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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旅游新风尚
绘就八公山新风景

本报讯 春节是阖家团圆、 共享天伦的
美好时光， 也是城市文明程度的集中展现。
春节假期期间 ， 记者来到八公山风景区看
到， 景区内秩序井然， 游客们文明出游为八
公山春节假期增添了一道靓丽风景线。

走进景区， 一场场喜迎新春的文化活动
接连登场， 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处处洋溢
着新春佳节的喜庆氛围 ， 景区环境干净整
洁。 尽管现场游客较多， 但市民在游玩中也
展现出良好的文明素质， 自觉把矿泉水瓶、
纸巾等垃圾随手放进自备的垃圾袋中， 爱护
这里的山水环境， 文明旅游理念蔚然成风。
游玩中， 一些家长还细心提醒孩子， 爱护环
境， 不随地吐痰、 不乱扔果皮纸屑， 做文明
旅游的践行者。 “出门旅游， 我都会自觉把
垃圾丢进垃圾桶中 ， 为孩子树立好榜样 。”
在八公山风景区内游玩的高先生说， 良好的
旅游环境， 需要大家一起营造。 该区文旅局
负责人表示， 该区强化文明旅游宣传引导，
呼吁大家携起手来从点滴做起， 共树文明形
象， 共展文明风采， 一起争做文明旅游的践
行者、 倡导者和助力者， 大力营造文明旅游
氛围。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本报通讯员 胡 捷）

邻里带动就业 共享“家园红利”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唐家林 实习生 张 宁

“村帮村， 邻帮邻 ， 亲朋好友一
路人。 这些年， 我们公司在江苏 、 上
海、 新疆发展了很多业务。 我把左邻
右舍、 亲朋好友以及附近乡村的村民
安排到公司里工作， 并联系和举荐到
其他行业有 600 多人 。 让他们在乡村
振 兴 路 上 共 享 ‘ 家 园 红 利 ’ 大 蛋
糕。”

春节期间 ， 凤台县关店乡陈庙村
村民王文果邀请务工返乡人员欢聚一
堂。 人们纷纷介绍 2023 年收入情况 ，
谋划今年务工打算， 并互相推荐就业
岗位。 王文果还向记者介绍了这些年
安排的就业情况。

凤台县关店乡稳步推进劳务输出

工作， 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充分利用
村民的家园情结， 村邻互帮互助 ， 扩
大就业岗位， 村民生活水平、 乡村经
济发展都得到巩固和提升 。 据了解 ，
目前 ， 全乡在外务工村民有 9100 多
人 ， 其 中 ， 大 部 分 是 靠 “邻 里 圈 ”
“朋友圈 ” “亲情圈 ” 等关系安排的
就业岗位 ， 这种就业方式对岗位稳
定、 收入保障有较高的安全系数。

在江苏昆山市花桥镇 ， 有 300 多
名关店乡陈庙村村民在那里从事物
流、 环卫、 运输、 服装加工 、 饮食等
行业， 那里被家乡人誉为 “陈庙街”。

“我去昆山有 8 年多了 ， 现在 ，
我已经承包了 6 个小区物业管理以及
设施改造、 公共服务等业务， 安排家
乡 120 多人从事各类工作 ， 家乡人越
来越多 ， 大家团结一致 ， 互相交流 ，
互相推荐生意， 经济收入都还可以。”

陈庙村村民王世界开心地向人们聊起
自己的创业经历。

“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的乡村熟人
社会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乡村文化秉
承 ， 这种团结生成的 ‘家园红利 '，
对于乡村社会资源的配置、 邻里的互
助等意义重大。 我们充分挖掘这一优
质资源 ， 推进 ‘家园红利 ’ 的累积 ，
让村民共享其带来的实惠 。” 该乡文
化站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关店乡蔡庄村 ， 村民宋德玉一
边驾车到集市购买春节年货， 一边和
人们谈起自己和本地村民在外务工情
况。 “老乡见老乡， 就靠大家帮 。 我
们在昆山市花桥镇搞服装加工好几年
了， 也是通过邻居的联系帮助安排了
就业。 家乡人帮助安排住宿， 搞服装
加工技术培训， 联系订单业务， 让我
们都有工作干 、 有钱挣 。 据我了解 ，

