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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食堂的情缘
♦朱国明

我和妻子刚刚在姜堰
区 养 老 服 务 中 心 办 了“ 堰
飨 爱 心 食 堂 孝 心 卡 ”。 手
拿 这 张 薄 薄 的 卡 片 ，我 的
眼 里 闪 着 泪 花 ，心 中 思 绪
万千。

回想起来，我的过往与
食堂有着很深的情缘——

我 是 1952 年 出 生 的 ，
1958 年国家为了发展工业
革 命 而 大 炼 钢 铁 ，家 家 户
户把各种金属家什交给集
体，包括铁锅在内，据说这
些金属家什全部拿去炼钢
铸铁了。

因为家中没了铁锅，生
产队就开办起食堂，统一做
饭，统一印制饭票，统一凭
饭票到队里的食堂打饭打
粥。我至今也忘不了当年
吃食堂的情景。早晚从食
堂打回来的粥照得见人影，
与白开水相差无几，盛在碗
里用不着动筷子就能一饮
而尽。

婚后我曾与老婆谈起
小时候吃食堂的事，她告诉

我：“1958 年，我妈妈在生产
队食堂干活，有一天晚上我
饿 得 心 慌 ，就 去 食 堂 找 妈
妈。食堂里的一个工作人
员 知 道 了 我 的 来 意 ，就 打
了 一 碗 粥 给 我 喝 ，吃 着 吃
着 ，我 感 到 碗 里 有 个 硬 硬
的家伙，以为是疙瘩，可是
怎 么 也 夹 不 动 ，后 来 拿 到
煤 油 灯 下 一 看 ，竟 然是一
只死老鼠。”

1972 年我参加工作，做
了一名人民教师，自此开始
吃学校食堂。

1979 年 我 和 老 婆 都 吃
起了食堂，我在教书的学校
吃食堂，她在上班的工厂吃
食堂，两人还时常去对方单
位的食堂换口味。

1985 年 我 被 调 到 洪
林 公 社 楝 树 中 学 任 教 ，
一 家 人 住 进 了 学 校 职 工
宿 舍 。 学 校 食 堂 为 我 们
一 家 人 的 生 活 提 供 了 很
多 方 便 ，李 师 傅 烧 的 那 道
红烧肉 ，女 儿 至 今 还 常 常
提 起 。

2016 年 秋 天 我 随 团 去
北 京 旅 游 ，有 一 顿 中 餐 在

“人民公社大食堂”就餐。
一 行 人 走 进 大 食 堂 时 ，眼
前 的 情 景 让 大 家 触 景 生
情 —— 满 桌 的 山 芋 、萝
卜、青菜、南瓜汤，老家的
土 特 产 应 有 尽 有 。 吃 饭
时 我 们 连 连 发 出 感 叹 ，其
实那个物质很不丰富的年
代 的 特 征 ，早 就 在 天 南 地
北的人心中烙下了深深的
印记。

当下政府关心老年人，
重 视 老 年 人 的 衣 食 住 行 。
民政部门又开办了助老食
堂，致力解决老年人的就餐
困难，年逾古稀的我在助老
食堂用餐还能享受政府的
相关补贴。

——回想起来，我的过
往与食堂有着很深的情缘。

“ 来 ！ 来 两 碗 荠 菜 馄
饨!”我和妻子将“堰飨爱心
食堂孝心卡”递进窗口，相
视一笑间，我们脸上一定是
满满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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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当年那场梅雨
♦孙明峰

梅雨的芳名是“梅姑娘”，
恶 名 是“ 倒 墙 雨 ”和“ 暴 力
梅”，可见她是一半天使一半
魔鬼。她魔鬼的一面，我家四
五十年前就彻底领教了。

我的衣胞地是个叫“家
儿根”的地方。三间茅草屋
突兀在“家儿根”的东南角，
三面环水，既是抢先见到日出
的宝地，也是风雨雷电捷足先
登之处。

我家是国家压缩城镇人
口时的“下放户”，当时穷得
叮当响，既没家底又没上人庇
佑。四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兄
弟仨就像饿死鬼投的胎，饭
量大得吓人……父母养家糊
口的担子倍儿重。财力物力
偏偏特别不济，于是破破落
落的茅草屋年久失修，外面
下大雨时屋里下小雨。一旦
屋顶漏雨，脚盆脸盆水桶就
会全部派上用场，如果这些
还不够，铁锅铝锅就随后顶
上去——穷人家的家什多半
是一物多用的。

