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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腊月廿五，地处洛南县三要镇的龙山
脚下格外寒冷。村道两边挂满了红彤彤的灯
笼，在阳光下很是鲜艳。“这是镇上新打造的‘灯
笼沟’网红打卡地，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呢。”三
要镇宣传干部李蕊说。

走过“灯笼隧道”，沿着挂满各种各样灯笼

的村道前行，道路尽头就是龙山村的宏达工艺
品合作社。厂房内异常红火与繁忙，二三十个
工人正在忙着制作纸灯笼，一个个色彩艳丽、形
态迥异的灯笼把合作社装饰得分外喜庆。

“我们村偏僻闭塞，距离县城 45 公里，全
村 456 户 1617 口人，由于资源匮乏，以前也没

有挣钱的门路。但现在好了，
村里做的灯笼都卖到国外去
了。”龙山村党支部书记常安
心高兴地说。

常安心介绍，早在清末民
初，龙山村就有一部分村民从
事手工艺品制作，用竹子编斗
笠，用竹篾制作孔明灯，用纸和
纱布制作灯笼……特别是村民
手工制作的十二生肖纸灯笼，
做工精细、形象逼真，深受消费
者的青睐。“以前我们做的灯笼
多是自产自销，也有自己建立
小作坊的，但因为生产条件简
陋，加之灯笼制作靠纯手工，生
产效率低，就算有大订单村民
也 不 敢 接 ，生 产 能 力 跟 不 上

呀！”他说。
为了继承和发展壮大这一传统产业，2008

年 4 月，龙山村村“两委”研究决定在村民杨增
寿家的闲置房制作灯笼。经过一段时间的生
产，村“两委”干部发现，虽然有了灯笼的制作场
地，但是场地小、规模小、工人少、订单量不稳定
等因素始终让灯笼这一产业难以发展壮大，无
法成为村民稳定的收入来源。

怎样让这一产业发展壮大，为周边群众铺
就一条家门口的就业路，成为龙山村的头等大
事。通过几年的生产探索、市场调研和招商引
资，2014 年，龙山村重新选定灯笼厂生产厂
房，成立了制作、加工、销售一条龙的宏达工艺
品合作社。

“合作社成立以后，我们在零售的同时还开
了网店，产品远销日本、韩国、英国、美国、澳大
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 28 个国家和地区。”合
作社负责人常高攀告诉记者，目前国外客商已
经成了最大的客源，最多时一次能接到上百万
个灯笼的订单。

“这些灯笼主要用于节日和活动现场布置，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印制出各种图案和样式的
灯笼，有西方人喜欢的南瓜灯、圣诞老人灯、风

琴灯，还有各种中国传统图案的灯笼，销量都很
不错。”常高攀介绍，除了外观精美、种类多样以
外，龙山灯笼受欢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些灯笼主打“绿色生态”牌，糊制灯笼的原材
料都是彩纸、竹签等材料，环保无污染，很受消
费者欢迎。

龙山村的纸灯笼销售到了国外，也为当地
群众带来了增收的新路子。自宏达工艺品合
作社成立以来，年加工灯笼 500 多万只、收入
500 多万元，开展灯笼制作技术培训 180 余次
1300 余人，先后吸收龙山村及周边剩余劳动
力 510 余人，人均年收入在 5000 元以上。“我
在这上了十几年班啦，闲了就做，不耽误在家
做饭，照顾孩子，时间很自由，每天都能来做上
200 多个灯笼，也算是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在厂房里忙着扎灯笼的杨英是龙山村人，她对
现在的生活感到很满足。

“工资是按件计算的，多劳多得，现在天冷
了，厂里开着暖气，来干活的村民每天都有几十
个，手脚麻利地做上一天能挣上百元。”李蕊指
着工厂墙上的工资表说。记者看到工资表上工
人的工资从几百块到几千元不等，最多的能达
到 5000多元。

“龙山村依托灯笼产业，大力推进农、文、旅
有机融合，着力打造了一批具有龙山元素的产
业观光景区：灯笼时光隧道、传统灯笼制作体验
室、农夫集市、五彩菜园、露营基地等小品小景
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村上不断有游客来观光
旅游、休闲度假咧，村民手里有钱了，生活就更
幸福甜蜜了！”常安心乐呵呵地说。

