄德英告诉记者。

除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活动现场还
开展送春联等活动，群众纷纷拿出手机
拍照、录像，分享给亲朋好友。活动还邀
请“六安好人”代表参加，并表彰“优秀邻
管家”“优秀网格员”“优秀志愿者”等先
进典型，营造人人尊重典型、人人争当典
型，建设更美家园的浓厚氛围。

社区办春晚 居民唱主角
王晓峰 本报记者 杨秀玲

本报讯(查克 李文斌)新年伊始，市直关工委在全市直关工系统吹响
“积极开展‘五好’关工委工作自学自查自评自改自我提升”活动集结号，动
员市直各单位关工委将该项活动放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

据悉，此次活动是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
指示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工作的意见》精神，根据中国关工委“十四五”发展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提出的关于《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关工委，深入开展

“五好”关工委创建活动的要求》及省市有关文件部署，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根本指导，以党建带关建为主要抓手，以“领导班子建设好、五老作用发
挥好、制度健全执行好、积极探索创新好、活动经常效果好”等“五好”关工
委为对照标准，硬件达到“五有”，软件有“五必须”，真正将市直各级各单位
关工委工作推向新阶段，再上新台阶，实现新突破。

活动共分四步推进，一是深入抓好自我学习，提高认识，确定发展目标，
端正创建“五好关工委”的态度；二是积极开展自查自评，深入找差距，敢于
摆问题，并明确目标，分析原因；三是强化整改自我提升，把需要整改的问
题及其原因和关工委整改提升的建议，向所在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和分
管负责人汇报并听取意见，逐一落实并积极整改到位，巩固发展，得到自我
提升和完善加强；四是注重实效、创新发展，用“五好”关工委的标准进行检
查评比，通报表彰先进，点评帮助差的，通报批评少数特别差的，以推动市
直单位创建新时代“五好”关工委工作再上新台阶。

全面提升市直关工委工作水平

金寨讯(汪萍)2022年以来，金寨县花石乡茶棚村积极开展民生
工程宣传，特别是扩大10项暖民心行动在辖区内的社会影响力，不
断提升群众对暖民心行动和民生实事的知晓度、满意度和支持率，不
断织密织牢民生工程“宣传网”。

线上线下同时宣传。积极发挥乡村显示屏、乡村大喇叭等外显宣
传渠道的高效宣传作用，同时通过悬挂民生标语、横幅等方式，及时
向辖区内居民传达暖民心行动和民生工程相关政策，积极营造“全面
参与、即刻行动”的宣传氛围。

及时发布信息动态。根据分工调整和工作需要，结合部门民生重
点工作和民生工程项目开展情况，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人员开展宣
传报道，回应社会关切，解决民生诉求，形成民生工程宣传良好氛围，
让宣传“声”入人心。

协同合作扩大宣传。利用民生工程集中宣传、入户走访、疫情防
控宣传等活动为载体，将民生工程宣传做到到户到人，不落一人；乡
村干部齐心聚力，积极开展10项暖民心宣传讲座、开展义诊活动、就
业促进平台下载、法治宣传活动，做到方法多变、灵活多样、渠道多
种，着力打造多管齐下、立体推进民生工程宣传工作新格局。

花石乡：

暖心宣传筑民生“幸福巢”

本报讯(张玉洁)“新年好呀，
新年 好 呀 ，祝福大家新年
好……”1月15日下午，裕安区
江家店镇林寨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传来小朋友们稚嫩的歌
声，原来这里正在举办林寨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爱心
妈妈”组织开展的“把爱带回家

暖童心护成长”2023寒假儿
童关爱服务活动，在志愿者的
带领下，小朋友们完整地唱出
气氛欢快的《新年好》。
活动中，志愿者们用手打着

节拍，声情并茂地教孩子们唱
歌。参加活动的小朋友大多数是
留守儿童，因为志愿者的耐心教

授，孩子们慢慢地敞开心扉，大
声地唱起歌、跳起舞。活动现场
为12名小朋友发放了书包、文具
盒、儿童绘本等慰问品，送去了
对困境儿童的关心关爱。

据悉，作为全国文明村的林
寨村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联合
多部门多单位积极开展形式多
样的文明实践活动，积极为困难
妇女儿童办好事、办实事，不断
增强农村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
福感和安全感。

