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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老街旧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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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宣城市仁杰医院门诊部主
任、主治医师蔡军民荣获“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号。面对表彰，他说——

赵德发今年71岁，家住郎
溪县姚村乡潘村村湖北庙组，
智力四级残疾，低保贫困户。
2018年脱贫。他虽是残疾人，
但身残志不残——他精心打理
房前屋后的方寸之地，使其变
成增收的园地。

湖北庙组，处在天子湖的
一个湖汊中，依山傍水，翠色四
合，家家都有一点毛竹、绿茶等
特色经济板块。赵德发也有15
亩毛竹、5亩茶叶。在其哥哥的
引导下，赵德发一门心思打理
这些竹园、茶园。

据帮扶干部余义晓介绍：“赵
德发的毛竹和茶叶每年能卖些
钱，增加一定的收入。这几年，特
色种养奖补政策都兑现了，2020
年度的2000元奖补款（特色种
养），早在5月底就打到赵德发的
卡上了，脱贫不脱政策、不脱帮
扶。另外，赵德发家门口的鱼塘，
每年养鱼、卖鱼的收入约3000
元。反正他勤快，多种经营让他
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赵德发门口原有一个废弃
的鱼塘。2017年初，在村干部
和帮扶干部的建议和支持下，赵
德发把鱼塘修整拓宽，重新利用
起来。这个约3亩的水面，当年
春放养了花鲢、鳊鱼、草鱼、螺蛳

青等鱼苗600余尾，年底起鱼就
有了收益。

为了让塘里的鱼长快点、长大
点，同时又保证清水塘“生态鱼”的
品质，赵德发只用南瓜喂鱼。

除了打理竹园、茶园，侍弄
南瓜地就是赵德发每日第二门

“功课”。
房前屋后的边角地，还有

近处的湖滩地块，赵德发全部
刨出来种南瓜。烧制草木灰作
肥料、除草、松土……他还向别
人索要了“多样性”的南瓜种
子，春种一粒籽，夏、秋收获各
色各样的南瓜。

南瓜拎回家搁在屋檐下，
赵德发坐在小板凳上，悠哉悠
哉剖瓜，再用刨子刨成南瓜
丝。每天刨满一木盆就够了，
然后端到池塘边，一把一把抛
撒到固定的投食水域……半大
不小的花鲢、草鱼等，纷纷游过
来享用美餐。

每天喂鱼，是赵德发的快
乐时光。水花翻翻，看着鱼儿
争抢着享受他的劳动成果，他
开心地笑了：“它们最喜欢吃南
瓜丝，我天天喂，天天喂。”

据该乡扶贫工作站副站长
陈林介绍：“作为山区的姚村
乡，房前屋后的土地空间狭小、
零碎，我们鼓励和扶持贫困户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科学有效地
利用这些空间发展小微特色种
养产业，让方寸之地最大化发
挥增收效应。”

赵德发：
房前屋后成增收园地
◇特约记者 王祖清

初秋的清晨有些淡淡的凉
意。9月8日凌晨4点刚过，位
于宣州区水东镇的宣城市中良
枣业有限责任公司早已热气腾
腾。闭目轻嗅，香甜的味道弥
漫开来，飘得很远很远。

走进公司的生产车间，井
然有序的流水线上，工人们正
紧张地进行着蜜枣加工。分
拣、切割、淘洗、糖煮、养浆、老
烘……十多道工序过后，一颗
青枣便成功蜕变成了蜜枣。

“今年全镇青枣的产量只
有去年的一半，总共在150万
斤左右。”说起减产的原因，公
司负责人张学良解释得详细：
今年入汛以来，雨水非常充沛，
汛期过后，紧接着就是接连的
干燥天气，这对枣树的生长和
结果很不利。

甜蜜的事业在青枣收获结
束后才算正式开始。“这些天凌
晨4点开始，厂里就开锅煮枣
了。”张学良说，从8月23日起
公司就进入了蜜枣加工阶段，
现在正紧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
机，满负荷开展加工生产。“蜜
枣的保鲜期比较有限，虽然建
有专门的冷库，但难免会出现
小部分腐烂的现象。”

忙碌的身影中，稽亭村白
马山村民组村民程志国尤为醒
目，分拣车间里，他正专注地对
蜜枣成品进行分级。

“要把规格相近的放在同
一个筐里，方便下一步进行包
装。”他说，尽管在青枣加工过
程中经过了层层筛选，但仍会
出现一些品质和品相都不好的
蜜枣成品，这个时候也需要挑
出来放在一边，确保包装好的
蜜枣具有良好的品质。

