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
人员，要事先向目的地所
在单位、社区(村庄)主动
报备出行方式、到达时间
和地点。不要刻意隐瞒行
程。各乡镇、城区管理中
心和各单位要提前到相关
入口处进行对接，按相关
规定落实好隔离管控、核
酸检测等措施。

全体居民要增加防范
意识，对有中高风险地区
旅居史人员，知情者要积
极主动提醒、劝导、报
告。绝不要事不关己、无
动于衷。

其他地区来沧返沧人
员，要持 48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到达目的
地后第一时间主动到社区
(村庄)报备，在24小时之
内再次进行核酸检测。核
酸检测结果未出前，不要
参加聚集性活动、出入人
员密集场所以及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等。

本地人员要合理安排
出行。非必要不要离沧，
离沧后再返沧时，要按外
地来沧人员相关规定落实
管控措施。

有感冒、发烧、乏力
等症状的人员，要主动做
好防护，及时到发热门诊
治疗，按要求进行核酸检
测。不要心存侥幸，随意
外出。

要减少人员聚集。不
要组织、参与大型聚会、
聚餐、培训、演出等聚集
性活动。

要坚持科学规范佩戴
口罩，口罩潮湿或脏污要
立即更换。不要随意摘
戴、错误佩戴。

要主动做好预防，前
往公共场所严格落实扫
码、测温、“一米线”等
防控措施，保持合理社交
距离。不要麻痹大意、忽
视自身防护。

要坚持勤洗手、常通
风，定期消毒消杀，保持
良好生活习惯。不要在密
闭场所长时间停留。

要提高对网络传播信
息的甄别力，自觉抵制网
络谣言，积极举报网络谣
言和违法信息。不要随意
发布、转发、传播、扩散
未经证实的消息。

韩学敏 整理

“社区同志，我腿脚不便无法下
楼，希望你们能上门采集核酸……”
不久前的一天上午9时05分，新华区
东环中街街道办事处南环东路社区二
级网格员杨玉凤，在“136 民意快
递”智能小程序上，接到了一条求助
信息。

杨玉凤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后，迅
速将居民信息登记到《入户采集台

账》，并安排附近的工作人员上门服
务。

9 时 08 分，小程序系统后台显
示，事件处理完结。从信息接收到事
情解决，只有3分钟。

“我已做，谢谢你们！”求助人刘
大爷随后在后台留言。

在这轮核酸检测中，南环东路社
区很多老年人、孕妇及行动不便的群

众，都通过“136民意快递”智能小
程序，将自身困难反映到社区，工作
人员和志愿者第一时间上门服务，及
时帮群众解决困难。

“辖区内有 26个无物业、无主管
部门、无物防技防的‘三无小区’，
情况复杂、管理难度大。”南环东路
社区党委书记郭红旺介绍。为实现群
众身边事、烦心事、揪心事及时响应

解决，新华区探索构建了党建引领、
网格联动、共享共治的“136民意快
递”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即坚持党
建引领全局一条主线，构建街道、社
区、基础网格三级平台，融入社区党
组织、居委会、业委会、楼院长、物
业公司、综合服务站六方参与。为提
高服务办事效率，去年还开发了

“136民意快递”智能小程序等。
“非常容易操作，一上手就会。”

郭红旺说，考虑到老年人较多，这些
软件在微信上操作简单，群众动动手
指就能随时随地通过文字、语音、照
片等形式反映民生事项。

“我刚发现军转干小区门口围挡
有破损，有安全隐患。”“我是工业局
小区的居民，下水道堵了，能帮忙解

决一下吗？”……工作人员收到小程
序的反馈信息，会立即行动，及时圆
满地解决了诸多问题。

仅今年 3月，南环东路社区依托
“136民意快递”智能小程序，已受理
群众关于治安隐患、矛盾纠纷、民生
服务等各种求助事件近 200件，办结
率达到 98.3%。凭借“智能化措施+
人文化关怀”，社区构筑了群防群治
的坚强防线，得到群众的“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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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民生新闻版
面开办的 《草野事·
民生情》 栏目，受到
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本栏目虽然表现的是
草野之事，反映的却是
民生之情。本栏目以记
叙为主，无需过多评
论；务求简短、言之有
物；务必真实，不虚
构、不夸大。我们尊
重表达的权利，相信
真实的力量。

