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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的桃木葫芦做好的桃木葫芦

他用粗糙有力的双
手握着一把刻刀，将刀头

搭在一小截飞速旋转的桃木
木料上，把控着力度，随着刀

头左右移动，木料上出现了起伏
的弧线。五六分钟后，一段平凡无

奇的木头就变成了一个圆润光滑、规
则精巧的小葫芦。
这个巧手匠人叫徐安民，是洛南县石门

镇东山村人。今年 77 岁的他，做这个营生已经 20
多年了。

7 月 31 日早晨，徐安民在晨曦中一瘸一拐地打
开了他的名叫“乐在其中”的木工房。木工房坐落在
通往十村八组的大路旁边，门前小小的空地被他打
理得韵味十足。小院落用石板错落铺就，院子边种
着两棵桃树，旁边斜置着一个大葫芦和刻着“吉祥如
意”四个字的大石头，还有石桌、石凳。大门两边栽
种着红的、黄的花卉和兰花等绿植，门口遮雨的门楼
下，两条木板钉成的条椅古朴自然，让人似乎看到傍
晚乡亲们在此拉家常的温馨场景。

在吵闹的大路边，这个宁静的小院让人一下子
对其主人产生好奇，他一定是一个有情趣的人。

徐安民曾是当地有名的木匠、包工头，他略带骄
傲地向记者讲起自己的过往。

在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因为有木工手艺，合作社派
他专门干外包的木工活。“我到处跑，给农业社搞副业，
给华县药厂、电厂的工人做家具。那时候，组合柜、橱
柜一些新式家具没有成品卖，都是现做，我就根据一本
设计图给人家做。当时农业社一个出勤日才 9分钱，
而我一天要交1块2毛钱，自己还能落3毛钱。”徐安民
笑容满面，轻声说，“还可以噢！”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改革开放了，徐安民就给人盖房，承包农
村房屋建设。直到 2000 年左右，他曾经出车祸骨
折过的膝关节滑膜出现了问题，再也干不了重活
了。说到这里，他拉起裤腿，让记者看他变形弯曲
的小腿。“现在越来越严重，天天疼，医生让换关
节，我想着老了算了。”他无奈地说，“在家待了一
年多时间，实在无聊得不行，我就开始做桃木葫
芦。我以前在外面见过别人做桃木葫芦卖，看一看
学一学，就会做了。”

走不了路，徐安民就开着一辆小型三轮车，到洛
南县城摆摊，或者到石坡、巡检等地赶庙会卖桃木葫
芦，一天也能收入一二百元。

三轮车的车厢就是他的工作室，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里面全是他做桃木葫芦的家当。两台自制小

车床固定在车厢的两个边上，车床下的箱子里都是
趁手的工具和桃木、花椒木木料，中间也是一个箱
子，他就坐在上面操作。

“咱做事讲诚信，做桃木葫芦用的都是货真价实
的桃木，到了地方现场旋，并且木料要放置至少两年
才能干透，不开裂。刚开始的一年多时间都是手工
做，但比较慢，质量也不行。”徐安民说。

徐安民一边说着，一边打开车座后背改装的小
门，坐进车厢，演示做桃木葫芦的过程。他从箱子里
挑选了一截五六厘米长的木料，将其固定在小车床
的卡头和顶尖之间，开电之后，木料就迅速旋转起
来，他双手紧握刻刀，不停变换地方，当机器停下来
的时候，一个小桃木葫芦就做好了。他给葫芦穿上
一根红线挂在面前的架子上，架子上挂着许多葫芦
成品，还有桃木刀、花椒木小棒槌等。挂完，他又细
心地给它们套上了塑料袋。

徐安民还告诉记者，他做的桃木葫芦很受当地群
众欢迎。别看用了机器，其实全靠人手工把控，葫芦上
两个圆的距离、大小都要符合比例，把握不好，做出的
葫芦就不规则，也不好看。“说实话，做这个更重要的是
用心。心里有数，才能做好葫芦。”他颇为自豪地说，

“赶兑山庙会的时候，有人专门来庙会找我，让我给娃
做桃木葫芦。还有人专门跑到家里来，一买就是好多
个，送亲戚朋友。花椒木做的小棒槌也有许多人要，花
椒木对口齿好，做成小棒槌可以给婴儿当磨牙棒。”

从古至今，桃木素有辟邪之说。王安石的诗《元
日》中写道：“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其
中的“桃符”就相当于现在的春联，人们在农历正月
初一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
在门旁，用来压邪。

