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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4 月 的 山 间 ，花 兀 自 开 、树 兀
自绿，溪水潺潺、山道弯弯。我市
北郊的花山之上，一间石头老房
子孤立半山腰，烟囱里冒着缕缕
青烟与山岚飘忽相融。

今年 66 岁的龙道友，在大山里
默默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那古
铜色的脸盘上，皱纹就像是大山的
沟沟壑壑，坚毅质朴。让当地人称道
的是，他拥有手工制茶技艺，且在山
间石房子里一做就是40年。

灶里架着干柴，一口大铁锅烧
得火星直溅。龙道友不紧不慢地挑
拣着刚从山上摘下的茶草 （未制
作 的 茶 为 茶 草 ， 制 成 后 方 为 茶
叶)，感觉火候已到，他便将一筛

子茶草倒进锅里。伴随着锅里的
“叭叭”作响声，龙道友的双手如
同两把铲子不停地翻炒起来，手
掌几乎贴着滚烫的锅面。翻炒时
稍有不慎，手掌触及铁锅即会烫
伤，但令记者称奇的是——龙道
友翻动的双手安然无恙，可见其
制茶的功夫何等娴熟。

制 茶 工 艺 流 程 大 致 分 为 ：杀
青；揉捻；烘干；提香。

龙道友告诉记者，现在茶工难
找，制茶也就他一人，好在自家种
的茶叶面积不大，一年中也只需
忙活一个月左右。“采茶不是按斤
两计酬，工钱一百元一天，管一顿
午饭，这样采茶工就无需图快，避

免了掺杂没用的老叶子。”
下 午 开 始 制 作 茶 叶 ，龙 道 友

说，如果茶草多，他一个人要忙到
夜间十一点才能下山。摘茶炒茶
这些日子，他每天 4 点多起床，5
点上山，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才
能到制茶的石房子。

在花山脚下的乡村里，龙道友
是出了名的勤劳人、大好人，常有
当地茶农拎着自家山地摘的茶草
来加工，他再忙也要当天给人家
制好干茶（因为茶草不能过夜），
且从不收加工费。龙道友说：“乡
里乡亲的，自家喝的几斤茶，我都
不收钱，几十年一直这样。”

龙道友有两个儿子都各自成

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离不开家
乡和花山，离不开这一年一度的
制茶好时光。

后记：安庆市是产茶大市，经多
年努力，茶叶品牌形象已有质的提
升，制茶大师不断涌现，已有多名非
物质文化遗产制茶传承人。龙道友
默默无闻地制作茶叶 40 年，坚持手
工，坚守工艺技术，他只是这个业界
里的一个个体，无人知晓，但就是这
样的涓涓细流，让整个安庆茶叶市
场风生水起，扬帆远航。

手工艺人：制茶
记者 吴有为 文/图

视 觉

“你们好，疫情防控人人有
责，病从口入，请大家在就餐时主
动使用公筷公勺，保持良好的公
共就餐习惯……”

4月14日上午，迎江区龙狮桥
乡长青社区在辖区开展以“多一双
公筷、多一份健康”为主题的公筷
公勺文明用餐宣传倡议活动。社
区干部走进辖区的大小酒店、餐
厅，向辖区餐饮经营单位宣传使
用公筷公勺，并于午餐时间向就餐
市民发出“公筷行动”倡议书。

此次活动中，长青社区通过

发放倡议书及张贴公筷公勺提醒
标志等方式，积极动员辖区餐饮
单位及就餐市民参与“公筷”行
动，得到了积极响应。

“长青社区处在东部新城的
核心位置，目前在建工地多，外来
及流动人口较多，疫情还没有结
束，倡议使用公筷公勺很有必
要。”社区党委书记李帮说。

餐桌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
要体现，使用公筷公勺不仅是保
护自己和他人健康安全的重要
方式，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安

全用餐、健康用餐、文明用餐的
社会风尚。

3月12日，我市印发《安庆市
餐饮业做好疫情防控有序推动复
工复业工作指引》，我市餐饮业开
始有序恢复堂食经营。《工作指引》
在用餐人员管理方面提出，用餐人
员要文明就餐，保持间距，使用公
筷公勺。餐饮经营单位要提供每
桌用餐人员双筷勺或公筷公勺。

长青社区辖区内有各类酒店
10余家，含各类小餐饮单位共有
30余家，目前这些餐饮经营单位

已全面恢复营业，并为就餐市民
提供公筷公勺。

位于晴岚路与育才路交叉口
的一家酒店的负责人潘兴平告诉
记者，该酒店于3月 16日恢复营
业，市民在疫情中的健康卫生意
识增强，恢复营业第一天就有客
人主动提出使用公筷公勺。一个
月以来，酒店一直都有提供，给每
桌每位客人都准备了额外的一双
筷子和一个勺子。

一个月以来，33岁的市民王
进已基本养成习惯，进饭店吃饭

会主动索要公筷公勺。王进说，
饭店聚餐，他一个人有这样的要
求，同桌的亲朋好友基本都会响
应，大家其实早就有此意识。

李帮坦言，围桌共食是老百
姓由来已久的传统饮食习惯，看
似亲密无间却给病毒提供了传播
途径。市民就餐习惯的改变需要
一个过程，但使用公筷公勺是餐
桌文明的一个方向，社区今后会
持续宣传、引导，并发动广大志愿
者参与这一行动。
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陈艳

文明用餐 “筷”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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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图 2：杀
青，是非常重要的
一道制茶工序，即
对茶叶进行翻炒，
除去水分。