这个镇专门从事各类服装加工 、 文具
加工、 玩具加工的有 300 多人 ， 很多
人年均收入都在 20 多万元 ， 不少人
在昆山市买了商品房 。” 他还告诉记
者： “春节后， 我在凤台县丁集矿集
市和关店集市租了 20 多间闲置房 ，
做服装 、 玩具 、 雨伞等零散件加工 ，
把江苏那边的业务延伸到老家 ， 让家
乡年纪大的人也有活干有钱挣。”

“我们还广泛开展家风家训 、 家
风文明教育、 评选好邻居 、 关店好人
等工作 ， 弘扬团结互助精神， 传承朴
实的乡村文化 ， 提高村民的整体素
质， 为乡村振兴塑形铸魂。 特别是把
握好春节在外务工人员返乡过年团聚
的机会， 办好经验会、 交流会 、 诸葛
会， 为村民推荐就业岗位， 提供挣钱
门路， 并开展技术培训工作 ， 增强就
业本领。” 关店乡纪委负责人介绍说 。

“爱的后备厢” 满载的是亲情与乡愁
付 彪

正月初八， 春
节假期的最后一
天， 不少人告别家
乡， 奔向远方， 开

启新一年的新征程。 与他们一起出发的， 还有载满爱的
背包、 行李箱、 后备厢……满满的行囊里， 装进了家乡
的味道、 家人的牵挂和对未来的期盼。

这两天， 不少人在网上晒出自己行李箱、 后备厢中
家人准备的土特产， 有网友说这是一场没人会输的比赛，
因为“装的爱都是一样的”。 网友李先生觉得“快把母亲
家搬破产了”， 他从老家金华回杭州， 带回了土烧高粱酒
两坛， 母亲做的腊肠、 馄饨、 粽子、 糯米藕、 芝麻糖，
还有 10 多斤手炒的瓜子、 现摘的草莓和萝卜等， 后备厢
被塞得满满当当。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人员流动日益频繁， 外地求学、
异地打拼已很普遍。 许多年轻人干脆就在求学地或工作
地安家落户， 和父母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 有人说：
“父母年龄越大， 子女走得越远， 他们的爱越无力， 只能
通过每一次拼命地塞东西来表达出来。” 尤其是那些生活
在乡村的老人， 哪怕能力有限， 也要在子女返程时， 将
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装上。 被塞得满满当当的后备厢，
承载着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与牵挂， 装满的是亲情与乡
愁。

每年春节返程之际， “爱的后备厢比赛” 为什么反
复上演， 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 就在于它触
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 花整整两天时间亲手
做的腊肠、 馄饨、 粽子、 糯米藕、 芝麻糖， 代表的是母
亲的爱意； 10 多斤手炒瓜子， 捎带的是团聚时的喜悦与

回忆； 现摘的草莓萝卜等， 带走的是家乡田园的绿色与乡
愁； 两坛 30 斤装的土烧高粱酒虽不名贵， 却饱含着满满
的、 沉重的挚爱以及对于亲家帮忙照看孙辈的谢意……

“爱的后备厢” 多以农产品和土特产为主， 这些东西
虽不一定多么光鲜、 值钱， 却一定装满了父母对子女无尽
的关爱与牵挂。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
缝， 意恐迟迟归。” 这首耳熟能详的《游子吟》， 就真挚表
达了父母们平凡而伟大的人性美。 无论身在何处， 父母对
子女的关爱与牵挂都是永远不会停止的。 有网友泪眼婆娑
地说： “这世间， 有种爱叫妈妈觉得我在外面永远吃不
饱， 有种爱叫恨不得把全世界塞进你的后备厢。”

