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有位青岛的顾客来店里买点
心，介绍白洪亮去青岛开分店。白洪亮回
绝了。“纯手工制作，要保证质量，必须
亲力亲为。开分店，怕制作水准达不
到。”白洪亮说。

“生意好，保证质量是前提。一次不
用心，顾客下次可能就不会来了。我们家
回头客很多的。”白洪亮说，“每次扫码付
款后，会显示顾客是第几次到店。10
次、20 次、50 次……这样的顾客太多
了，甚至还有上百次的。”

回头客多，顾客口口相传，又会吸引
新顾客。不仅沧州本地，还吸引了天津、
山东、广东等一些外地顾客。去年，糕点
铺销售额比前年增长20%。

白洪亮坦言，“小而美”是老辈人的
想法，在日复一日的传承中，渗透到了
白家每个人心中。不求创造多大销量，
但求保证每一份质量。虽然没有成文的
规定，但诚信经营、精益求精、亲力亲
为等经营理念，已经刻进他们的骨子
里。这也是店铺发展 40余年，吸引“铁
粉”无数的奥秘。

“小而美”吸“铁粉”叁叁

前一段时间，看
了电影 《送你一朵小
红花》。两个抗癌家
庭，两组生活轨迹，
却是一个现实而温情
的故事。因为爱与温
暖，它打动人心，因
为打动人心，会让你
泪流满面。而剧中的
那朵小红花，也成为
贯穿剧情的一个特别
符号。

剧中，韦一航说，
他太普通了，普通到上
幼儿园时，连一朵小红
花都没得过。同是患癌
女孩的马小远就在他手
背上画上一朵小红花，
鼓励他。还有，生病女
孩在窗户上画出的小红
花，那片羊群身上的小
红花……此时，小红花
更似一种精神，释放出
积极、向上的能量，是
奖励、是爱、是希望，
是支撑人们坚强的力
量。

生活不易。而努
力、认真、积极的生
活态度却是现实生活
中，每个人宝贵的财
富。小人物的悲欢离
合，让我们更懂得爱
与珍惜。上天没有特
别钟爱谁，没人知道
意 外 和 明 天 哪 个 先
来，认真、努力去生
活 就 值 得 那 朵 小 红
花。不管是平凡的、

艰辛的、快乐的、勇
敢的，时不时送自己
一朵小红花，哪怕让
它在心中悄悄盛开，
为自己加油，给自己
鼓励，那也是生活中
的褒奖。

每天忙忙碌碌，
虽 然 并 没 有 取 得 很
大 的 成 绩 ， 一 朵 小
红 花 ， 可 以 奖 励 自
己 的 踏 实 与 努 力 ；
这 个 春 节 ， 或 许 回
不 了 家 ， 但 想 着 减
少 了 流 动 ， 为 国 家
少 添 了 麻 烦 ， 送 自
己 一 朵 小 红 花 ； 每
天 被 孩 子 折 磨 得 焦
头 烂 额 ， 看 到 他
（她） 的成长和一点
点 进 步 ， 送 给 孩 子
也 送 给 自 己 一 朵 小
红花……

食有五味，生活
无畏，心如花木，向
阳 而 生 。 导 演 韩 廷
说：“送你一朵小红
花，开在你心底最深
的泥沙中。”即使生活
千疮百孔，也值得我
们为之努力。

送自己一朵小红
花 ， 致 敬 普 通 的 生
活 ， 鼓 励 平 凡 的 自
己，感谢人间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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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手工制美味壹壹

走上狭窄的楼梯，来到金汤瓶糕点店
二楼。工作间里，57岁的老板白洪亮，
正带着家人忙活。3个人分工协作，揉
面、擀皮儿、包馅儿、印花、送烤箱，片
刻不得闲。

此时，他们正在制作的是店铺主打点
心之一——白皮点心。淡淡的咸香味儿扑
鼻而来，白洪亮介绍：“这是椒盐馅儿的。”

“面要揉多长时间、皮儿擀多厚、馅
儿调多久，包括面粉等原材料选择，都有
严格标准。手工制作，力道和时间都不能

省。”白洪亮说。
说起手艺传承，还得追溯到 1979

年。白洪亮的父亲白树良曾在作坊当学
徒，学会了这门手艺。后来重拾手艺，走
上了手工制作点心的路。“那会儿以批发
为主，种类也单调，主要就是绿豆糕。给
各个小卖部、商场供货。”白洪亮说。

上世纪 80年代，生意火爆。白洪亮
回忆，来批货的人，在门口排起长队。小
卖部的店主们，带着马扎，唠着嗑儿，等
点心出炉，恨不得直接上去抢，有的甚至

因为买不上还会起争执。白洪亮说：“那
时候经常连夜加班赶货，可即使 24小时
工作，也仍是供不应求。”

