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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春

本报讯 1 月 31日下午 6时，渭滨

区城管执法局将精心准备好的400份年

夜饭，送到坚守在一线的环卫工和执法

人员手中，并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

除夕当天，渭滨辖区大街小巷和十

字路口，300多名环卫工仍坚守在岗位

上，在守护城市清洁的同时，还在各摆放

祭奠盆的点位上，为市民文明祭祀提供

服务。考虑到他们不能按时回家吃饭，渭

滨区城管执法局在机关食堂为环卫工们

炒菜、炸鸡腿，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为

保证所有人都能吃到热乎饭菜，他们做

好后立即装盒，第一时间将年夜饭送到

辖区40个点位上的所有环卫工手中。

当天下午 5 时许，在市区石坝河

大转盘附近，环卫工梁春德和同事在

忙着打扫卫生，当他接过饭菜后激动

地说：“这年夜饭丰盛得很，有肘子、

鸡腿、素菜、馒头，还有热汤。虽然我不

能与家人在除夕夜团聚，但我心里很

温暖。”                  （石宝军）

本报讯 每逢佳节倍思亲，除夕这

天，祭奠逝去的亲人是一项传统民俗。

今年春节，不少家庭采取送鲜花等方

式文明祭扫，并积极响应减少聚集的

号召，分批次前去扫墓。

不同于以往，许多大家庭并未集体

去扫墓，而是按照疫情防控不扎堆、不聚

集的要求，分成一个个小家庭错峰前去。

市民陈先生说，过年前他就与4个兄妹

商量好，各家分别在不同的时间为逝去

的父亲扫墓。有的还通过在线视频，让不

能赶回宝鸡的孙辈祭奠祖父。

记者在市区常羊山公墓看到，墓

区内设有鲜花兑换点，鼓励大家用送

鲜花的方式祭奠逝者。市民李女士表

示，以前的祭祀方式污染环境，未烧尽

的纸钱会四处乱飞，还可能引起火灾，

用鲜花祭祀既温馨又安全。常羊山公

墓管理处工作人员说，从兑换鲜花的

数量上来看呈逐年下降趋势，因为更

多的市民已养成文明祭扫的习惯，扫

墓时本就携带着鲜花，不再需要兑换。

本报记者 金鑫

渭滨区 ：

环卫工乐享年夜饭

本报讯 “姨，身体好着么？我来看你

了。”1 月 29 日下午，宝鸡高新区磻溪镇小

庵村杨乖莲家的大门被敲响，门外，曹辉提着

食用油和洗衣液，笑呵呵地打招呼。这已经是

曹辉连续 12年自掏腰包给乡亲们送年礼了。

曹辉是小庵村村民，年少时父母先后去

世，他独自一人外出闯荡。在这期间，小庵村村

民一直支持和照顾着他，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

温暖。后来，曹辉通过努力奋斗创办了企业，生

活也驶上了幸福的快车道，但他从未忘记乡亲

的恩情。自 2011 年开始，每年春节前，曹辉都

会自掏腰包购买价值2万元左右的年礼，专程

赶回村里送给乡亲们。“我一直记得乡亲们的

恩情，我要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

得到帮助。”曹辉说。      本报记者 张家旗

    居住在我市的多名外地
人响应疫情防控政策——

就地过个热闹年
2 月 6 日，记者在宝鸡高新区

水木清华小区采访时了解到，这个
小区居住着很多外地人，他们积极
响应疫情防控政策，今年不回老
家，在宝鸡就地过年。他们和身边
邻居好友共聚，春节过得精彩、热
闹。图为居住在水木清华小区，老
家分别在河北省邢台市、辽宁省阜
新市的邢立杰和代慧两家人一起
过年的温馨合影。

