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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保才

尽管春寒料峭，但“吹面不寒杨
柳风”，毕竟春回大地，大自然的暖意
正在消融冬日的寒冷。人们以最盛大
的节日，迎接春天的降临，分明是经
历了漫长的严冬后，对久违的煦暖，
热切的期盼。

年作为时间的大刻度，标注了四
季轮回，原本最寻常不过。而“一年之

际始于春”，人们对春的态度，隆重而
热烈，因为春天蕴含着温暖和希望。
其实春天和秋、夏、冬时长一样，但春
光易逝，似乎短了许多，那是人们的
感觉使然，严冬和酷暑，带给人更多
的是一种承受，因而漫长，而春与秋，
则因宜人倍显短暂、备受珍惜。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每一
个春天仿佛都是新的，这没有问题，但
对于社会上特殊群体来说，他们的生

活，更需要“阳光雨露”的眷顾。一个社
会的文明程度，要看鳏寡孤老者、残障
者、特困家庭的日子过得咋样，他们有
没有感受到足够的春天温暖。

逢年过节，带上生活用品，走进
五保户家庭、残障者之家、民政救助
站和敬老院，嘘寒问暖，访贫问苦，这
是一种温暖；社团组织、志愿者和相关
单位，面向这些特殊群体开展文化活
动，送上精神关怀，这是一种温暖；平

日里随着全社会生活水准的提升，各
级政府制定、调整相应的帮扶政策，为
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这更是一种
温暖。总之一句话：只要你过得好，整
个国家和全社会都应该竭尽全力，落
实落细送温暖的责任和义务。

拉高民生底线，有赖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新春来了，孕育着新的
希望和行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
们以确定的努力、内生的温暖，驱散
经济的寒意，迎来一个热火朝天、逆
势翻盘的龙年。

温暖，不是舒适圈，是“不坠青云
之志”的信心，是奋起一搏的原动力。

只要你过得好

台传媒记者卢 昕

“倒倒倒——哎，对齐咯！”这个正
在指挥贴春联的瘦高个老人正是今天
的主人公廖小囡，过完年他就86岁啦！

贴春联的并不是他的亲人，而是
黄岩区慈善义工协会老会长徐凤华。

廖阿公的年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原来，廖小囡、顾金莲夫妇是协会长
期结对帮扶的孤寡老人，协会现任会
长陈美玲得知两位老人将在宁溪老
街的出租屋里冷冷清清地过年，便决

定大年初一叫上家人，来廖阿公家过
个热热闹闹的新年。

陈美玲提前几天就拎上大包小包
的年货，前往廖小囡家看望。“这包粽
子可以初一早上煮起来吃；小米、莲
子、冰糖各一包，吃了生活甜甜蜜蜜；
还有一箱苹果，寓意平平安安。”陈美
玲拉着顾阿婆的手仔仔细细地嘱咐。

还带了不少装饰用的福字挂件，
都是协会的义工们手工制作的，华丽
精美，挂在窗户上，增添了不少年味。
多的福字，陈美玲和顾阿婆一起送给

了院子里的其他3户邻居。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我算是体会

到了。”顾金莲连声夸赞她心目中的
“中国好邻居”。腊月十七，廖阿公得了
流感，半夜里发烧，顾阿婆身体不佳，
搬不动廖阿公，好在邻居们听见动静，
七手八脚地把廖阿公抬上救护车。

知晓廖阿公大病初愈，在中医方
面颇有心得的徐会长主动请缨给老人
调理身体。大年初一一早，陈美玲和丈
夫老蔡提着准备好的饺子皮和肉馅来
到廖家。协会义工文馨和徐玲珠一家

听说了这事，也赶来为饺子宴助阵。
几人手脚麻利包好了一桌的饺

子，热水沸腾，饺子陆续下锅，“白胖
子”们在水中浮浮沉沉，馋得徐玲珠
家的边牧可乐都直流口水。饺子出
炉，配着晶莹剔透的猪皮冻和酸爽可
口的腌萝卜，吃着别有一番风味。