年过七旬的程志国是工厂
的“老面孔”了，从2012年进入
公司工作起，他在这里一干就
是8年多。“我之前也是村里的
贫困户，每年这个时候能在厂
里干上一两个月，收入也相当
不错。”程志国感激地表示，家
里的青枣收完后，直接就被公
司上门收购了，自己根本不需

要花心思过多考虑销售。
小小蜜枣，走出“深闺”，远

渡重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现在中良枣业的销售模式
主要以电商平台为主。“产品不
仅远销沪苏浙等大城市，还出
口到周边其他国家。”张学良
说，如今，公司的蜜枣加工已实
现了产业化、规模化和多样化。

众所周知，水东镇是著名
的“中国蜜枣之乡”。近年来，
水东镇依托青枣种植传统和地
域优势，积极做好“枣文章”，发
展蜜枣产业成效明显。据统计，
目前，水东镇已经具有规模的蜜
枣加工厂近十家，种植青枣面积
达2万余亩。

一颗小蜜枣，做成大产
业。2017年，水东“甜蜜小镇”
被列入安徽省省级特色小镇
（试验）名单。2019年3月，又
被列入第二批安徽省省级特色
小镇名单。

根据《宣城市人民政府关
于加快特色小镇培育创建的实
施意见》，该镇确定了以现有的

“枣”产业为支撑，划定“甜蜜小
镇”规划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
核心区2平方公里左右，基本功
能布局分为“枣”文化产业园区、
水东老街商贸区、枣园种植采摘
观光区、民俗文化体验中心的四
大功能区。

特色带动，赋予了“甜蜜小
镇”新内涵。以“甜蜜”为主题，
近年来，水东镇全力打造涵盖
蜜枣种植、蜜枣加工、枣木加
工、枣木工艺、创意产业等蜜枣
产业，并且以蜜枣节、枣花节、
河灯节等传统节日为支撑，带
动“甜蜜”文化旅游产业，涵盖
婚庆服务、民俗体验等文化产
业，多策共建“甜蜜经济”。

下一步，该镇还将充分发
挥“甜蜜小镇”在综合区位、资
源组合、发展空间等方面的比
较优势，树立“甜蜜古镇·枣来
水东”的市场形象和品牌，努力
把水东镇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
首屈一指的枣产业集聚区和婚
俗文化体验中心。

水东：又到蜜枣飘香时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宋本金

9月8日上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
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向国家勋
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对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先进集体，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这其中，有一位“逆行者”来自宣城，他就
是宣城市仁杰医院门诊部主任、主治医师蔡军
民，他也是我市唯一一位获得“全国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殊荣的“逆行者”。

9月15日上午，记者在市仁杰医院门诊
部见到了载誉归来的蔡军民。他正像往常一
样，接待前来就诊的市民。

“全国有那么多抗疫工作者，就选了我们
1499个人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接受表彰，我
觉得特别幸运。”趁着空隙，蔡军民跟记者聊起
了自己在北京参加大会的情景，话语间难掩激
动之情。“虽然是发给我个人的表彰，但我觉
得，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个支援武汉的宣城医务
工作者。”

回忆起前往武汉参与抗击疫情的经历，蔡
军民直言“这是一辈子都难以忘怀的事”。说
着，他把时间拉回了数月之前。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猝然来袭。
“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去前线！”作为一名共
产党员，蔡军民笃定了想法。日常工作之余，

他积极做好防护服穿脱等训练。
事实上，在驰援武汉前，蔡军民一直参与

抗疫工作，无论是在宣城东高速出口防疫点测
量体温，还是在医院主持发热门诊工作，总能
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2月20日，50岁的蔡军民作为我市第五
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队长出发了。和我市前四
批次支援武汉的医疗队不同，第五批支援武汉
医疗队的任务的确更重。到达武汉后的第六
天，医疗队整体接管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发热
十七区。

20个病房，27位病人，接管初期，情况十
分严峻。其中一部分患者面临着病情加重的
风险。蔡军民和队员们采用了安徽省支援武
汉医疗队特有的“整建制接管”战术，再补充少
量其他医院“混编”的医疗力量，将团队原有的
50人扩充至70人，实行分组轮班诊治。精准
地施策、默契地配合，仅仅半个月，他们让“安
徽打法”在发热十七区显现疗效。

在武汉的二十多天时间里，蔡军民不分昼
夜连轴转，14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是常态。

“每天穿着沉重的防护服走在病区里，心率几
乎增快一倍，甚至都能清晰地听见心跳声。”他
坦言，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也是屏气敛息的
挑战。

作为团队的“主心骨”，除了承担起治疗患
者的任务，蔡军民还要做好队员们的后勤保障
工作：从吃穿住行到生活琐事，从心理慰藉到
健康保障……他一遍遍严格督促队员们做好
个人防护。“来的时候是50名队员，回去的时
候必须是50个队员，一个都不能少！”蔡军民
这样跟自己和大家说。