暖 童 心 护 成 长

1月 1 2日，市
烟草专卖局组织
开展“我为职工写
春联 送祝福”活
动。来自全市烟草
系统的书法爱好
者和职工子女挥
毫泼墨，热情洋溢
地书写有喜庆寓
意的春联和“福”
字，传递出浓浓的
年味。
活动中，书法

爱好者们还向参
加活动的孩子们

传授书法技巧，启发孩子们认真领会中华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
文精神和道德规范。市烟草局多年来一直重视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
帮助职工解决急难愁盼的实际问题，不断提升职工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
感。 张红磊 文/图

1月17日，叶集
区姚李镇关山村6
户特困家庭分别收
到一份暖心问候。
六安市胜鑫建材厂
负责人、叶集区政
协委员、叶集区姚
李商会党支部书记
管乃东，带着浓浓
深情和慰问金，为
他们送去节日的问
候和祝福。
关山村特困户

秦慈涛一家7口人，
有5人痴呆，是全村重点扶持的低保户；该村38岁的特困户董帮军，2020年因
突发脑溢血成为植物人，至今一直靠针管注射粥状食物维持生命，有两个孩
子上学……多年来，管乃东一直关心社会弱势群体，对困难群众及时伸出援
手，充分彰显了作为政协委员、共产党员和爱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程度厚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文/图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 谢谢菊菊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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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上午，生活在六安市儿童福利院的100多名孩子每人都收到了一
份新年礼物，包括旺旺大礼包、水果、牛奶等年货，这是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的爱心企业——— 源洲电气有限公司精心为孩子们准备的。公司党员志愿者还
和孩子们一起进行手工新年兔制作。
新春佳节将至，该公司组织开展节前送温暖活

动，将价值3万元的爱心物资送到该区立新村8户
特困供养老人、低保家庭及六安福利院的100多
名儿童手中，以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让
“一老一小”切实感受到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自2018年从浙江整体迁移至六安经济技术开

发区以来，该公司经常性组织开展爱心、暖心活动，
关爱儿童福利院的孩子、慰问敬老院的老人、开设
暑期爱心托管班……在六安市总工会、六安经济技
术开发区工会的指导下，源洲电气爱心托管班2021
年相继获得省级示范性“女职工阳光家园”、“全国
爱心托管班”荣誉称号。

本报记者 储勇 袁洁 文/图

我再也没有奶奶了。
这几天恍若隔世。从新冠疫情的飞

速传染，人人自危，到突然接到奶奶病重
的消息，医院抢救，再到现在，她化为一
方小小的坟茔，再也不能对我展露慈祥
和蔼的面容。

小时候还未开蒙的年纪，由奶奶带
着，不知道烦恼为何物，住在乡间小院，
每天和同龄的伙伴们玩耍，抓鱼、追狗、
爬树、看小鸟，在高高的谷堆上展开对
天空无垠的遐想。那些美好纯净的童

年，至今还可以安抚我的心灵。奶奶呼
唤我的小名，再道一声“开饭啦”，我就
一遛弯儿跑进小河边老屋那袅袅的炊
烟里。她亲手捏的饭团，又糯又香，小孩
子都爱吃。

奶奶家里有一个经年的大箱子，她
会把所有的好东西都放在里面，小时候
常常觉得，只要我想，奶奶怎么总能变出
苹果、梨子、糖果、花衣服。长大了才知
道，好吃的都是老人家舍不得给我留下
来的，各式各样的花衣服也是她戴着顶