那年哥哥上高中，我上初
中，弟弟和妹妹读小学，都未
成年。父亲为生产队积肥，
四人结伴驾船出远门已近一
周，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四人
留 守 家 中 。 这 一 回“ 梅 姑
娘”，不，“倒墙雨”和“暴力
梅”一来就表现得十分凶悍，
暴力倾向一点都不遮掩。先

是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紧随
着的是雨水倾泻，天破了似
的没完没了。母亲倚着门
框，望着暴雨如注和浑水见
涨的河面忧心忡忡。

晚饭碗一丢，弱小的妹妹
就被安置到铺上。家人以为
床铺是最安全的港湾，殊不知
雨水专拣铺上漏。妹妹突然
惊呼“漏雨”，于是脸盆上阵
了。接着发现橱柜顶上的雨
水连成一线，于是脚盆上阵
了。堂屋漏雨，于是大号洗澡
桶上阵了……哥哥手执灯芯
如豆的煤油灯四下察看，发现
危情立马调兵遣将和分发工
具，忙得焦头烂额，只恨少生
两只眼和两条腿。

夜未过半，漏点越来越
多，疲于应付显然不是办法。
坐镇指挥的母亲立刻调整作
战方案，不搞全面出击，而是
实施重点保护。米缸、面坛排
第一，用塑料布封口扎紧，确
保滴水不入；干柴抱到不漏的
地方集中堆放；灶台防水全覆
盖，严防浸水坍塌；笨重的橱
柜难以移步，干脆把里面的衣
服清理出来捆作几团，安放到
一口干燥的龙缸里……妹妹
人小心细，专司保护火柴的职
责，收集起来的火柴用塑料布
里三层外三层地裏了，由妹妹
揣到怀里，保证随时划得响燃
得着，它可是战胜黑暗不可多

得的利器。
“上面不漏下面不倒。”

怕什么来什么，母亲最担心
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东房的
土墼墙因为雨水的长时间冲
刷酥若泡开的脆饼，墙体下
坍，继而外倾，人力已不可
挽回。失去墙体支撑的屋顶
一旦垮下来，我们一家子就
难逃厄运了。母亲急切地大
声呼叫：“快拿木柱顶住中
梁。”所谓中梁实则就是成
人腿子粗的圆滚光滑的毛
竹，就算朗朗晴天要想顶准
撑 住 ，也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活
计。三个男子汉在昏暗中奋
勇 担 当 ，手 抱肩扛，睁大双
眼，集中全力用一根奘木柱硬
硬地顶住中梁，避免了一场灭
顶之灾。然而此时土墼纷纷

“倒戈”，直接滚向雨中。母亲
不由分说，按着倒得只剩尺
许的墙垛跳到外面，紧急抢
救还没有涨糊的土墼，拼着
命想要搬运到屋内的干燥地
带，留作重建家园时派上用
场。我们也英雄般齐刷刷地
一头跳进风里雨里抢救土
墼。不用说，母子们自然是
秒成落汤鸡了。

雷 公 电 母 风 伯 丝 毫 不
肯 息 事 宁 人 ，反 而 更 加 高
调，相互助威呐喊，誓欲毁掉
一切。

母亲急了，迎着狂风暴

雨声嘶力竭地高喊：“你们
快 到 屋 里 去 ，在 里 面 负 责
接，我一个人在外面就行。”
我们都像没听见，玩命似的
抢救宝贵的家产，直至土墼
全部抢运完毕方才拉着母亲
满是泥浆的冰冷的手，一同
回到已然半敞并且摇摇欲坠
的屋子。

翌日天麻麻亮，队长就冒
雨蹚水带着几名队干部一家
家巡查，他们发现了我的家人

置身窘境。队长抱起我的瑟
瑟发抖的妹妹，其他几名干部
七搀八扶，把我们一家五口安
顿到全队的“重地”——仓库
里。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月
余，同队的社员不断前来安慰
和陪伴失魂落魄的母亲，并且
争相送上热乎乎的饭菜和干
净的衣服。

梅雨归去。全队协力，出
料出工，三间崭新的茅屋旋即
呼啸而起。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回望
当年，无论是骨肉亲人间还是
村民和干群之间，那份珍贵的
守望相助让人温暖至今，不能
忘怀。

曹老师，您在哪里
♦游子言

曹老师，您在哪里

我在生产队的草屋

在乡镇的简易学堂

在城市的宽敞楼房

曹老师，您在哪里

我在静悄悄的课堂

在特别热闹的操场

在前去家访的路上

曹老师，您在哪里

我在灯下品读文章

在屋前的空地栽满月季

在与同仁畅谈梦想

曹老师，您在哪里

我在给留守儿童抹去泪水

在与新教师推敲教案

在与闹矛盾的教工长谈

曹老师，您在哪里

我在毕业生珍藏的照片内

在教职工相聚的闲聊里

在学子带给我的自豪中

注：某博士生任教时得到曹老师的悉心教诲与帮
助，多年后他急切寻找曹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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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罗
塘警务片区内警情数和可防性
案 件 数 分 别 同 比 下 降 11.5% 和
51.2%，矛盾纠纷成功化解率提
高至 98.9%，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大幅攀升。