“那时候，人们刚从物资匮乏的年代
过来，很多人会通过买点心改善一下生
活，但供人们选择的食物却很少。我们糕
点铺算是走在前列了。”白洪亮说。

1990年以后，市场丰富起来，生意
不像当初那样火爆，但积累了一批老客
户。2000年前后，“金汤瓶”开始了自产
自销。

冬日午后，新华区
民族路上，行人三三两
两、悠闲地选购食品。
一位市民走进路南一家
很老式的糕点铺，进门
就问：“白皮和小麻花
还有吗？一样来二斤。”

绿豆糕、白皮点心、
牛舌饼、小麻花……这家
店里，纯手工制作的传统
糕点，含蓄婉约又平易近
人。用油纸一包，盖上大
红的福字，捆好，拎走。
只觉瞬间穿越回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

这个店铺就是金汤
瓶糕点店。店面不大，
人气却极旺，点心卖断
货是常有的事，逢年过
节更是供不应求。为什
么一块小小的糕点，能
让人垂涎欲滴？一间看
起来不起眼的糕点铺会
吸引“铁粉”无数？

心中那朵小红花心中那朵小红花
□□ 曹 杰

““111100””式社式社区志愿者区志愿者
□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报道

“外出请戴好口罩，进入小区请扫描
二维码、测量体温……”虽然身边的扩音
器不停播放着防疫提示语，孙长城仍一遍
遍提醒着每一位进出小区的居民。

31 岁的孙长城，是运河区滨河龙韵
小区的居民，也是滨河社区志愿者团队
的一员。最近这段日子，他一直利用业
余时间在小区门口义务执勤。

在滨河社区，像孙长城这样积极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居民还有很多。
在滨河社区党委书记赵敏心里，这是一
群“110”式的社区志愿者。

“不打不相识”

51 岁的张思凯，是滨河社区志愿者
团队发起人之一，也是团队中最能体现

“110”式志愿者形象的人。
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和社区是“不

打不相识”。
滨河龙韵是个新小区，张思凯入住

第一年，因为暖气不热找到社区。“我当
时心里有火，说话不太好听，可赵书记
不但没挑理，还很快联系了热力公司，
帮着解决了问题。”就这一件事，改变了
张思凯对社区的固有印象，从此他成了
社区工作的“忠实拥趸”。

今年元旦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张思凯早早来到社区，他从新闻上看到

此次石家庄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心
想：“接下来社区肯定缺人手，小区里有
很多热心居民，何不成立一支志愿者队
伍？”

张思凯的想法，与滨河社区党委书
记赵敏不谋而合。

撰写、张贴志愿者招募告示，不到
两天时间，就有 43位居民报名参加，有
学生、公务员、退伍军人，也有退休职
工和个体老板，年纪从十几岁到花甲之
年不等。

志愿者，不谈钱

团队一经成立，就展开工作——小
区出入口值岗、防控知识宣传、配合社
区工作人员进行流调……

36 岁的韩振超，主动申请值夜岗。
一天，他临时有事，不能来执勤。他原
本可以找人代替或是直接告假，却把妻
子叫来顶替自己。

一开始，个别居民不愿扫码测温，
志愿者们就一遍遍耐心劝导。

还有的居民问：“执勤给多少钱？”
志愿者们就指指身上的红马甲说：“志愿
者，不谈钱！”

志愿者的付出，居民们都看在眼
里，大家主动扫码、测温，还不忘道一
句：“辛苦啦！”有的居民还专程送来了

水果和热水。
“我也是社区的一分子，不做点儿什

么，心里过意不去。”志愿者李哲说。
“我是业主，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

动，是责任也是义务。”韩振超说。

和谐大家庭

其实，在滨河社区，热心志愿服务
活动的居民，不只志愿者团队中的 43个
人。“每次值岗，都会有居民主动加入，
他们虽然没有加入志愿者团队，但热情
一点都不差。”张思凯说。

滨 河 社 区 是
2017 年成立的新社
区，所辖的滨河龙
韵 小 区 分 东 西 两
区 ， 有 1818 户 居
民，而社区工作人
员只有 7个。“志愿
者为我们的工作提
供很多帮助。”赵敏
说。

赵 敏 对 去 年 2
月发生的一件事记
忆犹新。

那天晚上，社
区接到通知，要连
夜为辖区居民发放

防疫调查表。当时，社区只有 5 位工
作 人 员 ， 既 要 打 印 好 调 查 表 放 入 信
封，还要挨家挨户发放，工作量可想
而知。

22 时左右，赵敏在社区群里发消
息，告知居民填写调查表。没想到，消
息发出去不到 20分钟，就有 10多位居民
主动来到社区帮忙……

“不仅是疫情期间，居民们几乎每天
都能看到社区志愿者的身影。居民闹矛
盾，有志愿者调解；社区缺人手，有志
愿者帮忙……是他们让社区变成了一个
和谐大家庭。”赵敏说。

简单也情深简单也情深
黄骅市黄黄骅市黄骅镇移风易俗成时尚骅镇移风易俗成时尚

□□ 赵宝梅 高 箐 冠 达

404040载载载 老手老手老手艺艺艺“““小而小而小而美美美”””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尹 超超 摄摄 影影 魏志广魏志广