针一夜一夜为我缝制的。原来，所有朴素
的爱都没有言语，静水流深，便是如此了。

爷爷去世早，我只依稀记得与之生活
的小片段。他总爱蹲在家门口抽烟，也爱
摸着我的头笑；常常清晨走上好几公里只
为送我一筐鸡蛋，敲了门放下就走，那时
我还在睡梦中。爷爷离世前的日子，躺在
床上起不来，爸爸一边给他捏脚一边就会
流泪。我偷偷看着，知道爷爷大概再不能
起来了，并不曾听到爸爸和他说话。小孩
子怎么能理解呢，只有长大才懂，生离死
别的痛苦，一样也是说不出来的。

林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匆匆赶回在医院握住奶奶手呼唤她的时
候，奶奶睁开眼睛定定看我，眼珠还能转
动，我知道她在仔细打量我，努力辨认
我，记住这个心心念念的孙女，好坚强勇
敢地和病魔作斗争。奶奶心性坚韧，爱干
净，说话做事都有章法，为儿孙们无私奉
献了自己的一生，像一颗定海神针，稳住

大家族的心神。姑姑说，奶奶年轻时还唱
戏，演祝英台，家家户户都赶场看演出。
我原知道姥姥是爱唱戏曲的，不知道奶
奶也演角。奶奶告别仪式的时候，姥姥迈
着艰难的步伐，赶来相送，老姐妹多年的
情谊啊！
守灵的夜晚，炭火烧得旺，可是心里

却黯淡了。思念像蚂蚁啃噬，附骨啖肉，
挥之不去。奶奶的相片挂在灵堂上，她笑
着，在里头，我却只能在外头，隔着冰棺
再也看不见容颜，再也听不到唠叨，再也
感受不到拥抱。这一刻，神针拔出，惊涛
骇浪，大海倒灌，化为虚无。这一刻，坐在
篝火旁的我和爸爸，挨得那么近。

奶奶终于和爷爷团聚了。小小的盒子
靠在一起，尘埃落定。红伞摇曳，长明灯
启，纸钱如山叠。礼仪人大声唱告，哭泣声
此起彼伏，活着的人满带思念、遗憾，还有
不舍，用自己的方式悼念。我想，奶奶在另
一个世界，和亲人们在一起，也能得到平
静与安宁。或者经过孟婆桥边，喝一碗汤，
忘却前尘往事，洗去俗世苦难，往生极乐。
逝者已矣，生者不息。告别时，我对奶

奶说“别怕”，现在我对自己说“别难过”。
高寿为福，卒于米寿的奶奶已然化作地球
的尘土，化作天空的星星，化作每一缕风，
陪伴我度过今后的岁月绵长。

奶奶，别怕！

奶奶奶奶，，别别怕怕
严严 旭旭

在岁月的年轮里，腊月是一个天寒地冻，飘着雪
花，流淌着年味，充满情感的月份。腊月一到，天地就
显得空旷起来，任你思绪飞扬在群山和原野。偌有雪
的降临，无论小雪大雪，总是喜气的，所以叫“瑞雪”，
表达着一种憧憬的欢乐。

腊月是农历的最后一个月，既然是“最后”，一年
的辛劳，一年的收获，连同蕴藏在心中的愿望与期盼，
人们总想作个了结，有个交代。六安地处大别山区和
江淮之间，世世代代在这片区域繁衍生息，辛勤耕耘
的人民，长期以往形成了独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
惯，与其他区域自然是十里不同风，风俗也大不同。

记忆中，腊月的寒风刚一招手，人们一下子就来
了精神，脚步便匆忙起来，仿佛是一场对季节盛大的
祭扫，扫掉尘垢，扫掉阴霾，扫掉烦忧。于是，进了腊月
门，天天有年味。从腊月初一到三十除夕，年味也就悄
然无息地漫进人们的心田，浓浓烈烈的、悠悠长长的、
其乐融融的，家家户户为此开始为“年”而忙，气氛是
那么富有生机，那么和顺，那么喜庆。