罗塘街道设有罗塘、曲江两
家派出所。今年 6 月，区公安分
局创新“机构不变、业务统筹、人
员统管”模式，以“两队一室”捆
绑作战为核心，打造警务片区，
推进区域联防，有效激发队伍活
力、盘活警务资源，形成“两队互
为协同、一室支撑两队”的良好
格局。

两所融合成立罗塘警务区
后，合并综合指挥室，重新划分

“警务网格”，将相邻的 3 个社区
警务室组成一个“最小共治单
元”，明确 1 名警长统筹单元板块
事务，建立“块”上牵头负责制。
片区综合指挥室通过随机抽查、
开展勤务督导，压实社区民辅警
80%的时间下沉社区开展工作。
社区民警主导，吸纳周边小区、

校园、企事业单位等治保力量及
网格员力量，协助开展本区域纠
纷求助类警情处置、就地巡逻等
工作。接报相关警情后，综合指
挥室将警情直接推送单元板块
社区民警，社区民警第一时间到
场调处，对现场未能有效解决的
纠纷，依托社区联调中心，发挥
警务团队力量及时化解，既缩短
出警时间，也实现了非警务警情
协同处置。

罗塘警务区以振宇社区警
务室为支点，联动“犇牛志愿者”

“老兵调解工作室”“一校六室社
区警校”开展安全防范宣传、排
查治安隐患；通过女子社区警务
队着重发挥女民警、辅警富有耐
心、亲和力的优势融入社区，全
方位服务社区群众；在正大路排
档建立夜市警务站，全力为“夜
经济”保驾护航。一系列创新举
措，让群众时刻感受到安全就在
身边。

此 外 ，警 务 区 坚 持 警 力 前
移，整合 156 名 警 力 ，合 理 划 设

必巡线、必到点，优化部署“1、
3、5 分 钟 ”快 反 圈 ，提 升 巡 防
覆 盖 面 ，加 大 盘 查 检 查 力 度 ，
最 大 限 度 地 挤 压 违 法 犯 罪 空
间，消除风险隐患。

6 月份以来，通过针对性开
展路边、停车场、居民小区夜间
巡防检查，警务区破获 3 起盗窃
车内财物案件，抓获 7 名犯罪嫌
疑人，有效降低了路面盗窃案件
发案率。

资源整合后，综合指挥室科
学划分指挥调度、数据应用、综
合研判、勤务督导、基础管控“五
位一体”的基本职能。每日 1 名
指挥长统筹调度当日警情，1 名
综合指挥室副所长牵头负责当
日数据分析，1 名案件副所长牵
头负责当日案件办理，精准指导
社区警务队和案件办理队有方
向、有目标地开展工作，形成“指
令、执行、反馈、评估”闭环。

如今，调整后的案件办理队
分为 5 支队伍，其中 4 支打击小
队负责日常案件的办理，1 支尖
刀队专攻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片区警务改革后，办案队已破获
各类刑事案件 58 起，抓获各类犯
罪嫌疑人95名。

同时，警务片区将经验丰富、
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人员调配到社
区警务队，不断创新工作方法，有
效夯实社区基础工作；将 40 个社
区划分为 16 个警务责任区、6 个

“最小共治单元”，通过基础信息
采集、安全防范宣传、日常安全检
查、有警出警无警访民，将工作
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

机构不变 业务统筹 人员统管

区公安分局打造片区警务“罗塘样本”
本报通讯员 姜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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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郑桂发）10 月
22 日，梁徐街道老区“三会”工委召开
帮扶志愿服务研讨会，总结探索形成
志愿服务“三调整、三优化”工作机制
的做法，有助于深化志愿服务工作。

近年来，梁徐街道老区“三会”
工委在帮扶志愿服务工作中，注重
优化志愿服务环境，强化志愿服务
责任，深化志愿服务效能，不断开辟
志愿服务新路子。

调整帮扶人员结构，优化志愿
者 服 务 体 系 。 梁 徐 街 道 总 人 口
42000，帮扶志愿者 428 名，占总人口
1％以上。多年来，帮扶志愿者由退
休老干部、老教师、老军人、老模范、
老专家等人员组成，形成一支扶贫
帮困的志愿服务队伍。为了优化帮
扶志愿者结构，梁徐街道坚持面向