喜 事 缓 办 、 简
办，丧事从简，减少
人员聚集，做好疫情
防控……特殊时期，
黄骅市黄骅镇的百
姓，见证了多场简单
操办下的红白事，对

“移风易俗”有了新的
认识——简单也很美！

只有至亲在的婚礼

腊月初六，黄骅镇
楼东村的齐栋铭一早起
来，梳洗打扮一番，坐
着哥们儿的车出发了。
他要去黄骅市里接新
娘——只身一人。

新娘穿着喜庆的
嫁衣上了车，半个小
时车程就到了婆家，
也是只身一人。

没有车队人群，没
有婚庆司仪，没有婚宴
娘家亲戚……一家至亲
吃了顿饺子，连张正儿
八经的照片都没拍。齐
栋铭和妻子周甜甜的婚
礼就结束了。

小两口原本也筹
划了一场隆重的婚
礼，婚庆事宜早已安
排妥当，饭店喜宴订
好了，亲朋好友也都
通知了，甚至连伴郎
伴娘的服装都准备好
了。本来期待着一场
浪漫的婚礼，却不料
赶上多地发生疫情，
婚礼要么推迟要么简
办。

“孩子们年龄不小
了，别再推后了，就
简单办一下吧！”齐栋
铭母亲刘振梅说，比
起排场健康更重要，
亲朋好友都理解，孩
子们也没有怨言。

一切从简的送葬

“请节哀。现在疫
情防控期间，你们商
量丧事怎么办了吗？”
1月 18日，黄骅镇方
庄村一村民家中老人
去世，按照当地风俗
需要办丧礼和酒席。
方庄村党支部书记许
宝练及村“两委”成
员在得知消息后第一
时间上报镇政府，同

时即刻赶往逝者家中
进行慰问，告知他们
疫情防控期间丧事简
办规定及因此带来的
疫情传播风险。

“其实按照习俗应
该让老人风风光光离
开的，但是听了这番
劝说，我们决定响应
国家号召，丧事简
办，相信老人也一定
会支持我们的做法。”
老人的儿女说。就这
样，老人的丧事一切
从简，不办酒席，出
殡火化安葬也只安排
自家人送葬，最大程
度减少了人员集聚。

新理念带来新风尚

一场疫情，打乱
了人们的生活。疫情
防控之下，正常的婚
丧嫁娶简办、缓办，
成为新风尚。

据了解，疫情发
生以来，黄骅镇积极
组织各村“两委”向
村民宣传《疫情防控
期间喜事缓办、丧事
简办》的倡议书以及
其他疫情防控相关知
识。各个村更是通过
网格化管理，将疫情
防控相关举措落实到
家家户户。在黄骅镇
以及村“两委”的积
极倡导下，方庄村、
冲寺口村、坑东村等
村庄共有 5 户村民丧
事简办、14户村民取
消婚宴，这些家庭都
表示不能在疫情期间
给国家添乱。

此外，黄骅镇高度
重视村庄疫情防控工
作，除了设置疫情防控
检测卡点外，还对进出
村庄的人员进行登记、
测温，守护好“家门
口”，保障村民安全。
同时，还在村里通过微
信群、村委会大喇叭等
形式进行线上线下宣传
疫情防控相关知识。

“今后，我们还要持续
开展移风易俗宣传，把
丧事、婚事简办的新理
念送到千家万户。”黄
骅镇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说。

热乎着就卖光了贰贰

淡黄色的绿豆糕、酥软的白皮点
心、脆生生的小麻花……形状各异的糕
点，无论放在食盒还是盘子中，都自成
一道美食，吃起来清香可口，甜而不
腻。有的顾客，隔三差五就得来买一
次，仿佛上瘾一般。糕点店每年要休一
次长假，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有的
老顾客会提前囤好点心，省得过年期间
想吃买不到。

“现在是早 8时开门，18时 30分差不

多就关门了。”白洪亮说，10时以后，16
时以后，是店铺最忙碌的时候。“顾客多
的时候，售货员忙不过来，我们就得下楼
帮忙。”白洪亮说。

每天工作8小时，传统糕点也就能做
出 100 公斤到 150 公斤，白洪亮说，你
看，就我们3个人，纯手工，这已经是极
限了，多了做不出来。白皮点心很受欢
迎，几乎都是还热乎着就卖光了。来得
晚，就只能等第二天再来买。

而每逢中秋、春节，销量几乎是平时
的 20倍，也是糕点铺为数不多的加班时
间段。“每到这个时段，得招聘临时工帮
忙。”白洪亮说。

二楼制作传统糕点，一楼做西点，
销售店面也在一楼。7个人，把店铺经
营得有声有色。现在，糕点铺品种有五
六十种。不仅传承着老式手工糕点，也
增加了甜甜圈、奶酪酥、戚风蛋糕等新
式甜点。

志愿者协助居民扫码测温志愿者协助居民扫码测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