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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声]

编辑同志：
我有一台小收音机，随身携带，经常收听中央、陕西省和商洛市人

民 广 播 电 台 的 广 播 节 目 。 春 节 期 间 ，我 到 居 住 在 乡 镇 的 岳 父 母 家 过
年，也带着我心爱的小收音机。谁知道，一到地方打开收音机，听到的
却是一片噪声。我仔细搜索了几遍，还是噪声一片。我感到很纳闷，
现在，通信技术如此发达，各种资讯泛滥成灾，为什么在镇村却收听不
到广播节目？是因为我的收音机功率太小？还是有别的什么原因，我
不得而知。

记得 30多年前，我在乡镇工作时，家家户户都通有线广播，定时定点及
时把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的声音传播到千家万户。如今，资讯发达了，电
视、手机、网络等产品和信息四通八达，但很多都需要付费，而最基本、最广
泛、最正规、最高效、最廉价（免费）的广播节目，在镇村却听不到了，这种现
象很不正常。因此，希望我们的宣传、文化机关，要加强农村广播事业发展，
让广播继续传送到千家万户。

首先，我建议在镇村广泛建设广播转播台，让广播信号覆盖村村寨寨、
沟沟坎坎。这项工作，从技术和硬件设施设备方面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现
在的电视、手机、网络信号，已经基本覆盖了农村各地，广播信号的覆盖，不
一定非要建设新的信号塔，完全可以和电信、移动、联通、广电等大公司合
作，搭载它们的“顺风船”，实现广播信号的全覆盖。其次，建议在镇政府所
在地、村（社区）、集贸市场等人员相对集中的场所，用高音喇叭播报中央和
省、市、县的广播节目，传播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的声音，汇集正能量，丰富
村民的文化生活。 读者 和永全

农 村 广 播 不 能 少

编辑同志：
丹凤县龙驹寨街道凤冠社区是全县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点，春节前夕和

春节期间，社区几乎每天都组织开展“家门口”的年货市集活动，来自全县各地、
居住在社区的居民，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民情风俗，在街市摆摊设点。有的
出售腊肉粉条，有的出售香菇木耳，有的出售针织刺绣，有的出售碟盘碗筷……
大到沙发家居、灯饰用品，小到针头线脑、食品调料、春联花卉，凡是想要的东
西，都可在街市上购买到，那一阵阵吆喝声、货品碰撞声和食物的香气、涌动的
人流一起点燃了家门口的“烟火气”。这种便民利民举措值得点赞。

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强与不强，一方面取决于居住地的设施环境，另一
方面取决于居民与社区关系的亲近度。当居民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时，就与
社区关系松散疏离，归属感便不强。如果人们在社区内的生活足够方便，家
门口有了更多“烟火气”，心中的归属感也就强了。

人间烟火的真正底色是美好生活，是那些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
具体场景。龙驹寨街道凤冠社区的做法，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
验。在“家门口”的年货市场上，人们不仅能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产品，享受
着挑选和讨价还价的氛围和过程，还能唤起对老家绵绵的乡愁，购物场景与
社交场景相互交融，浓浓的人情味于言谈举止间产生，赏心又悦目。当然，
这种气氛并不仅仅限于年货市集这类场景，健身绿地、社区食堂、居民活动
室……凡是能满足群众需求、聚起人气的地方，处处皆有烟火。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社区人气旺，城市的活力就足。社区便民生活圈
的不断升级、嵌入式服务逐步完善，也会
创造出更多能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
需求的载体，而凝聚于其中的“烟火气”，
不仅会成为助燃市场的火苗，拉动消费、
带动发展，也能映射出一座城市的面貌
和气质。 读者 程毅飞

为家门口的“烟火气”点赞

编辑同志：
在一座有爱的小城里，很多时候，我

们都感受过来自陌生人的善意，也许是公
交车上的一次让座，也许是行车途中的善
意避让，也许是向陌生人问路时的耐心告
知……一座小城的“温度”才是解读小城
的终极密码。

镇安是一座有温度的小城，古有
“孝友”张仲、好知县聂焘、一代廉吏晏
安澜，今有全国“孝老敬亲模范”提名陈
进梅，“中国好人”雷娇、马华。翻开厚
重的镇安志书，一个个令人感动的人物
和故事，让镇安温暖如煦。无数勇敢
的、无私的、敬业的名字如星辰般闪亮，
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让人动容，让我
震撼。镇安这座小城，一直有着崇善向
善、温暖大爱的优良传统。

