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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肉、放油、炒菜……4月8日上

午，在灵石县段纯镇武家洼村幸福

小院的厨房里，工作人员正在为村

里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准备爱心午

餐。经过一阵忙碌，热气腾腾的饭

菜陆续出锅。

今年 71 岁的张子俊，子女都在

外工作，从武家洼村幸福小院运行的

第一天起，每天早上和中午他都在这

里用餐。

“我们年纪大了，自己在家用火

用电做饭都不安全，吃饭基本上都是

将就，村里建的幸福小院不仅解决了

我们老年人吃饭的难题，还让大家多

了个说话聊天的地方，在这里吃饭

不仅可口，还有股‘热闹’的味道。”说

到此，张子俊不禁竖起大拇指。

武家洼村的幸福小院是利用村

里的闲置院落升级改造而成的。小

院里不仅为老人们提供营养健康的

两餐，还设有娱乐活动室、休息室等

场所。

幸福小院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群

体做饭难的问题，更为老年人提供了

一个邻里交流的平台，在幸福小院用

餐的过程中，老年人可以分享彼此的

所见所闻，感受大家庭的温情。据武

家洼村幸福小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小院里的各类菜品由专人采购，针对

老年人的饮食特点，餐厅以“少油、少

盐、少糖、软烂”为原则，提前制定一

周食谱，饭菜每天不重样，确保营养

均衡口感好。

“武叔，给您送饭来了……”4月

9日中午12点，段纯镇郝家川村幸福

小院的工作人员就端着热腾腾的饭

菜送到了行动不便的武双贵大爷家

中。以前总是对付着吃饭的武大爷

和他重病的女儿终于在家吃上了现

成饭、可口饭。

据郝家川村负责人介绍，郝家

川村共有 60 岁以上的老人 50 多位，

现在每天有30多位老人来幸福小院

就餐，针对行动不便、不能到小院就

餐的老人，小院都会为他们提供送

餐服务。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幸福小院建起了农村老年人食来无

忧的老有所依保障屋，搭起了老年人

老有所乐的幸福桥。

灵石县段纯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站长闫芳芳说：“今年，段纯镇共建设

幸福小院 7 处，目前，已经投入运营

的有 6 处。幸福小院在建设运行过

程中，我们积极开展需求调研摸底和

重点服务对象确认工作，对行动不便

的老人，幸福小院采取‘送餐入户’的

方式，争取让每位老人都感受到‘家’

的温暖，真正做到把关爱延伸到社会

的神经末梢，将温暖传递到服务的最

后一站。下一步，我们将以幸福小院

为阵地，加大对老年人的关爱力度，

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真

正实现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幸福小院幸福小院””里幸福多里幸福多
本报讯 （记者 武玲芳） 眼下

正是春耕春播的关键时节，为了提早

预防倒春寒，促进今年酥梨稳产增收，

连日来，平遥县农业农村局与中国人

保财险平遥支公司联合行动，为襄垣

乡郝温村郝开组的梨农送来了防春寒

的营养液。

襄垣乡是梨树种植大乡，倒春寒

对梨果的产量影响较大。今年，县农

业农村局、财政局、乡政府和保险公司

联合在郝温等村开展了防倒春寒试点

工作，通过政府、企业、种植户共同努

力，将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

确保全年稳产增收。

在郝温村的果园里，县农业农村

局 的 工 作 人 员 忙 碌 地 穿 梭 在 梨 树

间。他们不仅为果农们详细讲解了

果树防冻的技术与原理，还手把手教

他们如何正确使用营养液，确保梨农

能 科 学 有 效 预 防 可 能 出 现 的 倒 春

寒。果农们围在一旁，听得津津有

味，学得认真仔细。

平遥县农业农村局果品部部长王

生伟表示：“给果树提供充足的营养，

有助于开花、坐果，提高坐果率，防治倒春寒，提

高作物的抗逆性，提升果实的品质 。”

春来农事忙，科学管理是保障。襄垣乡乡长

武保成介绍：“通过使用营养液，有助于提升果树

抵抗力 ，提高果品品质，增加水果单产，变被动应

对为主动预防，不仅有助于我们应对倒春寒的挑

战，还能为果农们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中国人保财险平遥县支公司副经理王忠表

示：“本次喷洒营养液是我们公司‘助力三农、防灾

减损’的一大举措。下一步，我们将加大对梨树种

植的承保服务力度，为梨农防灾减损、增产增收作

出更多贡献，为全县农业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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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颖 通讯员 于晓萍）