我们素有乡愁的说法， “爱的后备厢” 承载的就是一
抹乡愁。 正像诗人余光中的 《乡愁》 中所言，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
头……” 游子归家、 亲人团聚， 是无数父母的心愿； 游
子返程， 家乡的土特产如一壶浓烈的老酒， 愈久越陈越
烈， 让乡愁历久弥醇。 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 永远
都难以忘却父母的养育之恩和那些魂牵梦绕、 割舍不断
的乡愁。

对于父母， 相信每个人都有感恩之心， 但相比之下，
我们给予的回报却微乎其微。 父母给我们装进后备厢的是
亲情与乡愁， 更是对子女的提醒。 因为其中氤氲着“羊羔
跪乳， 乌鸦反哺” 的情感， 激荡着“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
春晖” 的情怀。 虽然现在做子女的有做子女的难处， 或因
学业紧张， 或因工作繁忙， 但我们不能忘了“常回家看
看”， 毕竟生命经不起太长等待， 孝心经不起太久徘徊。
只有懂得感恩回报， 才能收获不断前行的力量。

厉行勤俭节约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本报讯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
不易； 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 春
节期间， 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
指示精神， 认真组织开展 “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 主题宣传活动， 引导群众
自觉践行 “光盘行动”， 弘扬中华民族
勤俭节约传统美德， 让厉行节约、 反
对浪费蔚然成风。

节日期间 ， 我市充分利用广播 、
电视 、 网络媒体及电子屏 、 宣传牌 、
公益宣传标语等各种宣传载体， 开展
全方位宣传引导活动。 各县区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 站）， 组织文
明志愿者走进社区、 村庄， 通过悬挂

宣传条幅、 摆放宣传展板、 发放倡议
书等方式， 引导群众从自身做起、 从
小事做起， 养成文明餐饮、 勤俭节约
的良好生活习惯。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我市
积极开展文明餐桌活动， 推广 “光盘
行动”， 以酒店、 餐馆、 食堂为重点，
在餐厅摆放文明用餐桌牌， 配备公筷
公勺 ， 并发放制止餐饮浪费倡议书 ，
倡导文明节俭用餐。 指导经营者创新
经营服务模式， 改进宴席和菜单设计，
优化备料制作流程， 合理调整菜品分
量， 提供 “按位供餐” “半份、 半价”
“小份、 适价” 等服务， 引导消费者节
约用餐。 酒店、 餐饮企业负责培训点
菜员和服务员 ， 主动提供营养菜单 ，
明示菜品分量， 合理搭配菜品， 引导
消费者健康饮食、 合理点菜， 养成厉
行勤俭节约、 反对餐饮浪费的好习惯。

（本报记者 朱庆磊）

青春力量全链条
助力春运“暖冬行动”

本报讯 2024 年春运工作启动以
来， 团市委整合交通运输行业及社会
青年志愿者力量 ， 积极开展 2024 年
“暖冬行动” 青年志愿服务活动， 发挥
青春力量全力配合做好全市春运工作。

精招募。 借助长三角铁路 “小甜
橙” 志愿服务联盟平台， 与淮南西站
团委、 安徽理工大学团委建立志愿者
服务体系。 开展资格审核、 面试、 考
核等预审环节， 择优选派政治素质高、
服务能力强、 奉献精神足的优秀志愿
者上岗服务。 共计 1800 余名青年志愿
者报名， 审核通过并招募 1500 余人。

强培训。 组织青年志愿者进行志
愿服务通识培训和岗位专业培训， 重
点讲解铁路客运知识、 服务礼仪、 劳
动安全、 电气化铁路知识、 急救常识

等内容 ， 并通过开展现场实作教学 ，
使志愿者尽快熟悉志愿服务工作流程、
提高春运志愿服务质量， 目前已开展
培训 12 场。

优服务。 青年志愿者们分布在淮
南站 、 淮南南站等全市主要客运站 ，
为旅客们提供引导咨询 、 秩序维护 、
应急救援等服务， 并针对老幼病残孕
等重点群体提供车票购买、 行李搬运
等帮助， 全力保障春运旅客平安、 顺
利返乡。