我们期待收到来
自不同地方的故事，
倾听来自不同行业群
体的声音，尤其欢迎
来自基层细节生动的
故事，小中见大、滴
水见太阳。我们愿用
有限的版面，撑起一
方公民发言的舞台。

来稿请注明《草野
事·民生情》专栏，邮
箱 ：czrbmsxw@163.
com。

常态化疫情防控常态化疫情防控
““十要十不要十要十不要””

沧州博物馆历史展厅陈列着一尊汉代
绿釉陶猪，它长 38.5厘米，高 24.2厘米，
泥质红陶，通体施绿釉。猪两耳前伸，长
鼻獠牙，四肢短粗，颈部鬃毛耸立，短
尾盘于臀部之上。从体态上看，这只猪
鬃毛剑突、獠牙外翻，还保留着野猪的
特征，但其头身比例明显小于野猪而大
于现代家猪，正处于野猪向家猪的驯化过
程中。

猪与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与其他
家养牲畜相比，猪具有食性杂、繁殖力
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换效率高等特
性，这也使得猪肉成为主要的食用肉类。
孟子曰：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
者可食肉矣。《木兰诗》：小弟闻姊来，磨
刀霍霍向猪羊。这些记载都说明了猪在古
代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史中，家猪对于农
业生产还有积肥作用。明代《沈氏农书》
记载：羊雍宜于地，猪雍宜于田……养猪
六头，养六个月……每窝得雍 90担。《周
礼·地官》 记载：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
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埴垆用
豕。在沧州博物馆历史展厅中，展出一件

汉代绿釉陶圈。其上部是一间厕所，下方
则是猪圈，这种厕所与猪圈合二为一的建
筑，在汉代叫作“溷”，现代称之为“连
茅厕”。人与猪的粪便堆积在猪圈中，就
是为了便于积肥。

猪的全身都是宝。猪可以入药，《本
草纲目》把猪列为可以入药的26种畜类之
首，对猪的药用价值做了充分说明，比如
猪肉可补肾气衰竭，猪血可治中风眩晕，
猪乳可治小儿惊痫等。猪的皮毛、牙齿可
以做衣服、武器。《左传·隐公五年》记
载：皮革、齿牙。杨伯峻注曰：皮为茵
鞬，革为甲胄，骨所以饰弓两头。

在古代，猪的另外一个重要用途便是
祭祀。大汶口文化中，人们以猪头随葬；
殷商时期，猪牛羊组合祭祀情况开始出
现，甲骨文中就有记载：丁巳卜，又燎于
父丁百犬、百豭(公猪)、卯百牛”；周代
《礼记·王制》记载：天子社稷皆太牢，诸
侯社稷皆少牢。牛羊猪三牲为太牢，羊猪
二牲为少牢；秦汉直至南北朝时期，猪肉
是民间祭祀首选用肉，在秦汉之后的文献
中，如果没有特别指明，“肉”一般特指
猪肉。唐宋时期，《杂五行书》称:“灶君

以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灶，常以五月辰
日，猪头祭灶，令人治生万倍”，猪肉祭
祀礼俗能得到继续传承。明清时期，年终
岁尾百姓有“杀年猪”的习俗。清代有

“食祭肉”习俗。《清稗类钞·饮食类》记
载：肉皆白煮，无盐酱，甚嫩美。

家猪一直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除
了在物质上的广泛使用，其在精神文化领
域也有着重要影响，敬请关注后续文章。