“这是我们陪廖阿公顾阿婆过的
第一个年，以后还会有第二年、第三
年……祝福我们大家龙年大吉、万事
如意！”这一刻，围着桌子的人们不是
亲人、更甚亲人。

“真的非常感谢美玲他们能来看
我们，还拿来这么多东西。有他们的
陪伴，我们过了一个暖心的年。”廖小
囡笑着说。

廖阿公的春节“龙得猛”

台传媒记者葛星星
台传媒通讯员朱 露文/摄

春节前夕，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
工作人员走进浙江瑞博制药有限公
司。了解到该企业春节不停产，工作
人员仔细为其检查电压情况。

“周边企业都停工了，我担心电压
过高，供电公司主动帮我们检查，我就
放心了。”浙江瑞博制药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洪建军说，春节前，国网临海市供
电公司建立园区用电主动服务机制，
提供安全用电指导，并及时将停工企
业的电容器等无功补偿装置退出运
行，充分保障用电设备可靠运行。

为保障春节期间用电安全平稳
可靠，奋力实现“开门红”，连日来，国

网临海市供电公司红船共产党员服
务队深入各大不停工企业，开展用电
安全检查，并给出合理建议。

“我们利用临海市工业经济大数据
监测服务平台，对全市所有工业企业7×
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有异常情况，后
台发送异常提醒，我们立即出动帮助企
业解决问题。”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营
销部（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徐以翔介绍。

春节假期车流量大，对高速服务
区的充电基础设施考验巨大。为确保
充电桩安全稳定运行，国网临海市供
电公司技术人员对各服务区充电站
进行专项巡视，排查各充电桩故障和
安全隐患。发现个别充电桩存在信号
指示和界面显示等问题后，及时联系
相关人员并记录了故障信息，以便后

续及时跟进故障处理进度。
技术人员还为现场使用充电桩

的车主讲解正确的使用方法、安全充
电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指导车主下
载“e充电”APP，以便提前了解各站
点的充电桩使用情况。

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括苍供电所
副所长应汉波告诉记者，春运车流高
峰期间，将加大对各充电桩的巡视力
度和频次，并在充电桩紧张的站点准
备应急电源车，为返乡、出游的新能源
汽车车主提供优质快捷的充电服务。

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

全力保障春节用电无忧电无忧

台传媒通讯员徐丽平

大年初一一大早，椒江下陈善爱
老年公寓的厨房里一阵忙碌，工作人
员为老人们煮上寓意团团圆圆的汤
圆和水饺，老人们穿上新衣服，吃着
美食，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寓意年年有余的大黄鱼、象征大
团圆的红烧蹄髈……除夕前两天，
在这家老年公寓，70余位老人欢聚
一堂，共享了一顿丰盛又喜庆的年
夜饭。比起往年，今年的年夜饭因为
有阮林根爱心团队和一位爱心人士

添置的几道暖心“菜”，而显得别具
一格。

为了这顿年夜饭，养老院的工作
人员从一周前就开始忙活了。先敲定
菜单，然后预订食材，再分批采购以
保证新鲜。“每道菜都是想了又想，
有传统菜也有新式菜，有酒店大厨
菜也有寻常家宴菜，要有好口味、好
营养和好意头，更重要的还要符合
老人们的口味。”下陈善爱老年公寓
负责人陈雪兰说，考虑到老人一般
牙口不好，厨师特别延长了某些菜品
的烹制时间。

“祝老人们新年快乐！”当晚的年
夜饭，阮林根爱心团队带领志愿者团
队早早来到养老院，开展“情暖善爱

‘粽’献爱心”志愿服务项目。为增加老
人们的参与感与过年的喜庆氛围，志
愿者和老人一起动手包粽子。爱心团
队的厨师也欣然肩负起掌勺的重任。
他们纷纷表示，能在这项有意义的活
动中尽一份力，是他们最大的荣幸。

