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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帮助学生
快速从假期生活回归到
校园学习生活，进一步
推进学校教育教学和安
全工作的开展，方山县
马坊镇寄宿制中心校开
展新学期“开学第一
课 ”。学校从行为习
惯、疫情防控、返校收
心、安全教育、学习北京
冬奥会精神、思想道德
建设、上台演讲等方面
着手，带动全校师生快
速回到工作学习中来，
使同学们以饱满热情昂
扬的斗志迎接新学期的
到来。 侯利军 摄

直到正月初二，史旭成才真正忙完了
一年的辛勤劳作，有了难得的闲暇时光，与
家人团聚，享受这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

这几年，每年正月初四，他就得开始准
备新一年的忙碌。2021 年，他的豆腐坊再
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他的产品除了得到兴
县本地人的认可外，临县、岚县、太原的客
户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去年，他的产品
顺利打进了陕西神木和内蒙古的鄂尔多斯
市，除去 8 名工人的工资和其他开支，2021

年，他的纯收入超过了 20万元。
大年初二，趁着和家人团聚的机会，史

旭成又盘算着今年如何扩大生产规模，提
高生产能力、满足市场的需要。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豆腐制作这一古
老的技艺，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各
地有各地的做法和风味。据史旭成介绍，
兴县豆腐也是有两种做法和风味，一种是
石膏点制，一种是卤水点制，两种豆腐同样
白嫩细滑，豆香扑鼻，但吃起来还是略有差
别。卤水豆腐是我国最传统、最古老的豆
腐点制技艺、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由于工
序复杂、环节严谨、制作麻烦，因而已逐步
淡出市场，消失在人们的视野。

史旭成的老家是兴县罗峪口，他的爷
爷曾经是罗峪口一带小有名气的卤水豆腐
制作艺人，逢年过节，都会走村串户为周边
临近的人家制作豆腐。天资聪颖的他从小
受爷爷的熏陶，耳闻目染就掌握了这一古
老的技艺。爷爷去世后，他经常用从爷爷
那学来的老手艺给自己家里制作豆腐，不
知不觉中技艺得到提高。

史旭成原本是兴县发电厂的一名工
人，20 年前，由于工厂倒闭失去工作，没有

了收入来源，经过再三考虑，他重新拾起爷
爷留下的古老技艺做起了豆腐生意。

刚开始时，只是夫妻二人制作，靠街
坊邻居消费，一锅豆腐经常是还没出街就
被销售一空。史旭成体会到了传统卤水
豆腐的独特魅力，也看到了这一产业的前
景和希望。于是，他在兴县圪洞村租了间
面积 200 多平方米的门面，并办理了兴县
第一家经工商行政部门核准发证的豆腐
作坊。

史旭成是从农村走出的来的，能吃苦、
肯专研、有耐心是他的优点，这也是他能够
做好这个产业的重要资本。由于他在选料
上严格细致、制作上严谨规范、卫生上从不
偷懒，所以制作出来的豆腐原汁原味、地道
传统。2018 年，他的豆腐参加了全国地方
特色绿色食品大赛，获得了金奖。

几年下来，史旭成的名声大噪，生意也
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不但成为了兴县豆腐
业的老大，而且产品也走向了周边县市。
豆腐坊的不断发展还带动了周边剩余劳动
力的就业和黄豆种植产业，每年可转化黄
豆 20余万斤、带动就业 30多人。

“发泡、磨浆、蒸浆、点化、筑型，各个环
节都有严格的标准，不要为了节约成本或
者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减少工序，这是制作
豆腐的制胜秘诀，也是我做生意、做人的原
则。”史旭成告诉记者。

如今，史氏豆腐成为了兴县老百姓走
亲访友必带的礼物，也成为了兴县特产中
的又一张靓丽名片。

近日，由于天气异常寒冷，多处道路出现大量
积冰现象，有的是人为泼洒所致，有的因下水管道
堵塞，道路结下厚厚的积冰，给过往行人车辆出行
增添了诸多不便。离石环卫中心机扫处机动人员
在日常巡回工作中，对道路结冰情况尤为重视，他
们坚持文明创建常抓不懈，更在经常抓、细致抓、长
效抓上下功夫，旮里旮旯地寻找结冰路段，并对城
区所涉积冰区域进行随时发现随时清理。

