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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14 日，我市举行

庆祝 2022 年世界献血者日暨献血

英雄故事分享会，6位长期坚持无

偿献血的市民代表现场分享了他

们的献血故事。

在分享会上，来自各行各业的

献血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第一位

分享者寇佳琳是宝鸡市中医医院

超声科的录入工作人员，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她深知血液在临床医

学上的重要作用。18 岁当天她在

父母的陪伴下第一次献血，作为自

己的成人礼，此后定期献血成了她

的一种习惯。此外，不仅自己坚持

献血 27 年还组建了献血志愿者团

队的市民王辉、一直坚持献血的李

应虎和李宗儒父子俩也先后上台

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他们无私奉献

的精神，让在场的市民深受感动。

据了解，今年 6 月 14 日是第

19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

是：“献血是一种团结行为。加入

我们，拯救生命。”近年来，我市连

续 7 次荣获无偿献血先进市称号，

年献血量约 5 万人次 16 吨，累计

已有 5215 人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

奉献奖。当天，还有不少爱心群众、

志愿者，来到市区街头的献血点，

积极挽袖，用自己的热血传递着人

间大爱。       本报记者 李一珂

宝鸡职业技术学院一学生有创意

全班名字藏诗中  离别时刻赠同窗
“屠门佳人怀美玉，王氏

有 女 甚 怡 人 …… ”6 月 12
日的“毕业”晚会上，宝鸡职
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
王鑫为即将离别的同学们送
上了一份特殊礼物——含有

全班 50 名同学名字的诗。
王鑫所在班级目前是大

二，但大三全都是实践课，同
学们要外出实习，回校时间
不一，聚在一起比较困难，所
以 提 前 办 了 这 场“ 毕 业 ”晚
会。晚会前一天，王鑫编写了
一 首 嵌 有 全 班 同 学 名 字 的
诗，并将诗作抄写在黑板上。
晚会开始后，当大家看到嵌
有同学们名字的诗句时，格
外惊喜，纷纷表示这是最难
忘的“毕业”礼物。  

 本报记者 罗琴 摄

市区兴起罐罐茶
市民打卡忆乡愁 

本报讯 “走，我请你喝罐罐茶

去！”“喝没喝罐罐茶？”近期，在市

区街头和一些景点内出现了部分农

村炕头才有的罐罐茶，不高的消费、

简单随意的形式吸引不少市民体验

品尝。

今年 2 月份以来，市区人民公

园附近、汉中路、红旗路、中山路

等地方都相继开了罐罐茶店，在

以前部分农村才喝的罐罐茶突然

来到了市区，许多市民都感到很

新鲜。记者看到，这些店多用传统

风格装修，有的门口还挂着大红

灯笼。里边摆设简单，一张配有电

炉子的小方桌，再放几把小椅子。

店内柜台上摆放着菊花、冰糖、桂

圆、红茶、绿茶等近 20 种茶品，还

有纯净水、简单的干果、小吃等（见
上图），供顾客自由选用。

据经营者介绍说，罐罐茶在陕

甘宁的农村比较流行，今年初开始

进入宝鸡，现在全市共有近 30 家，

城里好多人没有见过，都感到很新

鲜。顾客王先生说，他小时候在老家

喝过罐罐茶，相比过去盘腿坐在炕

头围在火炉旁熬着喝，如今更多的

是一种美好回忆。

本报记者 马庆昆

为秦岭保护兼顾林农利益叫好
甘泉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
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
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
岭生态环境，是我市特别是涉秦岭
县区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太白
县秉持绿色循环经济理念，不断开
发绿色生态农林特产品，较好地兼
顾了林农的实际利益，使原先的森
林“破坏者”变成了今天的森林“保
护者”和“建设者”，为秦岭保护工作
提供了宝贵经验。

俗话说，靠山吃山。对于秦岭原
居住林农，其生活范围与野生动植
物栖息地之间部分重叠，生产生活
空间狭窄、发展受限。如果秦岭保护
工作一味地靠“堵”和“防”，而不善
于“疏导”和兼顾林农的实际利益，
那效果必然难以长久。2017 年，陕
西省太白林业局在太白县成立了陕
西三秦森工蜂业有限公司。该公司
积极响应宝鸡市建立“中华蜜都”号
召，投资 2000 万元建成一家集中蜂
养殖、农林特产品收购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综合性国有企业。近年来，该
公司以国有企业应有的担当和绿色
生态发展理念，大力实施秦岭国家
公园社区生态友好型可持续发展项
目，通过对秦岭区域传统生态友好
型农林产业提质增效，促进原居住
林农增收致富，在保护中促进了发
展、在发展中推动了保护，并探索总

