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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晖夕晖
位于合江镇之陵罗两江交汇

的东堤上，有一个占地面积仅 4100
平方米的小公园。每天光临公园
者络绎不绝，尤其清晨时段更是热
闹。小公园何来如此诱人的魅力
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小
的公园，载着满满的正能量。

这小公园，地面采用朱红色瓷
砖铺就，美观大方，光洁绚丽。400
多米长的绿道贯穿南北，葵树植根
两旁，常绿如茵。漫步其间，凉风
抚面，惬意极了。低处的花卉一簇
簇，姹紫嫣红；高处的树木青翠欲
滴，错落有致，一派清新气息。

这小公园，不设专用门，只要

不践踏花草，都可以潇洒地进出。
西侧临江水深，那实木雕花栏杆是
游览者的安全保护神。晨曦里，有
依栏吹笙起舞之乐；晚霞里，有观
赏垂钓夕阳的惬意。

这 小 公 园 ，还 设 有 健 身 区 。
100 多米长的石子休闲健身路，安
装健身器材 20 余件。设置羽毛球
场2个，乒乓球台2张，舞蹈区3个，
大理石方台两套，兼具实用的休
闲、健身功能。每场区间均设置卫
生、体育、健康等知识宣传专栏橱
窗，图文并茂，通俗易懂。

晨运时，人们各择所好参加活
动，踩石道的潇洒走一回；跳广场

舞的，旋律优美哒哒；人气最盛的
要算做第六套广播体操的场景了，
这些人都是60后居多，动作节奏整
齐划一，连路人都会驻足观看。还
有打乒乓球的、羽毛球的，吊单杠
的……运动累了，还可以坐在大理
石座椅上休息一下。

是啊，公园如今不是城市人的
“专利”了。合江镇委镇政府为使村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得到提升，极力
打造“振兴乡村”这张名片，让村庄变
景点的新理念推动乡村发展，因地制
宜，建成开放这个小公园——合江民
心公园。民心公园让群众的欢乐变
多了，提升了生活品质，堪赞！

为民心公园点赞
■周华太

1975 年前后，化州北部山
区连通各乡镇的都是黄泥公
路，宽不到四米，只能通过一
辆解放牌汽车。这样的公路
在晴天，大风一吹，尘土飞扬，
过路的人吃了不少灰，眼睛鼻
孔里全是尘。而每年夏天，雨
水增多，到处坑坑洼洼的，稀
泥能没到脚踝处，过路的人走
不动，来往的车辆也经常打
滑，出行十分困难。

即 使 是 这 样 的 恶 劣 天
气，也有乡亲们到公社办事
或者去集上购物，当他们喜
气洋洋地带回好消息：公社
广场或者文楼墟今晚要放露
天 电 影 了 ！ 左 邻 右 舍 的 叔
婶、哥嫂，还有从广州、佛山、
江门等地来化北山区下乡的
男女知青，和我们一帮十岁
左右的小屁孩，就会欢呼雀
跃，迫不及待。

人们忙完一天农活，太阳
已经下山了，大家赶紧生火做
饭，三扒两口吃完，就从墙角
拿出一截表面带有一层油脂
的木材，我们称之为“明脂”，
捆扎好火把，便成群结队往几
公里外的露天影场赶去！我

们先走一段公路，再上山抄一
段近路，匆匆忙忙，大汗淋漓，
就为了能赶在放映前去到，可
以看个全片。

那时的电影放映员很体
恤群众，知道农民都是早出
晚归的，就尽量推迟时间，看
见 附 近 的 村 民 来 得 差 不 多
了才放映。那段时间的电影
以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
斗故事片居多，如《地雷战》

《地道战》《野火春风斗古城》
等；还有就是一些《红色娘子
军》《龙江颂》《智取威虎山》
之类的样板戏。国外的影片
比 较 少 ，只 有 苏 联 、南 斯 拉
夫、朝鲜等国拍摄的几部影
片。