提前吃了丰盛的年夜饭，除夕当
天在吃上虽略显平常，但年的氛围却
越来越浓厚。工作人员给每个老人房
间都贴上红彤彤的窗花，挂上灯笼，

贴上春联，整个敬老院满目的喜色。
吃完晚饭，老人们坐在一起看春节联
欢晚会，工作人员准备第二天的饺子
和汤圆，大厅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我每年都在这里过年，这里过
年人多热闹，子女也很放心。”84岁
的老人应小花说，她早就将这里视
作了自己的第二个家，这里的护工
和其他老人也早就被自己当成了亲
人和朋友。

陈雪兰告诉记者，住在这里的老
人平均年龄达 85岁，且大多身体不
好，如果回家过年，老人来回奔波，身
体会受影响。对此，家属也很配合，住
得近的会在春节来敬老院陪伴老人，
住得远的通过“视频探视”等方式给
老人拜年。

敬老院里的年味

台传媒记者张 怡
台传媒通讯员项婷婷

团圆，是春节期间的主旋律。但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
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彰显担当与作
为。2月 10日是农历新年第一天，天
台县总工会开展新春慰问活动，向医
生、交警、消防员、环卫工人、企业职
工等一线工作者送上年货礼包和新
春祝福。

当天早上 8点，路上的车辆渐渐

多了起来。在天台县行政中心十字路
口，几位交警正在指挥车辆有序通
行。“新年快乐，大家执勤辛苦了。”收
到年货礼包，交警们心里暖暖的，纷
纷向天台县总工会表示感谢。

随后，天台县总工会一行人来到
天台县人民医院、中医院、城关医院，
看望值班的医护人员。冬季是流感高
发期，在天台县人民医院急诊室，医
护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苏长发是江西赣州人，来天台工
作已有 8年多，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在

春节期间值班。“假期值班，对医生来
说是‘家常便饭’。站好这最后一班
岗，初二我就回老家了，正好把工会
发的年货也一起带回去。”成家有了
孩子后，苏长发越来越意识到陪伴的
重要性。为此，他特意请了一周假，准
备带妻子孩子回去看望父母。

春节期间，正值用火、用电、用油、
用气高峰，极易引发火灾事故。天台县
消防救援大队 30多名消防员严阵以
待，每日检查灭火器、消防水带、消防
水罐车等设备，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除夕夜，时常会发生因燃放烟
花爆竹而引发的火灾事故。为了保障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队员们也比较辛
苦，一直执勤巡逻到次日凌晨 3 点
多。”天台县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
说，“工会初一一大早就来慰问我们，
也是对我们辛苦工作的一种肯定。”

每年正月初一，天台县总工会都
会开展新春慰问活动。与往年相比，
今年慰问的群体更广、人数更多。

“除了交警、医生等每年都会慰问
外，今年我们还特意来到企业，慰问
坚守在生产一线的职工，感谢他们
为天台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天台
县总工会相关负责人说，此次慰问
共惠及近300人。

天台：工会慰问暖人心

台传媒记者罗靓城

“再开心一点，再笑一笑，手靠近
一点……”春节到来之际，摄影师王
敏智走在黄岩的街头巷尾，为环卫工
人拍摄新年照片。

今年是王敏智无偿为环卫工人
拍摄新年夫妻照的第四年。目前，他
已为62对环卫夫妻档记录下温馨时
刻，为200多名环卫工人记录下工作
生活的瞬间。

“这张照片我是腊月初六给这对
环卫夫妻档拍的，那天恰逢他们结婚
38周年纪念日。”王敏智展示的一张照
片里，姜彦宽和妻子姜赵氏满含笑意，
正红色的底片让照片显得格外喜庆。