吕庆元

古代家猪的用途古代家猪的用途

3月24日晚上，在运河
区棉纺社区，几个工作人员
忙里偷闲补办了一个简单却
特殊的“二人生日会”。

本轮疫情中，棉纺社区
组建了一支 7 人工作团队，
吃住在社区。3 月 24 日中
午，大家吃午饭时，工作人
员陈茹云接到了儿子打来的
电话：“妈，你那情况还好
吧？今年您没在家，没能给
您过生日。”儿子一提醒，
陈茹云才意识到自己的生日
已经错过了。

旁边的刘君掏出手机一
看，才发现自己的生日也已
经过了 3 天了。“最近大家
都太忙了，日子都记不清，
更别提过生日了。”刘君笑
着说。

午饭过后，大家又开始
忙碌起来。考虑到身边两位

“战友”错过了生日，其他
5位不约而同商议着给她们
补过一个。

既然过生日，生日蛋糕
是起码的，可眼下店铺都关
门了，上哪里去弄个蛋糕来
呢？

工作人员李薛之前做过
蛋糕，只是没有工具。正巧
社区旁边有家蛋糕店，老板
就是社区居民。几人借来了
材料和工具。到了晚上，大
家简单地做了一个蛋糕。蛋
糕胚还未凉透就抹上了奶
油，奶油顺着蛋糕往下流。
几个人又简单做了三四个素
菜，由于食材有限，连鸡蛋
和肉都没放。就这样，大家
自己动手，不到一个小时，
一桌“生日宴”就做好了。
虽然简单，但大家很高兴，
陈茹云和刘君满满的感动和
喜悦。

特殊时期，昔日同事、
今日“战友”，大家相互陪
伴度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这份回忆难忘、温暖、珍
贵。

特殊特殊的生日的生日
孙 杰

春来农事忙。日前，记者在盐山
县韩集镇郑庄村圆梦农场看到，这里
一片忙碌的景象，农民们正在不同岗
位上劳作。农场里很多塑料小拱棚，
棚内的“薯妈妈”吸收阳光孕育出茁
壮的小薯苗。

农场负责人王春祥介绍，根据市

场行情和客户需求，今年农场共培育
了 4个品种的薯苗，分别是“圆梦蜜
薯 7 号”“圆梦蜜薯 9 号”“圆梦初
恋”和紫薯。这些品种都是和广西农
科院合作培育的。

据了解，圆梦农场 2015 年成
立，一直是广西农科院的实验基地。

多年来，双方加强合作，不断开发蜜
薯新品种，吸引了全国各地一大批蜜
薯粉丝。

其中，“圆梦蜜薯 7 号”甜度
高、口感特别软，烤着好像流蜜一
样。“圆梦蜜薯 9 号”形状更漂亮，
和“圆梦蜜薯 7号”含糖量差不多，

颜色有点接近西瓜红，更漂亮。王春
祥说，“圆梦蜜薯 7号”和“圆梦蜜
薯 9号”是今年新培育的两个品种，
每种计划种植 40亩左右。而“圆梦
初恋”口感似冰淇淋、细腻软糯，颜
色白中带紫，去年上市后很受欢迎，
今年计划种植 20亩，紫薯也计划种
20亩。

除了开发种植蜜薯新品种，圆梦
农场还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延伸薯
类产业链，发展薯类深加工产业。
2020年，盐山农业农村局为其提供设
备，建设了红薯休闲小食品加工厂。
2021年，圆梦农场与其他工厂合作生
产了无添加红薯粉条。目前，农场生
产的红薯粉条、红薯面儿、红薯休闲

小食品都备受消费者欢迎。
圆梦农场已流转土地 500亩，除

了种植蜜薯、紫薯外，还发展大豆
玉米间作，充分利用土地提高产粮
率，既解决了部分剩余劳动力就业
问题，还为当地农户提供了种植经
验。2019年被评为市级示范家庭农
场，2021年被评为省级示范家庭农
场。

今年，韩集镇政府在圆梦农场投
资建设了占地 40 亩的瓜蒌实验基
地。“如果种植成功，将把经验传授
给更多农户”。王春祥说，正是政府
扶持引导，才让圆梦农场不断壮大，
也让农民们受益于新的农业种植模
式，多了一条增收渠道。