2月 14日，笔者在市区滨东路生态园社区旁边
看到，大约有 50多米长的道路路牙石下结了厚厚一
层冰，行人经过冰面时小心翼翼，更有的是绕道而
行，生怕摔跤。面对路面上的冰层，身穿深蓝色服
装的机械司机们个个卯足干劲，利用自己手中的铁
锹、铲子等工具，一锹一锹、一点一点地认真除冰，
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成为春寒料峭中一道感动你
我的靓丽风景线。

在除冰现场，大家发扬着不怕苦、不怕累、不怕
冻的精神，配合有序，你拿铲子我拿铁锹，你一铁
锹、我一铁锹地全力以赴铲除路面结冰，保障城市
道路畅通。经过连续的奋战，该区域结冰路段基本
被清除干净，使每一位路过的市民都可以放心地迈
开脚步，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我早上上班路过这儿时发现路面结冰了，那会
天还黑着呢，差点就摔了一跤。现在你们清除了道路
积冰，方便了我们居民出行，市容环境也得到有效改
善，非常感谢你们。”道路两侧居民和商户高兴地说。

“新年新起步，我们的部分机械司机是机动人
员，哪里有需要，他们的身影就在哪里。从来不分
上班、下班，只要哪里需要突击，哪里需要人手，他
们都会毫无怨言地奋战在第一线，积极解决群众关
注、关心的问题。”该股室负责人李静如是说。

新年新开局，文明我先行。文明城市创建是体
现在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机扫处机械司机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让文明新风吹遍石州城的各个角
落，他们将把好的干劲和势头持续下去，把好的做
法和机制延续下来，让创城成为常态，让文明新风
常驻，坚定信心，决战决胜，确保如期实现创城目
标，为石州城赢得文明城市这张沉甸甸的城市名
片展现新风采，更为美丽石州城建设添光彩。

本报讯 （记者 木二东 通讯员
郑东慧） 在疫情防控形势下，一张核
酸检测证明成为大多数人春节后返
岗复学的必需品。当前，进入节后返
岗高峰期，群众返岗前核酸检测也进
入高峰。石楼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
采取有力措施，加强核酸检测各项工
作力度，确保满足群众检测需求，助
力群众健康安全返岗。

2月 21日一大早，记者来到石楼
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核酸检测采样
点，看到现场已经排起了长队。市民
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间隔一米，依次
进行登记、检测，前来检测的除了住
院患者和陪护家属，很大一部分是外
出复工复学人员，今年上大二的王麒
宇就是其中一位。“还有两天就要去
学校了，今天提前过来做检测，对自
己负责，也是对同学负责。”王麒宇
说。

“现在不管去哪里，都需要核酸

检测证明，明天我就要去外地上班，
就来这里做检测，现在做，晚上就可
以在手机上看到结果，非常方便。来
医院看到做检测的人很多，但是我们
排队排得也不久，医院服务挺好。”
刚刚做完核酸检测的张大姐说。

为全力保障返岗高峰群众的核
酸检测需求，石楼县医疗集团人民医
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
为“愿检尽检”人员提供核酸检测服
务，确保核酸检测工作井然有序，为
群众健康安全返岗复工复学保驾护
航。

石楼县医疗集团副院长王红丽

介绍，为全力应对核酸检测高峰，满
足群众核酸检测需求，医院多部门配
合，优化检测场地，调整上下班时间，
增加检测人员，扎实有效做好核酸采
样、检测、信息录入、审核、上传等工
作，确保了群众能够及时准确查询到
检测结果，现在每天核酸检测的人数
在 200 人左右，最高峰每天在 600 人
左右，其中上午 8 点半到 10 点半，下
午 1 点到 3 点为高峰时段。同时，积
极配合县防控办，落实相关工作要
求，设置临时核酸采集点，医护人员
还进村入户进行核酸采样，方便老百
姓，防止高风险地区人员流通，降低
感染风险。

据统计，2 月 1 日至 2 月 20 日，
石楼县医疗集团人民医院共完成核
酸检测 5171 人次，采样现场秩序井
然、流程顺畅、检验快速，为复工复
产 复 学 提 供 了 坚 强 有 力 的 医 疗 保
障。

老手艺打开新市场
□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本报通讯员 张亚东

石楼县：复工复学迎高峰 核酸检测有序进行

离石环卫中心

文明我先行
铲冰除雪忙

□ 李海兰

市民有序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环卫工人正在奋力除冰环卫工人正在奋力除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