这对环卫夫妻档来自安徽，今年
是他们留台过年的第四年。从横街路
到劳动路，再到黄长路……日复一日
的“扫街”是他们的日常。

今年61岁的姜彦宽在黄岩干环

卫已有 20余年。5年前，姜赵氏辞去
在工厂的工作，也成为一名环卫工
人。此后，这对环卫夫妻档相互扶持，
虽然工作辛苦，生活不易，但也感受
着简单的幸福。

生活里，他们鲜少拍照片，连结
婚时都没拍纪念照留念，这张照片对
于他们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

“我想让大家看到环卫工人的另
一面，想送给他们一张即使过去很多
年也会好好收藏的照片。他们很纯
粹，笑容特别有感染力，我想记录下
来，也想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来自这
座城市的归属感。”王敏智告诉记者，
每次看到环卫工人拿到照片后的快
乐，他自己也很满足。

为了拍到最真实的场景，王敏智
配合环卫工人们的作息时间，天刚蒙
蒙亮便扛着相机出门，他来到环卫工
人工作的路段，捕捉着环卫工人工作
的瞬间。 （下转第二版）

给城市“美容师”拍新春照

台传媒通讯员孙嘉翊

来到椒江，想要评价一家姜汤面
馆，必须到后厨找找是否有一锅“咕
噜噜”从早沸到晚的姜茶。椒江的姜
茶大有文章——里面的姜片需切得
薄厚适宜，放入黄酒中煮至酒干，再
让充分吸收酒香的姜片在暖阳下缓
慢“收汁”，直至姜与酒水乳交融，这
样费心制作的姜片才能进入厨房煮
成姜茶。“与直接用生姜榨汁相比，以
此为汤底的姜汤面更为醇香。”王美
琴是马路桥姜汤面的第二代传人，她
对这份流传下来的食谱颇为自豪。

椒江对于吃便是如此细腻。以
“吃”为题，椒江何以自信？地利、天
时、人和，缺一不可。

东海门户、坐拥大陈，
这里很“鲜”

“有了好食材，才有好品质。”美食
家、作家王寒在书中如是写道。濒临东
海，椒江“好吃”的最大底气源自地理
位置优势。农历三月圆滚壮硕的沙蒜，
随开渔号令滚滚而来的肥美梭子蟹，
立秋前后白胖透明的水潺，冬季闪耀
着银光的带鱼……每个时节，椒江总
能从海里捞上一口“鲜甜”。

凌晨2点，万济池、花园等各大菜
场挤满了“寻鲜人”。饭店老板来此抢
购“第一网鲜”，“海鲜代购”们也寻味
而来，为全国各地的食客挑选好品质
食材。

如果对“鲜”有更极致的追求，椒
江还有大陈岛这张“王牌”。台州市餐
饮行业协会会长、顺记餐饮创始人王
兴友这样评价大陈的海鲜面，“从海里
直接到餐桌，还带着海的微咸味，直接
下锅，无需调味品，就鲜嫩无比。”

大陈渔场是国家一级渔港、浙江
省第二大渔场。从卫星图看，大陈岛
周边海域颜色偏黄。（下转第二版）

以“吃”为题，椒江何以自信

台传媒记者应梦诗

2023年，三门冲锋衣年产量约 8000万件，年销售
额 120亿元，主要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60%，有“十
件冲锋衣，六件三门造”的美誉。

上世纪90年代，三门的服装业靠小作坊一针一线
绣出来；如今，冲锋衣产业打下了自己的江山，“冲进”
山区县百亿产业集群。回望来时路，发现三门冲锋衣冲
出重围，有迹可循——

底层逻辑是匠心精神
众所周知，三门冲锋衣起源于绣衣。一针一线成就

的不仅是能工巧匠，更是衍生了冲锋衣产业。
1990 年，第一批做服装生意的三门人去到北

京做绣衣生意。外贸订单喜人，老家作坊跟着兴
起，工人们抽绣、拉绣、雕绣、镶贴等 200 多种绣衣
针法，形成了活泼、独特的绣衣风格。然而短短几
年，绣衣开始滞销。凭借精湛的技艺，工人无缝衔
接，转战冲锋衣。