儿时腊月的忙，是从“水”开始的。家乡人、家里人
最先忙的是洗洗洗。洗门洗窗，洗灶洗缸，洗桌洗凳，洗盆洗碗……凡是能洗
的，都会洗一遍。除旧布新，图的就是“新”。那些平时沾满灰尘和污垢的旧物
件，经过一番洗刷，倒也变得清新清爽，泛出岁月光亮，显得几分厚重和古朴。
一间房子、一个村庄、一座城市在焕然一新中等待年的检阅。

腊月里除了洗，就是置办年货的买。在商品短缺年代，城市和乡村的买，
大不一样，城市居民主要买的都是凭票供应的鱼肉禽蛋豆腐等食品；乡村村
民主要买的则是穿的戴的用的等日常用品，吃的完全是自给自足。记得知青
岁月时的乡村，腊月里一项要紧事，就是准备吃货。“腊七腊八，腌鹅腌鸭。”晴
好的日子，每家每户挂在屋檐下的那一串串油汪汪鹅鸭，格外诱人馋人。过了
小年，便进入年三十这场大戏的彩排阶段，“抽年塘”逮鱼，“杀年猪”吃杀猪
饭，蒸年糕，炒花生，演绎着乡情俚俗，传递着温情喜乐，弥漫着乡情乡音。

腊月是一种忙碌，更是一种氛围，家家户户忙得开心，忙得乐意，忙得和
气，渗透着融融的亲情，涌动着浓浓的喜庆，更张扬着后辈人对老祖宗创造、
积淀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到了腊月三十晚上，除夕年夜饭的大戏开始上演，不
管年景如何，至少也要凑成双数有十个菜，寓意“十全十美”，其中有“保平
安”、“钱串子”、“年年有余”说法的白菜烧豆腐、肉烧粉丝、红烧鱼等几样菜必
不可少，象征富裕富足的炖老母鸡，更是一道“大菜”，汤黄亮亮，漂在汤里的
枣子红彤彤，热气腾腾，满屋子尽是喜气喜庆，尽是快乐快活。此时围坐一起
的一家人，所有的念想都沉淀下来，菜品可口不可口是另一回事，吃多吃少也
无所谓，重要的是,团圆是福，平安是福，一家人乐呵是福。腊月在阖家团圆的
气氛中，为一年画上圆满的句号。

如今，日子红火了，只要吃得下，顿顿像过年，大人小孩再也不需要像过
去那样等着除夕年夜饭的“山珍海味”解馋“打牙祭”了，人们似乎不用再象过
去那样忙忙碌碌，也少了些红红火火的热烈热闹气氛。尤其是独生子女家庭
小孩在国外的，返乡返家、团聚团圆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奢望，成为乡愁。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除夕，仍是最具生命情感的日子，年夜饭的那种
情结依然如故，仍是人们用共同的生活理想创造出来，并以各自的努力实现
的现实，仍是破解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密码”的“钥匙”。

腊腊
月月
感感
怀怀

卫
先
庆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辛辛苦苦一整
年，粮食已经归仓，冬天理所当然就是闲
月了。不过，在我年轻的时候，冬天却有很
多“冬修”的任务。挖塘、修渠、平整土地，
每天都忙得热火朝天，今天想起来，还是
很激动和兴奋。

那个时候是大集体生产，每天都是听
着哨音出工。播种完了油菜和小麦后，当
时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就会根据本队
的情况，安排合适的冬修任务。为了提高
单产和总产，扩大水稻种植面积是最有效
的方法。而种水稻，就需要水源。所以，冬
修任务主要有三项：本小队修建水塘、集
中全大队劳力修建水库，以县或公社为单
位修建重大水利工程。

我当时年龄小，参加都是本小队的修
建活动。每天天刚亮，听到队长吹哨声，村
民们便携带铁锹、刨锄、粪筐等农具，从各
自家里出来。进入工地后，都会根据队长的
安排，刨土的、上土的、挑土的、打夯的，有
条不紊地忙碌着。男男女女，一边干活，一
边插科打诨，欢声笑语飘荡在山山岭岭中。