我最喜欢看的电影有：
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
像》、朝鲜的《卖花姑娘》、苏
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国
产片《渡江侦察记》《三进三
城》《苦菜花》等。那时候，一
个月能看一二场电影，就是
农村人的文化大餐了，即使
在下雨的广场上戴着斗笠、
披着雨衣也不愿放弃，都要
嘻嘻哈哈地把电影看完。有

些悄悄谈恋爱的年轻男女，
在电影场边的瓜子摊上，花
五分钱买一杯炒葵瓜子，用
小手帕包上，躲在角落里一
边 嗑 瓜 子 ，一 边 说 悄 悄 话 。
等电影散场，已是深夜十一
二点，同一个生产队的人员，
便招呼到一起，点燃准备好
的火把，照亮脚下的崎岖山
路，说说笑笑回家，期盼着下
次又放电影，再来一饱眼福。

谈恋爱的男女青年，一
年看上几场电影，一来二去
感情成熟了，到公社扯结婚
证，操办喜酒，成了一家人。
这露天电影，成了他们的红
娘，促成了一段又一段美好的
姻缘。

大约在 1977年前后，化北
的几个公社领导，专门去县里
找有关部门协商，请他们的电
影放映员，每月到我们山乡放
映一二场电影。乡亲们便可
以在家门口看电影了。

直到 1979年以后，化州各
个公社才有了专门的电影放
映队，并逐渐建起了电影院。
看露天电影成了我们这一代
人，最珍贵的记忆……

看露天电影
■赵善超

如 果 你 想 寻 找 纯 天 然
的、不含化学物质的清洁方
法，不妨试试柠檬。柠檬有
以下用途。

1.清洁菜板。可以把柠
檬切成两半，把果汁挤到菜
板上。用挤出来的柠檬汁摩
擦案板，静置20分钟，再用清
水冲洗干净。

2.清洗小白鞋。酸性的
柠檬汁具有漂白剂的作用，

可以用来清洗被染色的衣
服，把脏衣服放到水里，加入
几片柠檬，然后煮沸几分钟
即可。此外，白鞋子脏污后
可以用柠檬擦拭污渍，之后
再洗净。

3.清洁食物容器。有些
装食物的塑料容器用久后颜
色会发黄，且粘有污渍。可以
把柠檬汁挤到上面，再用柠檬
擦拭。然后，让容器在阳光下

风干后正常清洗，顽固的污渍
就会消失。

4.清洗刨丝器。可以在
用完刨丝器后，把柠檬切成
两半，擦拭剖丝器锋利的一
面。它能清除残留物，并留
下新鲜的柠檬香味。

5.擦拭铜制器具。把柠
檬切成两半，撒上盐，用其擦
拭铜制烛台或器具，铜器就
能光亮洁净。 (周铭)

柠檬汁是天然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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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光浴。徐永锐 摄健康与生活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梁瑜智

本报讯 昨日上午，茂南
区金塘镇第一小学全体师生
3000 余人集会，举行茂名日
报社全媒体小记者站授牌
仪式。茂名日报副总编辑
朱培斌出席并为该校小记
者站授牌和颁发站长、副站
长和指导老师聘书。

金塘镇第一小学是一
所非常漂亮的学校，环境优
美，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成
绩喜人。朱培斌在讲话中
说，该校在很短的时间里就
组织了首批 45 人的小记者
团 队 ，并 且 小 记 者 踊 跃 投
稿，已有十多名小记者稿件
见报，说明金塘一小的小记
者表现是非常积极和优秀
的。他希望双方紧密合作，
探索出更多更好的教育方
式方法，积极拓展素质教育
阵地和平台，小记者也越来
越优秀和出彩。同时寄语
小记者们，珍惜小记者的荣
誉 ，积 极 参 与 校 园 新 闻 采

访、播报，勇于锻炼自己，表
现自己。

金塘镇第一小学校长、
茂名日报社金塘镇第一小学
全媒体小记者站站长黄金荣
认为，成立小记者站意义重

大，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
能培养同学们善于观察、思
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能培
养同学们的语言表达和写作
能力。他希望已经成为小记
者的同学以及准备加入小记