小山村纸灯笼远销小山村纸灯笼远销 2828个国家和地区个国家和地区
本报记者 李小龙 西安报业全媒体记者 张红中

“有蒜薹、芹菜、火龙果、桂圆，还有对联……
把年货都给我们办齐了，还送到家门口，真的太
感谢你们了！”商州区刘湾街道仁和社区搬迁户
王书智一边说，一边抱着装满年货的“银天使新
春暖心包”开心地往家走去。

2 月 5 日 15 时许，仁和社区广场上聚集了

500 多名群众，整齐摆放的一排排“银天使新春
暖心包”格外抢眼，商洛彩虹公益中心和商洛曙
光救援队 30 多名志愿者正在忙碌有序地分装
蔬菜、水果、副食、对联礼包等年货。志愿者吴
娟和她的孩子抬着蔬菜仔细地码放在收纳箱
里，她说：“今天我们一家三口都来做志愿者，我

儿子上高一了，平时没时间，寒假刚好可
以参加公益活动，今天是他参加的第 3
次暖心包发放活动，我们一家都觉得很
有意义。”

据了解，“银天使新春暖心包”是
商洛彩虹公益中心争取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支持，从 2021 年就开展的一项
针 对 易 地 搬 迁 安 置 社 区 65 岁 以 上 山
区老人的春节关爱活动，4 年时间里已
经 在 春 节 前 夕 累 计 发 放 价 值 30 多 万
元的物资，近 1000 名老人受益。已经
连 续 3 年 在 仁 和 社 区 发 放 暖 心 包 ，今
年除了年货以外特意为老人准备了大
号的可重复使用的收纳箱，很受老人
欢迎。开展这项活动就是为了让移民
搬迁的老人在新的居住环境里感受到
社会各界的温暖，真正做到搬得出、住
得稳，是公益慈善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的一项举措。

据仁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王亚丽介
绍，仁和社区有来自 18 个镇（街道）的搬
迁安置户，3 年来联合彩虹公益做了多

场公益活动，当天还联合消防救援部门作了安
全知识宣讲，让社区居民感受到了全方位的关
爱。近年来，社区将管理工作与多家社会公益
组织的各类活动相结合，通过服务一老一小，在
乡村振兴工作中起到了助力作用。

年货送上幸福感年货送上幸福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杨 鑫鑫 王孝竹王孝竹

沿 着 蟒 岭 蜿 蜒 的 山 路 行 驶 40 多 分
钟，刘方鑫乘车从丹凤商镇来到蔡川镇。
家人从小轿车后备箱取下轮椅，熟练地帮
助刘方鑫坐上轮椅。刘方鑫双手用力推
动轮子，缓缓来到了镇政府大院。

1 月 31 日 上 午 ，在 纷 纷 扬 扬 的 雪 花
中，商洛瑞晶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刘方鑫携带 50 套“老有所衣”温暖包来
到蔡川镇，送给 50 位 65 岁以上的老人。
随后，他还将再携带 50 套“老有所衣”温
暖包，送给丹凤县峦庄镇的 50 位老人。

寒风中，蔡川镇党委、政府和商洛瑞
晶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商洛彩虹公益
中心举行了简短的“老有所衣”阳光公益
捐赠活动仪式，50 套装有棉衣、袜子、护
膝、护腰的温暖包送到了蔡川镇 50 位老
人手中。

穿上羽绒服的瞬间，蔡川村 73 岁的五
保户王双治脸上挂满了笑容，嘴里不断地
说：“谢谢你们，羽绒服真暖和。我身上暖
和，心里更暖和！”

“我以前没穿过羽绒服，过年了，穿件
新衣服心里更高兴。”上坪村村民王小舍
含泪激动地说。

商洛瑞晶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22 年，专门从事光伏发电设备租
赁和销售以及元器件销售等业务，目前已
经覆盖 6000 多农户，带动群众户均年增

收 2000 元。作为残疾人，今年 30 岁的刘
方鑫在克服巨大困难把企业做成功的同
时，更能体会到残疾儿童的不易，他先后
拿出 20 多万元帮扶残障儿童，并积极争
取各类资源用于慈善事业。

2023 年，刘方鑫通过商洛彩虹公益中
心，向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银天使“老有
所衣”温暖包项目捐资 1 万元，再由中华社
会救助基金会配套物资 4 万元，这批总计
5 万元的 100 套“老有所衣”温暖包被定向
送给丹凤县的 100 位老人。