劳动产生热量。虽是寒冬腊月，但大
家都脱去棉袄，撸起袖子，干得热火朝天，
劳动号子此起彼伏。

“石硪拎起来呀——— 吆喝嗨呀！”
“心齐力量大呀——— 嗨呀地嗨呀！”
八个劳动力使用的石硪，是夯实土层

的传统工具，不但需要大力气，更要讲究

团结协作精神。要想石硪砸下去平稳有
力，需要八个人步调一致。硪号子，不但能
鼓舞士气，还能协调大家的动作。这是劳
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
当时的生产条件有限，工程建设都靠

人力。当然，每个人因性别、年龄和身体状
况不同，从事不同的工种，记取不同的工
分，享受的劳动报酬就有区别。比如，一个
青壮男劳动力一天记10工分，同龄的妇女
劳动力就是8工分。未成年的劳动力，像
我，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每天给记6工分。

工分，相当于现在的工资。当时的一
个劳动日10分工，根据当年生产队收入情
况，折合成人民币，相当于一到两毛钱。

虽然劳动报酬低廉，但人民群众的劳
动热情却很高涨。各种劳动竞赛层出不
穷。有基干民兵排、铁姑娘队、团小组队等
等，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工地上，一派热
气腾腾的景象。

年近古稀了，但只要想起当年红旗招
展、人声鼎沸的劳动场面，我还是禁不住
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难难忘忘““冬冬修修””
李成林

山对着山，川对着川，
沟连着沟，涧拉着涧，
坡念着坡，谷盼着谷，
山伴着水，水抱着山，
山水相依，孕育了俊秀西山……

祖祖辈辈，
祖祖辈辈的西山啊！
你山山有药材，岭岭有黄精，

谷谷有药香，处处有欢歌，
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生在西山中，长在满山坡，
妈妈熬的黄精腊八粥，滋润我心窝。
山一样雄伟，水一样秀美，
天一样宽广，云一样自由，
爱在西山，情在西山，根在西山……

“乡愁”——— 是那份热腾腾的水饺，是那碗夹着粉条的土猪肉；
“乡愁”——— 是邻里间的鞭炮，是大娘二婶家的年糕、白馍；
“乡愁”——— 是光着脚提着秧的田间地头；
“乡愁”——— 是故交团聚走亲访友的叙旧斗酒；
“乡愁”——— 是懵懂的初恋，是苦涩的守候；
“乡愁”——— 是谆谆的嘱托，是离别的泪流；
“乡愁”——— 是背包里的那双老布鞋，是触动心弦的一封信邮；
“乡愁”——— 是那方温暖的灶台，是炊烟袅袅的街村巷口；
“乡愁”——— 是年少者的束缚，是叶落者的归途；
“乡愁”——— 是你我永远永远都抹不去的悲欢离愁……

乡乡 愁愁
余成器

根根在在西西山山
傅义强

夕夕阳阳佳佳苑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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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寨讯(郭亮)年关将至，为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对象教育管理，
金寨县司法局燕子河司法所近日对辖区内社区矫正对象进行拉网式
入户走访。

该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深入辖区社区矫正对象家中，通过面对面
交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工作、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进行全面
了解。告诫社区矫正对象要严格遵守社区矫正各项规定，特别是确保
定位手机畅通，防止出现人机分离；还对社区矫正对象重申了社区矫
正监督管理规定，要求未经批准不得私自外出，禁止非法聚集和参加
违法犯罪活动，如遇特殊情况立即向司法所汇报等。

通过年前摸排走访，进一步掌握了社区矫正对象的思想情况和
生活情况，让他们放下思想包
袱，多与身边的人交流，积极
参与公益活动和学习活动。同
时，强化了社区矫正对象遵纪
守法意识，为全面做好社区矫
正工作、引导社区矫正对象以
积极健康的心态回归社会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

燕子河司法所：

真情走访社区矫正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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