者的同学，积极参与小记者
站的活动，在活动中了解社
会，增长才干，提升能力，积
累经验，提高能力，争取为将
来能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打
好基础。

金塘一小成立茂名日报社全媒体小记者站

■通讯员 邹玉芳

本报讯 为巩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进一步建设美丽宜居村庄，前日下午，茂
南区鳌头镇组织合岗小学全校师生开展

“小手拉大手，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小手拉大手，助力乡村振兴”活

动，旨在以人居环境整治活动为契机，
通过小手拉大手活动，带动全体学生做
好自身卫生，并带动家庭成员、亲戚邻
居，做到不乱丢乱扔、乱堆乱放、乱搭乱
建，做到门前屋后无杂草、无垃圾，家中
卫生整洁，院内和家中物品摆放整齐、
鸡鸭实行圈养，营造干净舒适的生活环
境，助力乡村振兴。

活动中，合岗小学全体学生在老
师、家长和镇、村委干部、区人居环境整
治“村村过关”督导验收组第五组组员的
陪伴下，一起到合岗村委工业街路段、书
房屋村捡拾果皮纸屑、清扫路面的垃圾，
用实际行动为家园“美容”，同时向过往
村民宣传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内容和意
义，入户向村民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
师生们的带动下，很多村民都积极参与
到活动中来，认真排查环境卫生死角，大
力改善了合岗的人居环境。

鳌头合岗小学

开展“小手拉大手
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记者 周燕红

本报讯 昨日，茂名市百名盲
人就业培训计划第二期培训班
毕业典礼在市爱心残疾人职业
培训学校举行。市委统战部、市
工商联，市残联理事长陈有宽，
市盲协主席、市爱心残疾人职业
培训学校等领导参加典礼，并为
33名盲人学员颁发盲杖，鼓励他
们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茂名市百名盲人就业培训
计划是由市委统战部、市工商

联、市光彩事业促进会主办，由
市残联、市盲人协会、市爱心残
疾人职业培训学校承办，是我
市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残
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的具体举措。培训班分三期，
每期 6 个月，由社会各界爱心企
业家捐资，共投入 120 万元为全
市 100 名盲人朋友提供免费培
训 服 务 。 经 过 半 年 的 学 习 培
训，第二期培训班 33 名盲人学
员于昨日正式毕业。通过本期

培训学习，33 名学员不仅掌握
了按摩专业技术知识、定向行
走和盲文，还学习了电脑操作
和生活知识，更大的收获是结
交了朋友，收获了友谊，开拓了
视野，增强了信心。目前，毕业
的 33 名盲人学员中有 6 人选择
自主创业，24 人被定向推荐实
现就业，2 人被推荐继续进修
小儿推拿技能。

学员代表陈树源在毕业典
礼上开心地说：“这次培训让我
们学到了许多推拿按摩理论知

识和技巧，也让我对这个行业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向往。我
希望用这双手为有需要的人提
供服务，让自己的人生也能发
光发热，尽情燃烧自己的价值；
让社会更多的人看到，盲人早
也不是家庭和社会的负担，而是
为社会、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的
一份子。”

据了解，百名盲人就业培训
计划使盲人学员经过培训就业
创业，实现生活有保障、收入
有来源、参与社会有基础，全

面 促 进 我 市 盲 人 按 摩 行 业 健
康 有 序 发 展 ，也 为 我 市 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市加油助力。下
一步，主办单位将继续推进茂
名市百名盲人就业培训计划，
确保第三期培训班顺利开班，
为 盲 人 朋 友 办 好 这 件 实 事 ，
抓 好 项 目 的 落 实 。 同 时 ，主
办 单 位 还 希 望 社 会 各 界 爱 心
人 士 继 续 发 扬 好 心 精 神 ，支
持 盲 人 就 业 培 训 计 划 ，推 进
残 疾 人 事 业 发 展 ，助 力 我 市
乡村振兴。