截至目前， 春运 “暖冬行动” 共
服务旅客 15 万余人次。 下一步， 团市
委将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实践育人功能，
继续做好 “暖冬行动” 志愿服务组织
协调工作， 确保广大旅客群众平安便
捷温馨出行。 （本报记者 吴 巍）

女子节日跳河轻生
海事公安合力营救

本报记者 贾 静 本报通讯员 高婧雪 常开胜

2 月 12 日 0 时 55 分， 农历大年初
三。 三名民警和辅警匆忙走进市交通
执法支队海事大队凤台中队所在的趸
船上求助： “有人在大桥跳河， 赶紧
救援！” 凤台中队中队长李跃立即启动
交巡艇， 组织执法人员和民警、 辅警
加速向凤台淮河大桥水域驶去。

执法人员凭借多年的救助经验和
娴熟的驾驶技能， 很快发现落水女子，
并将交巡艇停在落水女子附近， 执法
人员和民警迅速伸出救生杆， 抛出救
生圈， 大家一起大声呼喊让其抓紧救
生装备， 但该名落水女子已神志不清，
无法配合救援。 随即， 一名辅警跳入

河水中用力拖着落水女子向交巡艇游
去， 大家合力将其救上交巡艇后向凤
台中队趸船驶去 。 执法人员与民警 、
辅警一起将落水女子送至凤台中队办
公室取暖 ， 待 120 医护人员到来后 ，
将其抬到救护车上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因救助及时， 落水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春节期间， 市交通执法支队海事
大队凤台中队值班人员全部在岗在位，
坚守在各值班点， 加强水上应急值守，
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水上安全知识宣
教， 做好水路保通保畅工作， 全力保
障人民群众平安便捷出行和水路货运
安全畅通。

“好面子”让“盛宴”成“剩宴”
本报讯 民以食为天， 食以俭养

德 。 随着市民节约意识的不断增强 ，
我市 “光盘行动” 氛围日渐浓厚， 理
性消费、 节俭用餐已成为市民生活的
日常习惯。 但记者在春节期间走访时
发现， 人们在欢聚团圆的同时， 往往
忘记了 “崇尚节约”， 让 “盛宴” 成了
“剩宴”。

过年了， 亲戚朋友欢聚一堂， 餐
饮浪费现象时有发生。 记者在走访部
分餐饮店时发现， 个别市民在宴请时
为了 “争面子” 过量点餐， 结束时为
了 “好面子” 剩菜不打包， 让 “盛宴”
成了 “剩宴”。 “亲戚好友聚在一起，
聚的是感情而不是攀比。 人不多却点

了一大桌子菜， 最后吃不完又不打包，
浪费了美食， 让人心疼！” 市民王女士
说。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 ‘光盘’ 是一种光荣， 浪费才是
最大的可耻。”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呼
吁， 希望广大市民自觉践行 “光盘行
动”， 带头反对大吃大喝、 铺张浪费，
厉行适量点餐、 节俭就餐、 餐后打包，
养成吃饭新风尚、 健康好习惯。

“小餐桌” 彰显 “大文明”。 践行
文明餐桌， 需要大家共同参与。 拒绝
浪费， 珍惜粮食， 从我做起， 期待您
和您身边的人加入 “光盘族”。

（本报记者）

寒假中的“劳动” 课
寒假期间， 田家庵区淮河中学延伸劳动教育课程， 组织学生志愿者喂养校园

劳动基地内养殖的家禽， 管理校园菜地， 倡议学生主动参与家务劳动， 丰富学生
寒假生活。 图为 2 月 14 日， 田家庵区淮河中学小学生志愿者寒假期间在校园劳
动基地为山羊喂食。 本报记者 陈 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