这一转型，三门有了“新机”。不同于绣衣，冲锋衣
讲究防风、防水且透气，于是工人在走线、压胶等细节
上精益求精，不断突破，直到品质得到认可。

“依靠这批传统绣衣生产积累的制衣工人，三门冲
锋衣凭借品质和性价比冲出重围，产生了巨大的用工
需求，逐渐形成了老师傅‘传帮带’的模式，使新工人快
速上岗，技艺相传。”三门县冲锋衣行业协会会长潘礼
太是当地服装产业第一代创业者，见证了冲锋衣技艺
的日益成熟。

如今，冲锋衣生产工序越来越机械化，不仅要满足
功能性的需求，更要讲究时尚。于是，又开始对面料、色
彩和技艺等各方面做了更多研究。2019年浙江理工大学在三门专门设立研究
院，提升冲锋衣原创设计能力、产品科技含量和生产智能化水平，目前学校已
经授权三门当地企业使用近60项各类专利。

三门冲锋衣，冲的是拼劲，传承的是匠心。

关键一招是激流勇进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从绣衣到冲锋衣，从线下销售到线上线下布局，三

门及时作出了坚定选择。
“这冲锋衣的设计是有巧思的，帽子可以拆，内胆可以拆，做的是三合一，

可拼接可单穿……”近日，在三门冲锋衣直播基地，8个直播间开启全时段直
播。主播们面对镜头，通过上身试穿、近距离展示等方式，介绍各类产品。

电商的迅速兴起推动了三门冲锋衣产业急剧扩张——
2008年，电商开始起步，三门人尝试网上销售冲锋衣。
2013年，淘宝正处流量红利期，三门冲锋衣借此“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

了年轻人人手一件的时尚单品。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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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方晨晔）2月 10日
是大年初一，临海台州府城文化旅游
区开门见喜，满满年味氤氲每一个角
落，“江南大宋城邀您过大年”“府城
卫队春节‘宠客’策划”……一系列节
庆活动诚意满满。

当天上午8时18分，台州府城开城
迎宾仪式精彩上演。随着古老的城门缓
缓开启，身着宋式甲胄的士兵整齐列阵，
以宋朝独特的礼仪文化喜迎八方来客。

“看了之后特别震撼，大年初一
体验了开城门仪式，感觉年味越来越
浓了，府城的活动办得很有味道。”游
客牟跃娟说。“我参与了开城门仪式，
扮演一位宋朝将军，感到非常骄傲与
自豪。”活动演职人员陈懿说。

“龙行天下，好事来临，府城卫
队，在此恭迎。”上午11时，在临海火
车站人流密集区域，8位小伙子身着
明朝甲胄，扮演成“戚家军”，向来临

海的游客表示欢迎。
现场，“戚家军”整齐列队、英姿勃

发，手持临海特色的告白牌，以网感的
土味情话与游客展开互动，并送上精
心准备的喜庆红包。刚出站的游客们
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记录下这有意
义的时刻，并与“戚家军”合影留念。

“这次，我们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准
备了3000个红包，主题是临海的方言

‘龙蛮龙’，里面装了‘龙运当头、好事
来临’等上上签的祝福语，让大家随机
抽。”临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旅
游事业发展中心主任马惠华表示，希
望来临海的游客能在这里欢度春节，
对临海留下深刻的印象，将好运带回去。

2月10日—17日，临海将错时开
展“兵兵”有礼、国潮宋韵、宋氏婚礼
巡游等近 30种富有特色的文化活
动，营造活泼、开放的府城形象，让游
客们欢度佳节。

开城门礼、迎客礼……

临海：“新春好礼”惊喜连连

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检修充电桩国网临海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正在检修充电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