面对失主的现金酬谢，张月花婉拒了。“捡到东西

就应该还给失主，怎好意思收钱。”4月10日一大

早，环卫工人张月花在工作间隙，向记者道出了她

婉拒失主现金酬谢的原因。在张月花的认知里，

拾金不昧是天经地义的事。

事情经过如何，还得从几天前说起。4月2日

凌晨，天还没亮，张月花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收

拾妥当，便开始了一天的清扫工作。当她来到市

城区汇丰街新城里夜市段作业时，无意中在地上

看到一部手机。她赶忙捡起手机，考虑到失主此

刻定会心急如焚，她便沿着道路寻找失主。正在

此时，这部手机来了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表示，手

机的主人是他的母亲，他母亲在送孩子上学途中

不慎将手机遗失。经过一番询问，张月花最终确

定了失主的身份，便将手机物归原主。手机失而

复得，失主万分感激，并以现金表达感谢，却被张

月花婉拒了。

张月花此举令失主十分感动，于是，失主便

制作了“拾金不昧 品德高尚”字样的锦旗，到市

环卫中心下属恒济通集团环捷清洁服务有限公

司，对张月花再次表达了感谢。失主感激地说：

“真的非常感谢她，不仅扮靓了城市，也温暖了

人心。”

记者 张凯鹏

每天下午3点多，在晋中大剧院

旁的大操场，都能看到彩绸腾空的

“舞龙表演”。这是“龙飞扬”舞龙团

的队员在练习舞龙。只见他们手持

龙头，伴着欢快的音乐，挥舞手中的

短绳，“龙头”被甩动的瞬间，彩绸随

之上下翻飞，如金龙腾跃，煞是好

看。活灵活现的表演吸引了不少群

众观看，有人还现场学了起来。

舞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艺

术。如今，这项传统艺术与现代健

身理念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健

身运动，十分适宜大众练习、健身。

彩带龙通常由一段粗绳、一个“龙

头”，加上长长的彩绸组成。舞龙者

通过摆动手臂、扭动腰部、脚上跳跃

等身体多部位动作协调配合，可以

舞出各种花样，呈现出活灵活现的

龙的姿态。

今年56岁的贾玲是一名健身爱

好者，最初在大操场开始练习舞龙运

动的就是她。两年前的一天，喜爱运

动的她偶然在抖音上看到有人在练习

舞龙。视频中，彩绸飘扬舞动，如飞龙

在天，气势磅礴，一下子就吸引了她的

目光。她从网上买来健身舞龙彩带，

自己看视频练习起来。贾玲有“五十

肩”（即肩周炎）的毛病，她平时的运动

主要是踢毽球、骑车等，上肢运动较

少。舞龙则是模拟龙的形态和动作，

通过身体的扭动、跳跃、翻滚等动作，

使全身肌肉得到充分的锻炼。练习3

个月后，贾玲的肩部没那么痛了。她

将这项运动介绍给她的朋友，许多感

兴趣的人都加入进来。随着喜欢这项

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便组建了舞

龙团。2023年3月7日，在社区的支

持和推荐下，他们在民政局正式注册

成立龙飞扬舞龙团。晋中体育大拜

年、寿阳元宵节百人舞龙、小西沟艺术

季以及街道社区的文体活动，这一年

来，我市的各类文体活动中，时常能看

到他们的身影。

如今，舞龙团有正式成员26人，

200多名爱好者学习。舞龙团里大部

分是女队员，但团长杨桂卫却是一名

男队员。相比于女队员，男队员更有

力量，“彩龙”也被舞得更有气势。“舞

龙讲究技巧，要‘躲风’，就是背对着

风，‘龙’才能舞起来。我们现在有跳

龙门、抛龙头、左右跳、前八、后八等

多种花样。”杨桂卫告诉记者，他是前

年年底开始学习的。起初他只是有

些感兴趣，没想到，经过一段时间的

锻炼，效果很好，身体大为受益。于

是，他又不断学习新的花样，还成为

舞龙团的团长。

“这项运动简单，一学就会，每天

都可以练习。”在操场练习时，看到有

人对舞龙运动感兴趣，贾玲和队员们

都会热情地教他们练习。她希望更

多的人能加入到这项运动中来，并从

中受益。

龙飞扬 舞龙舞出龙年精气神龙飞扬 舞龙舞出龙年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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