结出一套成熟的生态产业发展模式
及秦岭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模式。事
实上，过去林农之所以上山伐木、挖
药材、捕食野生动物，是因为林木
没有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
或者利益有限。现在不同了，通过
三秦森工等龙头企业的产业化带
动，林农养蜂脱贫致富了，靠林下
经济发展起来的山货、杂粮等农特
产品大幅增值了，林农不但不再毁
林，反而主动参与护林。更重要的
是，太白县通过大力推广三秦森工
经验和推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将
自然生态优势转化成为绿色发展
优势，林农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生产
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秦岭的植物多样性也得到很好保
护，进而实现了全县范围内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新格局。

秦岭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标本兼治才是长久之计。希望涉秦
岭县区和相关各方，学习借鉴各地
先进经验，在实际工作中辩证处理
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切实保
护好中华民族的祖脉。

本报讯 村民自建家史馆，你

听过吗？记者日前在眉县金渠镇

红星村村民王汉生家里，看到了一

个建在自家院子里的“家史馆”。  

记者看到，这个“家史馆”只有

一间房，占地 20多平方米，窗口位

置摆放着一张老书桌，旁边的一个

小书架上摆放着一些红色书籍，桌

子上笔墨纸砚样样俱全，不少老照

片陈列在被当作桌面的玻璃下；几

面墙从上到下整齐地挂着几十幅书

法、绘画作品，醒目位置还悬挂着颇

有年代感的老一辈革命家的画像。

今年54岁的王汉生对不少作

品的出处仍记忆深刻，他指着其中

一幅写着“飞神”二字的书法作品介

绍道：“这是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

飞船发射成功后父亲写的。”王汉生

说，这间房子原来是他父亲的书房，

他父亲生前是一名共产党员，爱读

书，喜爱书法，还收藏了一些画作，

老人去世后为他留下了百余幅书法

作品，这间书房的陈设一直没有动

过。去年10月份，他专门腾出时间把

老房子重新进行了粉刷和修葺，在

老书房的醒目位置悬挂着毛泽东、

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画像，以及

父亲留下的一些书画作品。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这里

现在已经成了我们的家史馆。”王

汉生说，今年春节、清明节的时候，

他专门把家里的孩子叫来参观学

习，并为他们讲述了老一辈革命家

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

希望以此激励后辈，将勤俭节约的

好家风传承下去，争做爱学习、爱

祖国、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

本报记者 杨曙斌

王汉生展示父亲留下的书画作品

眉县金渠镇红星村一村民

建起家史馆  传承好家风

共享单车咋能乱扔？

共享单车是方便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应
该停放在指定区域便于大家使用。日前，记者途
经渭河公园宝鸡大剧院附近的河堤时看到，河
堤旁的草丛里有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其中一
辆竟然被倒放在草丛里。单车乱放既影响环境
又不方便市民骑行，相关部门应该好好管一管。

                       本报记者组

快评
西秦

不文明现象
曝光台

本报讯 夜幕下，灯光璀璨的

东岭廊桥点亮宝鸡夜空 ；花团锦

簇间，雄鸡昂首挺立，寓意富贵

吉祥 ；池塘里，出水芙蓉映出夏

日美景……6 月 15 日，金台区卧

龙寺街道行政西路社区的一场微

型书画摄影艺术展引人注目（见
右图），30 多件参展作品均出自

残疾人朋友之手，他们用相机、

画笔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和自强不

息的奋斗精神。

不久前，市残联举办了“喜迎

二十大，自强不息心向党”残疾

人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行政西

路社区的几位“艺术达人”带着

自己的得意之作参展并取得了 1

个一等奖、2 个二等奖和 1 个优

秀奖的不俗成绩。这份“战果”激

发了社区更多残疾人艺术爱好者

的兴趣，他们也纷纷开始创作摄

影、书画作品，不到一个月时间，

创作了一批反映残疾人自强不

息、展现大美宝鸡的作品，为了

让大家更好地参与到艺术创作队

伍中来，社区举行了获奖作品表

彰会，同时展出社区各位残疾人

的艺术作品。

10 余 位 作 者 的 30 多 件 作

品集中亮相，引起了社区群众的

关注，大家不仅被这些精美的作

品折服，更被创作者身残志坚的

精神所感动。社区决定在活动室

里开辟展室，以便让更多居民参

观。参展作者邓玉珍说 ：“我学习

摄影 20 多年了，以前都是自娱自

乐，现在有了这个微型展室，我

和伙伴们的创作更有奔头了。”

           本报记者 黎楠

自 强 不 息 搞 创 作   
微 型 展 览 受 关 注

金台区行政西路社区残疾人用相机画笔表达对生活的热爱

文明城市咱的家
长期无偿献血  传递无私大爱

我市举行庆祝 2022 年世界献血者日暨献血英雄故事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