图3：揉捻，一个
重要作用就是让叶
变成条，此环节最考
验制茶人的技艺。

图 4：收 茶 ，对
于龙道友来说，是轻
松愉快的时刻。

“骑电动车来到交叉路口时，
要减速慢行，左右张望，有车等等，
不能抢行……”4月14日，宿松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三中队民警来到
破凉镇先觉村三岔路口，现场向骑
行电动车的老人讲授骑行电动车
的安全常识，把交通安全课堂前
移，搬到公路边和农户家门口。

近日，该县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大力开展道路交通管理“固安
行动”，并加大对公路沿线乡村的
路面巡逻力度，发现孩子在路边
嬉戏玩耍，及时喊话教育，同时敦

促家长加强对孩子的安全防护。
路面执勤交警还将本地少年儿童
突然横穿公路典型案例视频保存
到手机里，在工作中随时向公路
沿线孩子和家长播放，防患于未
然。该县破凉镇、柳坪乡等公路
沿线的一些群众看到交警前来开
展交通安全宣传，便主动带着孩
子参加“安全过马路”演练，把安
全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中。

近年来，宿松县公安交通管
理部门不断创新交通安全宣传
方式方法，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

教育方式不断提高农村地区“一
老一小”的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
保护能力。针对农村地区老年
人骑行电动车、摩托车极易引发
交通事故的特点，该县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对该类交通事故进行
梳理和成因分析，制作成宣传折
页和宣传视频，用案例对群众进
行教育，并安排警力因地制宜
在村口、路口、事故多发路段随
机进行现场示范和讲解，进一
步提高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

通讯员 李政平 文/图

“固安行动” 将交通安全课堂搬到村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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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力推“科技贷”促技术与资本深度融
合。搭平台。20 家中小微高新技术企业、科技
型中小企业与 6 家银行、金融机构对接，现场达
成“科技贷”协议 2200 万元，14 家企业获得授信
5000 万元，20 家企业获得授信 3000 万元。强担
保。将科技融资担保业务纳入“4321”新型政银
担风险分担机制，提高银行放贷积极性，降低
不良贷款率，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深融合。
创新金融产品，优化金融服务流程，降低获得
资金成本。在市高新技术创业中心开辟“科技
金融超市”，定期向银行推荐成长性较好企业，
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精准服务。 科技

我市力推“科技贷”
促技术与资本深度融合

市人社局启动就业增收行动全面助力脱贫攻
坚。外出与本地就业统筹。深化长三角地区劳务
对接合作，为2万多名集中外出务工人员提供岗位
推荐、包车送达等服务。对留本地就业的，复工复
产吸纳一批、投身农业增收一批，鼓励引导大型用
工企业、重大项目和工程优先吸纳当地贫困户就
业。线上与线下招聘统筹。启动“职等你来 就业
同行”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行动，开展贫困户专
场网络直播招聘。适时恢复线下招聘，开展就业
脱贫月专项活动，举办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扶
贫车间建设与服务统筹。全市206个扶贫车间至
少新增吸纳500名贫困户就业，新建扶贫车间带动
贫困户就业比例不低于15%或吸纳贫困户就业不
少于5人。公益性岗位开发与管理统筹。加大扶贫
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完善管理办法，优先安置贫
困户，确保贫困户有岗可兜、有业可就。规范岗位
补贴发放，整治“吃空饷”“混岗”问题。 人社

市人社局启动就业增收行动
全面助力脱贫攻坚

桐城市建立“链长制”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到2022年，将形成百亿元产业链4条，产值过
10 亿元企业 7 家，优势产业链总产值突破 700 亿
元。打造品牌。发布《建立产业“链长制”实施意
见》“1号文件”，围绕首位产业等7个优势产业链，以
建链、补链、延链、融链、强链为主线，集中力量巩固
延伸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打造一批产业
集群、产业基地、领军企业和核心品牌。培育产
业。围绕绿色包装、智能汽车零部件、生态家纺、高
端装备制造4个产业链，分类分业施策，建成全国包
装示范城市、区域汽车零部件生产和研发基地，打
造汽配领域国内“单项冠军”。要素保障。细化“一
链一策”，每年安排2亿元优势产业链发展资金，
重点支持关键领域和龙头项目。实行“一企一
策”，市政府与产业链龙头企业签订年度发展计
划。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多元
投入”模式，设立优势产业链发展专项基金，优先
保障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要素供给。 桐城

桐城市建立“链长制”
助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宿松县北浴乡多管
齐下，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工作重点，扎实开
展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工作，进一步兜牢民生保障

“幸福线”。一是精准识别，应保尽保。该乡民政
办不仅通过电话、微信、上门等方式，还充分利用
经济核查系统对低保家庭进行核对，并通过入户
调查等方式逐一核实情况，做到精准识别，精准施
保，应保尽保。二是动态调整，打卡及时。该乡民政
办与扶贫工作站及时进行信息比对，在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动态调整完成后，及时摸清需兜底保障的贫
困人口规模，开展乡村审核公示，并报送县民政局，
确保应享受人员尽快享受兜底政策。对因故不再
享受兜底保障人员，及时调出打卡名单，确保兜底
扶贫对象精准、打卡及时。三是临时救助，兜牢底
线。该乡坚持应救尽救原则，切实将遭遇突发性、
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的群众纳入救助范围，进
一步提高救助水平，加大对突发重特大疾病导致
基本生活困难的家庭、各类困境儿童、重度残疾
人等困难群众临时救助力度。下一步，该乡将以
千名干部下基层开展脱贫攻坚“回头看”专项行动
为契机，持续抓好社会保障兜底扶贫，切实做到因
户施策，确保脱贫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助力攻坚
克难，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 石许荣

宿松北浴乡
加强社保兜底促脱贫

民警在宿松县柳坪乡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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