                本报记者 魏薇 摄    

宝鸡市儿童福利院 ：

线上联欢庆新春
本报讯 日前，市儿童福利

院在公众号发布的节目表演视

频受到许多人的关注，节目里

孩子们用笑脸、歌声和舞蹈，表

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之情，以

及对新年的深深祝福。

今年春节，市儿童福利院

和往年一样给每个孩子准备

了过年的新衣、新鞋和丰盛可

口的饭菜，居室、楼道、大门等

处挂上了灯笼，贴上了春联、

窗花，装扮一新，喜气洋洋。为

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欢乐的春

节，考虑到疫情防控需要，市

儿童福利院精心策划了迎新

春线上联欢会。参与表演的孩

子和“妈妈”们个个兴致勃勃，

经过数次排练，在正式录制时

他们演得有模有样。歌曲《领

航》、情景剧《爱我祖国好河

山》、篮球操《龙的传人》、舞蹈

《火火的中国火火的时代》、童

话剧《萌虎贺春》等节目，既精

彩又寓教于乐，给孩子们 2022

年的春节带来了难忘的体验。

     本报记者 刘亚媚

市民积极践行节约粮食理念——

聚餐吃不了兜着走
本报讯 春节期间，许多

人选择到饭店就餐。随着文

明节约理念深入人心，“吃不

了兜着走”、杜绝餐桌浪费已

经成为一种流行。

记者了解到，今年春节，

我市大小饭店的包间非常紧

俏，大多数饭店考虑到春节

用工、食材采购等因素，推出

了不同价格的套餐供顾客选

择。2 月 2 日中午，记者在

宝鸡高新区一家餐厅看到，

市民李女士一家和亲戚用餐

完毕后，将餐桌上剩余的菜

品全部打包。她说：“吃不完

的饭菜浪费了实在可惜，带

回家热一下还能吃。”据饭店

工作人员介绍，随着节约粮

食杜绝浪费的理念深入人

心，现在吃不完打包的顾客

越来越多，他们随时为顾客

准备有打包盒，供顾客使用。

记者采访多位春节在外聚餐

的市民了解到，他们都会将

吃不完的饭菜打包带走，做

到不浪费。本报记者 刘亚媚

鲜花寄哀思  视频传亲情
文明祭祀深入人心

老党员党艺文 ：

给儿孙讲红色故事
本报讯 除夕夜，家住市

区人民街的老党员党艺文给

儿孙们讲起了红色故事，教

育儿孙感党恩、跟党走。这是

他们家坚持多年的传统。

当晚，在年夜饭摆上桌

后，党艺文老人佩戴上自己

的解放西北纪念章、“光荣

在党 50年”纪念章、“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纪念章等奖章，一边给儿孙

们讲述自己经历的红色故

事，一边和他们分享珍藏的

资料、照片。党艺文出生于

1934 年，1949 年 5月参军，

1958 年入党，参加过解放兰

州、新疆剿匪，见证过很多重

要的历史时刻。平时家里聚

会的时候，他就会给孩子们

讲党章、讲红色故事，教育孩

子们好好工作、听党话跟党

走，春节也不例外。

“作为一名老兵、一名

共产党员，我要教育后代

饮水思源，不忘革命先烈，

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党艺文老人说。

 本报记者 李小玮

市区多家书店顾客盈门——

书香春节味更浓
本报讯 春节期间，记

者采访发现，“逛书店”正成

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市民

借春节长假“充电”，在浓浓

的书香味中过了一个有意

义的春节。

2月3日，记者在市区宝

鸡书城看到，书架前、阅读区

尽是读者，收银台前时不时

会排起结账的队伍。书城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满足

读者购书、阅读的需要，春节

期间他们每天上午 10时至

下午4时营业，前来购书、阅

读、查阅资料的读者很多。

在市区万邦图书城和

教育书店，阅览区几乎“座

无虚席”，读者们一个个看

得津津有味，好似身处无人

之境。68 岁的李涛头发已

经花白，退休后他成为书店

的常客。他说，通过到书店

看书、参加各类文化活动

等，不仅给自己“充了电”，

还结交了不少书友。 

本报记者 弓旭东

市图书馆、共享自习室里——

备考族学习充电忙
本报讯 新春佳节，大

家都热热闹闹过年，但也有

不少人忙着学习“充电”，尤

其是备考族。他们表示，过

年看书学习，能让这个春节

过得更有意义。

2 月 5 日，记者在市图

书馆了解到，春节假期市图

书馆 10 时开馆，16 时闭馆，

每天的人流量在 800 人至

1000 人，除了借阅图书的市

民，前来自习备考的人也不

在少数。记者在报刊、社科、

自然科学等阅览室看到，不

少人带着复习资料、笔记本

电脑等，埋头认真学习，既

有初中生、高中生，也有准

备考研的大学生，还有一些

人选择去共享自习室学习。

记者在市区清姜路一家共

享自习室看到，十几名年轻

人在这里看书、上网课，大

家安静学习、互不打扰，大

多数来学习的人都是为了

备战研究生考试和公务员

考试。   本报记者 李小玮

红色文化传承者侯省彦 ：

微信群里传播经典
本报讯 2 月 5日晚上，

眉县人侯省彦在微信群里上

传了参加过扶眉战役的解放

军战士马清华和杨兆麟的事

迹。这个春节，侯省彦依然向

大家义务宣传红色故事。

侯省彦年近七旬，从

1986 年起，他遍访扶眉战

役亲历者、知情者、研究者，

先后自费出版多部扶眉战

役系列丛书，对扶眉战役进

行了真实、全面、系统、客观

的记述和解读，为党史学习

教育提供了生动的教材。几

年前，侯省彦组织建立了微

信群“扶眉战役”，每隔一段

时间，就会将自己记录的文

字和图片资料发送到群里，

供大家讨论和传播。今年春

节，侯省彦继续为大家宣讲

他最新记录的两位战士的

事迹。侯省彦说，他将继续记

录传播，让更多人了解扶眉

战役，重温革命历史，弘扬

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张家旗

孩子们表演情景剧《爱我祖国好河山》

我市一企业主 ：

连续12年给乡亲送年礼

曹辉给村民送年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