一座城市的温暖需要传承，更需要
传递。钢筋水泥铸就的繁华原本冰冷，
但是无数个辛勤奉献者温暖着城市，让
镇安拥有了恒久的温度。在小城镇安，
每天都在上演着令人感动的故事：交通
警察利用业余时间，为上学放学的中小
学生保驾护航；公务员们捐款捐物，无
偿资助大学生；“红马甲”们去养老院，
义务照顾孤寡老人……正是有了这些
默默付出的劳动者，才汇聚成镇安这座
动人而耀眼的温暖之城。

镇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
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并在一
直致力于发展和繁荣城市文化的今天，
不断加快着城市建设。

一 座 城 市 的 发 展 ，不 仅 需 要“ 高
度”和“速度”，同样也需要“温度”。镇
安这座有着 1300 余年历史的文化古
城，既拥有着现代都市打拼追梦的快
节奏，又保留着老镇安悠闲舒适的慢
生活。熙熙攘攘的早市和菜市场里，
此起彼伏的吆喝声，热闹的讨价还价
声，新鲜水嫩的瓜果蔬菜，琳琅满目的

特色小吃……鲜活的市井生活温暖着
每一个镇安人。塔云山云海的壮美，
木王杜鹃花开十里，金台山密境禅意，
云盖寺浩瀚如织的古镇文化……越来
越多的人来到小城镇安，爱上小城镇
安，他们何以触摸小城之暖？如何感
受小城之善？也许这座小城让他记住
的，只是一些小事，一句问候，一个微
笑，这些稀松平常的瞬间，就是镇安特
有的温度。

“此心安处是吾乡”。如果说城市
是一个载体，那么一座城市的速度、气
度、热度、尺度、厚度、态度……汇聚在
一起，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城市的
温暖来自爱与包容，来自传递和给予，
将每个人的温暖汇聚在一起，才是一
座城市最舒适的温度。镇安是一座历
史悠久的文化之城，是一座活力迸发
的时尚之城，更是一座惠风和畅的温
暖之城。镇安县有 29.57 万人口，3487
平方公里。而就在这片并不广阔的土
地上，“中国好人”“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好人”层

出不穷……铸就了建设“一都四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镇安之魂。

城市营养的滋润，孕育出一代又一代、
一群又一群、一个又一个镇安好人，这是
文明的力量。小城镇安的温度是目光所
及的温暖，是触手可及的感动。因为工作
关系，我采写挖掘过镇安很多感人的典型，
走访慰问过镇安许多模范，他们的可歌可
泣的故事，让我动容，让我震撼，这些动人
的事迹，拱起一片片良知与道德的高地，
拱起一座充满大爱的绿洲，小城镇安——

“温暖之城”当之无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筑一座

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美人物
永远都是一盏照耀人们前进的明灯。
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当代，镇安大地上
涌现出的善美人物都是众多的。那么，
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去完成这些平凡
而又伟大的善举？

答案只有一个，是镇安人民的善良
在传播、爱心在传递、真情在感染。人
人心中都有一个春天，镇安才会更温暖、
更美丽！ 读者 南 星

一 座 小 城 的 温 度

编辑同志：
“同志，请问这高速

什么时候能通？孩子发
烧了，烧得厉害，急着送
医 院 啊 。”2 月 23 日 凌
晨 ，正 在 凤 凰 西 收 费 站
执勤的省路政执法总队
第十支队六大队执法人
员 接 到 外 地 车 主 求 助 ，
车 上 1 岁 儿 童 突 发 高 烧
需 要 紧 急 送 医 ，但 受 恶
劣天气影响高速公路临
时 管 控 无 法 通 行 ，希 望
得到执法人员帮助。

见情况紧急，执法人员
立即通过车辆开道护送的
方式，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一路警灯闪烁、警笛长鸣，
开辟了一条“绿色高速通
道”。沿途中，执法人员不
断安抚家属情绪，提前联系
高速交警、收费站人员疏通

紧急放行通道，原本一小时的路程，仅用时30分钟，就将发
烧儿童及时护送至当地医院，为治疗赢得了宝贵时间。

面对关键时刻果断伸出援手的执法人员，患儿家属感
激不已，连声道谢。看到患病婴儿及家人安顿好后，执法人
员才安心离开，回到除雪保畅第一线继续执勤。为执法人
员点赞！ 读者 宁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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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商南县十里坪镇市场监管所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了2024年春季校园及周边食品安
全专项监管检查，守护广大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通讯员 代绪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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