晨练路过的村民樊秋桂告诉记者，在洛南民间，
人们带小孩特别是婴儿出门，总要折根桃条放在孩
子的襁褓中，用来辟邪，也是一种心理寄托。而“葫
芦”谐音“福禄”，加上外形圆润饱满，民间一直认为
佩戴它可以祈求幸福。现在人讲究了，有人还把它
作为把件来把玩。

桃木葫芦流传比较广，徐安民的孩子曾在广东
一带见过人卖桃木葫芦，一个卖到 50 元。商洛各县
都有做桃木葫芦的人，洛南县保安镇就有一个小伙
常年做桃木葫芦，保安旋桃木葫芦制作工艺还被录
入商洛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对已经年近八旬的徐安民来说，做桃木葫芦挣不
了多少钱，但从他的一言一行中可以看出，这可能是一
个不能再从事体力工作的匠人实现自己价值的另一种
途径。正如他的木工房的名字一样，他是“乐在其中”。

徐安民和他的徐安民和他的
桃 木 葫 芦
本报记者 张珍珍

徐安民演示制作桃木葫芦徐安民演示制作桃木葫芦

一块银幕、一台放映机、一个大喇叭，这些简单的
放映电影所需的物件，陪伴着丁仕粮一路从青年走到
了老年。

说起丁仕粮，在镇安县的铁厂镇、大坪镇，可谓是家
喻户晓。他今年 59 岁，是一名电影放映员，1983 年 3 月
参加电影放映事业，有着 40 年的电影放映经历，累计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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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量超过 1 万场。

与电影结缘与电影结缘

夏天的夜晚，星星在空中闪烁，在镇安县铁厂镇新
声村，村民正全神贯注地观看电影《少林寺》，丁仕粮在
一旁聚精会神地盯着放映机和大屏幕。看到村民们被
电影所吸引，满脸都是笑容的样子，他觉得自己的辛苦
付出得到了村民的认可，感到很开心。

每次电影放映前，他都会根据季节播放警示片，给
群众普及安全知识，让群众通过观看电影，提升自我保
护能力。

说起与电影的结缘，丁仕粮打开了话匣子：“中专毕
业后，我被安排去学习电影放映，没想到一放就放到了
现在。”丁仕粮回忆道，当时对电影放映员有很严格的要
求，要考取合格证书，之后再跟着师傅实习一个月，才可
以独自放映。

1984 年 7 月 10 日，是丁仕粮第一次单独放映电影
的日子。“那是在铁厂镇铁铜村，几十公里的山路，整
整步行了一个上午才赶到。”挂银幕、调试机器、安装
喇叭……丁仕粮熟练地按照师傅的要求做好放映前的
准备工作，“那时播放的电影是《屠夫状元》，观众的情绪
特别高涨，来了 700 多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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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看电影对于百
姓来说就是一场精神盛宴，十几里之外的群众都前来观
看，人人像过年一样高兴。”丁仕粮说。

胶片见证时代变迁胶片见证时代变迁

在丁仕粮家里，笔者见到了他的“放映宝贝”。“你
看，这是装胶片盘的盒子，这是胶片放映机，别看它们现
在退出历史舞台了，我可还保管得好好的！”丁仕粮自豪
地说道。和胶片电影打了半辈子交道，他早已熟悉了胶
片仪器的各项性能，每次电影放映前，要倒片、接影片、
检查线路，样样不在话下，才能保障电影的顺利播放。

从最早的胶片电影到如今的数字电影，丁仕粮的
放映之路不仅见证了电影事业的发展，更是见证了社
会生活的变化。

“刚开始做电影放映员的时候，我们还要身兼影间解
说的工作。”丁仕粮解释说，由于当时很多村民都听不懂
普通话，经常不明白电影里说些什么，这时就需要电影放
映员适时插入，用镇安本地话为观众讲解影片内容。

4040年坚守电影初心年坚守电影初心

服务基层群众，是电影放映工作者的职责。每放

一场电影，他从来都是人不离机，既保证放映质量，又
保护机器不让小孩玩碰。每次放映，他都是提前一小
时架机，播放歌曲营造气氛、吸引观众。放映正片前，
适时播放诸如吸烟有害健康、夏季防溺水教育、汛期防
滑、森林防火、防范网络诈骗等宣教片，这一行为尤其
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

对待电影放映，丁仕粮认真而执着。影片选择上，
他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注重题材多样化，哪个村的群众
爱看喜剧片，哪个村的群众喜欢战争片，哪个村适合放
什么科教片，他一一记在心里，对了乡亲口味，放映时
就不会冷场。