社会扩大帮扶力量，优化志愿者人
员结构，重点挑选热心公益、勇于担
当、乐于奉献的人士，充实帮扶志愿
者队伍。今年初，铁芯集团总裁严
桂娣、苗木种植大户曹伏润、建筑业
主王万如、种粮大户钱友根、企业主
周华平等 20 多名爱心人士，加入帮
扶志愿者队伍，为优化帮扶志愿者
服务体系增添了新的活力。

调整帮扶活动方式，优化志愿
者服务质量。调整帮扶活动方式，
对于优化志愿者服务质量有着举足
轻重的影响。近年来，梁徐街道老
区“三会”工委在帮扶济困过程中，
十分注重在优化志愿服务质量方面
出新招。双墩社区老区分会对帮扶
志愿者因人施策，实行精准帮扶。
该社区 4 组贫困户陈文红长年患

病，社区老区分会安排乡村医生陈
文全与他结成帮扶对子，让病情明
显好转。该社区 3 组单亲家庭林某
在梁徐中学读书，经济十分困难，社
区老区分会想方设法将她安排在学
校附近一户党员干部家居住，以此
方便安排帮扶服务。在 2024 年夏季
征兵活动中，该社区有 1 名应征青
年体检合格，社区分会长安排退伍
老兵陈桂芝跟踪服务，确保该青年
思想不动摇、服从祖国挑选。双墩
社区老区分会调整帮扶活动方式、
优化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经验做法，
为街道其他社区提供了示范。

调整帮扶工作项目，优化志愿
者服务成果。近年来，梁徐街道老
区“三会”工委积极指导邢家社区搞
好特色田园乡村建设项目。街道老

区“三会”工委主任杨元珠与该社区
一班人讨论研究制订特色田园乡村
建设实施方案，结合社区具体情况，
坚持以产业振兴为抓手，细化特色
田 园 创 建 项 目 ，不 断 夯 实 经 济 基
础。邢家社区是远近闻名的建筑
之乡。为加快文明创建工作进程，
2021 年 ，邢 家 社 区 老 区 分 会 坚 持

“五靠”，一靠能人业主、企业家，发
动他们捐款 100 多万元，用于社区
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整治、扶贫济
困 等 公 益 行 动 ，社 区 面 貌 焕 然 一
新；二靠不断增强造血功能，2022
年集体经济收入 90 万元，2023 年增
加到 123 万元；三靠社企联动股份
合作实现逐年增收；四靠盘活集体
资 产 中 标 增 收 ；五 靠 项 目 转 型 增
收。通过坚持“五靠”综合计算，社
区每年增收净利润 100 多万元。

梁徐街道老区“三会”工委

帮扶志愿服务“三调整、三优化”可圈可点

本报讯（通讯员 邓雪）“我们坚持
每周巡河，如果发现河面有漂浮物，就立
即联系安排河道保洁人员，对漂浮物清
理打捞，按照分类处理的原则，对河面垃
圾无害化处理。如果发现有违法排污行
为，立即制止，并将信息报告街道河长
办，配合做好后期处理工作。”万众社区
负责人吴海强说。

连日来，天目山街道万众社区持续
推进巡河护河、清漂保洁等工作，着力增
强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成效，促进水环
境质量稳步提升。

天目山街道办事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拓宽巡河网络覆盖面、提升巡河
护河成效，该街道要求街道干部每旬巡
河 1 次，社区干部坚持每周巡河，提升巡
河护河的频率和覆盖面，形成政府引导、
干部带头、全员参与的巡河护河体系，提
升河道巡查成效。“通过持续开展巡河工
作，向百姓宣传环保理念，引导大家支
持、参与水环境治理工作，及时发现并制
止违法排污行为，会同街道生态环境部
门，依法依规查处违法排污行为，起到很
好的震慑和宣传效果。”该负责人说。

在持续开展巡河护河的同时，天目山
街道着力健全河道保洁工作机制，委托第
三方保洁机构对街道区、镇级河道全天
候、全时段清漂保洁，重点清除河道的水
生植物、杂草、漂浮物以及岸边垃圾，确保
水质持续好转；并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
各支流的清漂保洁工作由所在社区负责
完成。“我们实行清漂效果与工作经费挂
钩，要求第三方保洁机构常年保持 5 到 6
名人员开展日常清漂工作。通过巡查，确
认河道的清漂效果必须达到相关标准，街
道才会支付费用，目的就是为了倒逼作业
方能够扎实做好清漂保洁工作，持续巩固
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成效。”该负责人说。

天目山街道
着力健全河道保洁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