蔡川镇党委书记陶刚说：“这次活动
是镇上联合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为山里
老人送的温暖，是镇党委、政府在冬季送
温暖、送平安、送健康活动的一部分。相
信通过这次活动，会带动和影响更多的
爱心人士、爱心企业加入爱心慈善救助
活动中来，让山里留守老人过一个温暖
的寒冬。”

“做慈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体现
爱民情怀的具体行动。虽然下着雪路不
好 走 ，但 是 看 到 老 人 的 笑 容 ，我 非 常 开
心。”坐在轮椅上的刘方鑫面带笑容地说，

“我双腿不能站立，我的心却是热的。我
想去感染更多人加入学雷锋志愿服务行
列。我要把公司业务进一步做大，带动和
帮助更多的残疾朋友，让他们活出自信、
活出自我！”

坐着轮椅做慈善
本报记者 王尚锋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春佳节即
将到来之际，商州区陈塬街道上河村立足
群众生产生活实际，精心部署、提前谋划春
节文化活动，为群众营造欢乐、祥和、喜庆
的节日氛围，切实将党的关心与祝福送到
群众心中。

1 月 30 日一大早，上河村党群服务
中心人声鼎沸，商州区 10 多名文艺工作
者和当地干部群众欢聚一堂，开展了义
写春联活动。

深冬的上河村天寒地冻，但大家的热
情丝毫不减。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翰墨飘
香，一派热闹景象。

几张书桌一字排开，几沓红纸铺满桌
面，毛笔墨水一一摆好，几十名群众将书桌
围得水泄不通。

书法家们平心静气，铺开纸张，挑选对

联，然后挥毫泼墨，把人们对新春的期望和
祝福全部融入笔墨。“喜居宝地千年旺，福
照家门万事兴”“欢声笑语贺新春，欢聚一
堂迎新年”……顷刻间，一副副散发着墨
香、饱含着对群众深切关怀和美好祝愿的
春联便呈现在大家面前。

围观的群众来不及等墨水干透，就拿
起春联认真端详。他们围在一起议论纷
纷，有的说今年外出打工挣了多少钱，有的
说今年家里收入又增长了多少，有的说今
年自己又新盖了“小洋楼”，大家说说笑笑，
畅谈自己一年的收获。

对联虽轻，但情真意浓。
“ 市 场 上 随 处 都 可 以 买 到 春 联 ，但

我们更喜欢这些书法家手写的春联，比
在 外 面 买 的 更 有 意 义 ，更 有 价 值 ，更 有
年 味 儿 ，希 望 每 年 都 能 举 办 这 种 活

动 。”现 场 群 众 你 一 言 我
一语地说道。

其间，文艺工作者王卫
民还为上河村捐赠了自己创
作的《泥峪川》《瓜滚在园里》
等书籍。

“过新年，贴春联，是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承 载 着 中
华 民 族 的 文 化 情 感 、民 族
记忆和美好希望。今年我
们邀请了书法家给村民义
务写春联、送春联，就是希
望 为 大 家 送 上 龙 年 的 祝
福 ，让 大 家 过 上 一 个 喜 庆
祥和的春节。”陈塬街道上
河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
主任王永锋说。

墨香浓情迎新春
本报记者 王江波 肖 莲 巩琳璐

“奶奶，您先试试这鞋合脚不，不合适了我去重
新拿一双咱再试试。”西安民安应急救援中心运输
中队队长张明蹲在地上一边帮罗奶奶试鞋一边说。

“杨叔，您穿上了这身衣服看着更有精神了。”
“贺院长，米、面、肉、消毒液还有口罩放在哪

儿啊？”
……
1 月 30 日，商州区夜村镇五郎沟麻风病区

非常热闹。市政协蓝舰委员工作室、农工党商
洛市委会、西安民安应急救援中心运输中队联
合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齐聚于此，开展“关爱麻风
病患者，心系群众送温暖”活动，一句句亲切的
问候、一声声真心的叮咛，为麻风病患者送去了
寒冬的问候和新年的祝福。