丁仕粮 40 年如一日，力争放好每一场电影，虽然
工作条件艰苦，但他乐在其中。40 年来，他的足迹遍
布了铁厂镇的每个村庄，累计为山区群众放映电影 1
万多场次，把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和科技、文化信息
送到千家万户，既给乡亲们带来了欢乐，也提高了他
们的生产、生活技能。用他的话说就是：“只要老百姓
喜欢，我就愿意做。”

丁 仕 粮 的 细 心 和 热 心 ，赢 得 了 大 家 的 一 致 称
赞 ，2022 年 被 评 为 全 市 电 影 工 作 先 进 个 人 。 走 过 风
雨 泥 泞 ，走 过 严 寒 酷 暑 ，坚 持 一 生 为 乡 亲 们 放 映 电
影 ，他 不 但 实 现 了 自 己 的 人 生 价 值 ，也 成 就 了 自 己
的 梦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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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杨远彦 戴福汗

去年 6 月初，南京市
6 名专家进驻丹凤县医院
开展“组团式”帮扶，这些
专家通过问卷调查、面对
面访谈、走访患者等方式
深入了解该院的运行现
状，针对调研情况提出“强
班子、保稳定、调结构、促
增长”的“组团式”帮扶计
划，从“县域常见病多发病
诊疗”“五大中心建设”“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重点专
科建设”等 4 个方面制定
切合实际、可操作的帮扶
方案，通过积极探索实施

“2345”帮扶模式，促使该
院发展从“粗放式”转向

“内涵式”，从“数量型”向
“质量型”转变，从“重病房
轻门诊”向“门诊与病房并
重”转型，更加注重内部成
本控制，更加注重体现医
疗服务技术价值，老百姓
看病就医负担明显减轻，
公立医院公益性进一步回
归，受到患者和患者家属
的热情点赞和好评。

人才建设“双推进”，
输血造血同发力。“组团
式”帮扶团专家团队进驻
该院后，立足院情制定了

《丹凤县医院人才培养 3
年规划》，帮扶团队 5 名专
家与该院 8 名青年医师签
订“师带徒”协议书，实行

“一对一带教”“一月一评
估”机制；通过“请进来、送
出去”实用人才培养措施，
自去年 6 月以来，专家团
队 已 开 展 教 学 查 房 177
次、手术示教 152 次，举办
讲座、组织培训 76 次共计
603 人参加；派出 22 人次到南京进修学习，从今年 3 月开
始，派职能科室负责人、科主任、护士长赴南京市第一医院
进行管理轮训。

医疗帮扶“三突破”，服务能力创新高。专家团队紧扣
提升该院服务能力，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他们把夯
实建强县、镇、村三级联动的县域医疗服务体系作为切入
点，不断强化医疗服务县、镇、村“一体化”建设，实现了神经
内科全县首例阿替普酶静脉溶栓治疗急性脑梗死新技术、
耳石症手法复位术的诊疗技术零的突破和骨三科关节镜、
椎间孔镜技术、腰椎减压融合内固定术及康复医学科床边
康复训练、康复治疗，筹建康复医学科病房的“三突破”。
与此同时，通过积极引领理论科研创新、理论创新，使骨三
科申报和普外科成功申报了商洛市科技研发计划项目“经
皮侧弯椎体成形术在 OVCF 的应用及疗效的研究”、希思
科-领航 HER2 相关实体瘤研究基金项目“维迪西妥单抗
联合艾坦对 HER2 阳性及低表达局部晚期胃癌的转化研
究”科研成果，助力该院理论创新科研创新实现零的突破。
通过专家团队的积极努力，帮扶“组团式”与该县职业教育
中心确定了开设护理专业的 6 门课程教学任务，已完成授
课 160节次，实现了理论教学零的突破。

学科建设“四加强”，资源配置更合理。在“组团式”帮
扶团队带领下，组建了骨三科、新生儿科、康复医学科和健
康管理中心等 4 个新科室。截至目前，已开展脊柱微创手
术 12 例、关节微创手术 5 例、左乳癌改良根治术 1 例、腹腔
镜直肠癌根治术 3 例、胃癌根治手术 3 例，对新生儿科开展
早产儿营养支持治疗。今年元月荣获“2023 版陕西省卒中
急救地图单位”和“急性脑卒中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组团帮扶结硕果，帮扶成效“五提升”。通过“组团
式”帮扶，该院积极发挥医疗资源优势，不断推动医疗卫
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圆了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看得好病的梦想。据介绍，自“组团式”帮扶医疗队
专家进驻该院后，使该院综合服务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
实现了门急诊量、住院人次、总收入、医疗收入、年手术量
五项指标同比上升 17.58%、5%、17.58%、7%、32%，药占比
同比下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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