我市百名盲人就业培训计划（第二期）圆满完成

33名盲人学员顺利毕业 ■茂名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吴捷
通讯员 吴惠华

本报讯 日前，高州市教育局联合该
市市场监管等相关部门及潘州中心学校
检查了城区 52 间校外培训机构，对疫情
防控、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进行专项督
查，督促该市校外培训机构务必增强疫情
防控意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力
做好校外培训机构的疫情防控和安全管
理工作。

据介绍，该市各督导组采取抽查方式，
在城区同步开展督查。督查内容主要包
括人员管理、场室通风消毒、物资储备、
应急处置预案、台账记录等。从检查情
况来看，各培训机构均按照疫情防控工
作要求全面加强培训人员的管理和场
室消毒，出入进行测体温、查验健康码
和行程码，对体温仪、消毒设备、洗手
池、水龙头等设备进行检查，并对机构
场所进行无死角防疫消毒。开班前组
织一次疫情防控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
生突发情况，应急预案能够即时启动，
应急处置科学、有效。同时，建立培训
机构教职员工台账、学员台账、机构场
所消毒台账、防疫用品存放台账、外来
人员到访台账“五本台账”，切实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让防疫工作做到可逆
可塑。通过督查发现，有个别培训机构
存在对人员管理环节落实不细、防疫物
资储备不足、出入人员登记和测温不规
范等问题。对此，该市督导小组现场提
出整改见，要求相关培训机构立即进行
整改，限期整改到位。同时，该市各镇
（街）、中心学校也联合相关部门对辖区
培训机构开展了督查行动，对各镇（街）
所在地的校外培训机构全面开展拉网式
检查，确保校外培训机构全员落实防疫
工作，安全无漏洞。

高州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疫情防控专项督查

清晨起床，听到外面传
来零星的鞭炮声，我翻翻日
历，原来今天是农历二月二。

在我的老家，二月二是
一个标志性的节日，不亚于
春节，这一天标志着人们即
将 告 别 冬 闲 ，进 入 春 耕 时
节。

民以食为天。二月初二
这天，母亲总是早早起床打
囤。一大簸箕锅灰，在院子
里撒成一个大圆囤，囤里放
上稻谷、玉米、豆子等。打囤
寄托了庄稼人对五谷丰登、
风调雨顺的期盼和向往。现
在好了，庄稼人终于不再发
愁粮食不够吃，家境殷实的
人家还可以卖些余粮。

剃龙头，走好运。乡间
有“正月里不理发，二月二剃
龙头”的习俗。二月二这天，
乡间家家理发店的生意空前
忙碌起来，大人小孩男女老
少都赶在这一天去理发讨个
好彩头。我的小侄子赶在虎
年春节前出生，毛发整整蓄
了一个正月，二月二，母亲乐
颠颠地跑去给小孙子剃喜
头。

吃炒豆，保平安。二月
二，母亲翻出陈年所剩不多
的黄豆，把豆子放进大铁锅
里，给我们炒豆吃。咸豆是
最好炒的，直接把豆子和沙
土加盐放在锅里翻来搅去，
豆子在锅里噼里啪啦，热闹
有趣，待到豆子变色慢慢溢
出香味就可以吃了；炒甜豆
要加白糖或红糖，味道略有
不同；炒五香豆是最费事的，
当然也是最好吃的，豆子要
提前泡好，晾干，加上八角、
大料、茴香、花椒等香料。炒
豆关键是掌握好火候，母亲
一会儿翻豆子，一会儿添柴
火，没点耐心是干不了这活
的。母亲做的炒豆香甜酥
脆，嚼一把满口香，是我儿时
最爱吃的零食。

如今，乡下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粮食年年丰收，衣食
得以无忧，养老医疗都有了
基本保障，然而母亲依然保
留着二月二打囤、理发、炒豆
的习惯。在她老人家心里，
这些习俗不仅是一种隆重的
节日仪式，更是一种对幸福
生活的感恩和敬畏。

二月二
■ 徐俊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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