““土窝窝土窝窝””孕孕育出育出““甜蜜蜜甜蜜蜜””
———盐山圆梦农场育苗忙—盐山圆梦农场育苗忙
本报记者 胡学敏

““民意快递民意快递””解决民生难题解决民生难题
———新华区南环东路社区探索智能管理新模式—新华区南环东路社区探索智能管理新模式
本报记者 周 洋 本报通讯员 张 军 王 帆

本报讯（记者张伟 通讯员绳静 陈磊）
日前，沧州市“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第九
套广播体操线上云展播活动正式启动。活动
不设年龄及性别分组，身体健康、热爱体育
运动的个人及家庭均可参与。

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体育局联合举
办，将持续到 4月 6日。活动要求参与者服
装简洁整齐，精神饱满，动作标准，富有感
染力；在居家、户外运动场等适宜活动且不

聚集的场所录制；有条件的尽量用专业摄像
机、照相机拍摄，若用手机拍摄要横屏录
制；画质清晰，镜头稳定，画面饱满流畅，
布局得当，光线充足；拍摄背景简洁、干
净，避免商业广告以及不文明举止出现。视
频格式为MP4、AVI、MPEG、MPG等常用
格式，要求在5分30秒以内，分辨率不低于
480P。同时，比赛视频内容须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九套广播体操示范视频；背景音

乐必须使用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第九套广播
体操音乐。

视频录制完成后，注明所在县 （市、
区）、乡镇/社区、行政村/小区名称、视频
展示者/家庭名称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以文件形式上传至邮箱 qmjs2035@163.com
即可。随后，市总工会、市体育局将邀请相
关专业人士共同进行审核筛选，遴选出的部
分优秀作品将在相关平台进行展播。

第九套广播体操线上云展第九套广播体操线上云展播活动启动播活动启动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热爱体热爱体育运动的个人及家庭均可参与育运动的个人及家庭均可参与

本报讯 （通讯员崔跃
刚 记者李佳芳）“这里竟
然还有我们当年开采石油
的场景，让我想起了年轻
的时候……”日前，家住
任丘市永丰路街道办事处
水电社区的张大爷，在社
区内刚刚运营的顺顺居家
养老中心体验后，感慨地
说。

原来，这家养老中心不
仅能让老人享受餐饮、医养
康复等服务，还有专门面向
石油人的红色文化体验。

据了解，任丘市大约有
25万石油职工和家属，60
岁以上退休老人约有7万多
人。从 1976年石油大会战
至今，第一代石油人如今都
已八九十岁，第二代石油人
也陆续退休，他们对石油文
化有着不可割舍的情怀。顺

顺居家养老中心以“公办民
营、公益领先、惠民利民”
的 模 式 ， 除 了 为 社 区 内
3000 余位老人提供贴心照
料，还将石油红色文化列为
其中，逐步打造独有优势资
源和养老文化。

石油红色文化展览以
“石油和铁人”为主题，聘
用华北油田资深红色收藏
家，将 40多年收藏的几万
件石油题材资料、图片、实
物在养老中心进行展览，定
期 举 办 主 题 活 动 ； 凡 是
1976 年参加华北石油大会
战的老人，全都拓下手印，
装裱展示，存档保存；每位
老人都被拍下一张笑脸照
片，放大装裱挂在墙上。此
外，老年人还可以担当“红
色解说员”，向社会传播石
油精神。

任丘一社区养老中心任丘一社区养老中心
变身变身““石油展堂石油展堂””

近日，在泊头市交
河镇桑庄村的麦田里，
植保人员正熟练地操作
无人机为小麦喷洒除草
剂。目前，正是各地冬
小麦春管的关键时期，
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
象。据介绍，泊头属于

“渤海粮仓”辐射区，
全年冬小麦种植面积
40万亩，现有500多架
植保无人机及自走式机
械，为实现夏粮增产增
收提供了有利保障。

田志锋
单俊敏
殷 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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