2月24日，92岁的高某被确诊后入院。
由于高某患有高血压长达40年，且有冠心病
等其他病史。自入院起，医疗队根据病情采用
了抗病毒治疗和中药联合治疗。3月11日上午
11点多，经过第五批支援武汉医疗队长达16天
的治疗，高某治愈后走出武汉市中心医院。

战时有我，有我必胜。在武汉驰援的日子
里，蔡军民总是第一个进入重症病房，积极参
与病区管理，成为团队里参与值班次数最多的
队员。为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蔡
军民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党代表”，在他的带
动下，第五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共有11名队员
火线入党。

辛勤结硕果。第五批支援武汉医疗队共
有3人获得“安徽省抗疫先进个人”称号，1名
队员荣获“安徽省最美同乡英雄”称号，他们所
在的安徽省第七批支援武汉医疗队获得“安徽
省新冠肺炎防控工作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本报记者 顾维林

“这份荣誉属于每一个支援武汉
的宣城医务工作者！”

时光飞逝，宣城老街早已悄然变脸，但曾在其中
嬉戏、生活、成长的奚本金老人，却不曾将她遗忘。

“老宣城四周有城墙遗迹环绕，街道是以十字
街为中心向四面扩散。”奚老向记者诉说起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宣城老街的模样：街道两旁的门面房
屋是砖木结构，带小瓦马头墙，大多是平房相连；
十字街东南角的百货公司，是当时除开元塔外的
最高建筑；宣城市区主街设在乌龟地形的背上，南
为头部，其他东、西、北三方皆成下坡式。

今年年初疫情期间，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在家
闲不住的奚老，拿起画笔，将记忆犹新的宣城旧景
致，用线描画的形式“复刻”到了纸上。

这110幅手绘画作，寄托了奚老浓浓的老街情
结。“我画的第一幅就是开元塔。”在奚老的记忆中，

始建于西晋时期的开元塔，可以说一直是宣城的城
市地标。“上世纪60年代前，宣城市民就有一说，外
出三天见不到开元塔就想家，在回来的路上，只要
远远见到塔尖，就喜出望外，有种到家的感觉。”

在五交化商场一画中，奚老添加的注解语也
透露了他的怀念之情：五交化商场面临老十字街，
商场门前是老城夜市美食的集中地，有手擀面、馄
饨、甜酒，还有煮兰花干子、蒲包干子的，一直营业
到黎明时分。

透过奚老的画，人们不仅能看到当时的房屋、
街道造型，也能了解到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情
况。大到烈士陵园、老宣城中学校园、灯光球场，
小到自行车修理铺、大中华理发店、宣城旅社等，
都在奚老的手绘中得到再现。

近日，在本地论
坛及部分微信公众
号上，一组细腻、形
象、完整的画作，将
人们的思绪带回到
记忆中的宣城老街。

这些画作的作
者奚本金今年已是
83岁高龄，是一位地
地 道 道 的 老 宣 城
人。他还因多年来
致力于宣城文化的
保护和开发，被人们
称为宣城的“文化老
人”、“活地图”。

目前，这组手绘
已被作为颇具参考
价值的历史资料，收
藏在宣州区档案馆。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文/图

八旬老人手绘画作
再现60年前宣城风貌

期盼还原旧时景

这些栩栩如生的画作，只有极少数参考了老
照片，大多全凭奚老的记忆和多年前的考证。

自幼爱好美术的奚老，多年来一直坚持画
画。上世纪50年代初，他为绘制《宣城市区地
图》，细致走访，了解实况，所以对宣城老街的模样
记忆深刻。“这些场景仿佛就在我心里，画起来很
快，有时1天就能画两幅。”完成110幅画，奚老仅
花了70多天。

记者在他的图册上看到，不仅有画，奚老还用
文字详细解说了老街的模样。更让人感到惊讶的
是，不仅是店名、店面排序、甚至是老板的姓名，奚
老都能八九不离十地说出来。

目前，这本图册已被作为颇具参考价值的历

史资料，收藏在宣州区档案馆。“那时人们没有相
机，所以保留下来的老照片很少。奚老的画，有考
证，有注解，很有参考价值。”宣州区档案馆工作人
员如是说。

这些画作被本报微信公众号（宣城发布）推
送后，引起很多老宣城人的共鸣。奚老很高兴
有人和他一样怀念着老街，他说他一直有一个
心愿——希望宣城能建一条真正的老街，将这
些旧时景象还原。

“老街是城市记忆，是我们的根，是宣城深厚
历史文化底蕴的佐证。”奚老说，他希望后辈们依
然可以见到我们城市的记忆，而不是仅仅通过老
照片和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