“我们年纪大了，儿女们忙于工作也不能经常

过来看我们。这么多爱心人士给我们送衣服、吃的、
用的，陪在我们身边逗我们开心，今天过得太高兴
了！”患者们对爱心人士的到来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商洛疗养院副院长寇立亚专门负责医疗管
理工作，据他介绍，麻风病是一种古老的慢性传
染病，尚无专门的疫苗进行预防。陕西省商洛
疗养院成立于 1971年，占地 240亩，主要开展除
汉中以外全省其他所有地市麻风病现症病人的
住院治疗，残疾麻风病患者的康复治疗、院外防
治和基层防治人员的技术指导等工作，还对麻
风畸残康复者提供监测、康复管理等服务。

“过去医疗条件落后，麻风病不但传染，而
且无药可医，容易造成残疾。如今，麻风病已经
是一种容易医治的疾病。目前，我们疗养院管
理近 100 名麻风受累者，其中 26 名治愈后长期

留院休养，Ⅱ级以上畸残 19人，他们治愈后遗留
下一些畸形特征，因各种因素无法正常回归社
会。”负责病区诊疗的皮肤科副主任医师祝永刚
望向罗奶奶感慨道。

今年 90 岁的罗奶奶在商洛疗养院已经住
了 22 年，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医治和悉心照料
下，过着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是我绣的鞋垫，
以前我绣得可好了，现在眼睛不行了，绣得都
没以前好看了。”罗奶奶拿出自己绣的鞋垫，向
大家“炫耀”。罗奶奶虽然手指因麻风致残，但
身体有所好转之后，她坚持自己的喜好，经常
拿着针线绣鞋垫。

为了丰富休养人员的日常生活，疗养院还为有劳动
能力的长住休养人员划了一小块地，可以自己动手种菜、
种粮，他们收获的不只是菜和粮食，更多的是快乐。

汇 聚 爱 心 送 温 暖
本报记者 李敏 杨萌 见习记者 张 矛

新春的脚步渐行渐近，喜庆的灯笼高高挂起，
大大小小的中国结挂满枝头，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
1月28日，一些书法爱好者在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凤
冠新城安置社区为群众写对联、送祝福。

“我这副对联的上联是福旺财旺运气旺，下
联是家兴人兴事业兴。”收到对联的刘米峰满脸
笑容，“我们一家是从花瓶子镇花中村搬到凤冠
新城的，搬过来后，不仅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还
给我安排了公益性岗位，负责修剪小区花草，有
了一份稳定的收入。”

走进刘米峰家中，80 平方米的房间装修简
单却显得干净整洁，屋子里亮亮堂堂，桌子上放
着水果、瓜子，阳台上挂着腊肉，显得十分温馨。

搬迁之前，刘米峰一家住在老家的土坯房
里，每逢下雨一家人都胆战心惊，就怕房子塌

了。“要不是移民搬迁，我都不敢想自己能拥有这
样的房子，党和政府真是为我们着想了。” 对比
以前的生活，刘米峰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来到另一个搬迁户常会珍的家中，一家老小
也正在为迎接新春作准备，桌子上摆满了刚采购
来准备过年的糖果。

“小区的环境越来越好，推开家门就是公园，
就像住在了景区里，每天心情都特别舒畅。楼下
就是超市、卫生所、理发店，不管干什么都方便。”
说起搬迁的好处，常会珍打开了话匣子。

最让她感到高兴的就是孩子的上学问题解决
了。常会珍一家是 4年前从花瓶子镇苏河村搬过
来的，之前在老家，孩子上学要步行 8 公里路，她
只能在学校门口租房陪读，很不方便。搬迁后，小
孩就在附近的丹凤县第六小学上学。孩子上学是

大事，这个问题一解决，一家人都舒心了。
“现在，孩子他爸在外务工，我平时在孩子的

学校里帮厨，既能照看孩子，又多了一份收入，感
觉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在新的一年，我希望我
们全家都能健康平安，我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
展望未来，常会珍信心十足。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是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搬迁户“稳得住，有
就业，能致富”的关键举措。

丹凤县围绕“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这个目
标，按照移民搬迁、产业园区建设、城乡统筹发展、
精准扶贫、消费市场培育“五位一体”和循环工业园
区、现代农业园区、精品旅游景区、新型城乡社区“四
区同建”的工作思路，推进“宜居、宜业”移民搬迁双
示范社区建设，切实解决搬迁群众后顾之忧。

搬 迁 带 来 好 日 子
本报记者 李小龙 王天彤 见习记者 黄朝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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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村龙山村““灯笼隧道灯笼隧道””吸引游客前来观赏吸引游客前来观赏

村民杨英展示她制作的灯笼村民杨英展示她制作的灯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