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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明
善行漯河，志愿先行。本报 12 月 17

日 05 版 《满城尽是“志愿红”》 集中报
道了我市各级文明单位志愿者和社会各
界志愿者纷纷投身文明创建、疫情防控
等工作，书写了一个个新时代文明故事。

有一种风景叫城市文明，有一种力
量叫志愿先行。沙澧大地上，处处是志
愿者的身影。他们走进社区清扫垃圾，
走上街头劝导文明交通，站在公交站台
劝导乘客排队文明乘车，捐款捐物关爱
困难群体……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
愿者。广大志愿者传播文明风尚，助力
社会文明提升。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一抹抹“志愿红”成为沙澧大地最亮丽

的风景线。
近年来，我市志愿服务事业蓬勃发

展，志愿服务组织呈现快速发展势头，
志愿服务队伍已成为推动城市文明发展
的一支庞大力量。正是志愿服务的遍地
开花，让沙澧大地变得更加美丽、和
谐。广大志愿者以博大的胸襟，承担起
关爱社会的责任，让志愿服务成为一种
文化，让人们感受到人性的真善美，感
受到志愿服务精神的伟大。从这一层面
讲，从事志愿服务的人心灵是美丽的、
思想是高尚的。他们是引领社会风尚的
一面旗帜。

志愿服务活动，不仅可以帮助需要
帮助的人，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还能够让志愿者自身实现人生价值，让

自己的人生更加精彩。从帮助残疾儿童
实现梦想的邱新会到 20 年来无偿献血
200多次的献血哥王占斌，从开办爱心粥
屋温暖困难群体的郭丽丹到情牵弱势群
体、捐款百万元做公益的爱心企业家朱
华磊……他们带给了我们满满的感动，
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称赞。在志
愿服务方面，我市相关部门建立了完善
的激励机制，比如评选表彰最美志愿
者，优秀志愿者在就业、交通、就医、
旅游、教育等方面享受优待等等。这些
都极大激发了志愿者的服务热情，进一
步增强了志愿者的荣誉感。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让城市更文
明、让生活更美好、让社会更和谐，是
我们共同的向往和追求。我们每一个人

有责任、有义务为城市文明建设添砖加
瓦。因此，当我们在享受美好生活的同
时，更应该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从
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践行“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帮助
他人、奉献爱心，让志愿服务成为和谐
社会最温暖的底色。

■本报记者 杨 旭 王 培
芝麻油，因芝麻独有的浓香而演化为

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佳品。郾城区孟庙
镇油坊盛村从清朝开始就以榨油而闻名，
村民曾世代榨油为生。近日，记者走进该
村，探寻那飘香的历史。

榨油历史悠久

油坊盛村是郾城区孟庙镇薛赵行政村
的一个自然村。12月17日，记者来到薛
赵村。得知记者想要了解村庄的历史，村
干部引荐了老党员盛怀玉。随后，盛怀玉
向记者介绍了油坊盛村的由来。

据介绍，清朝康熙年间，一位姓扎的
老妇人带着三个儿子来到此处。看到这里
有两个坑塘，坑塘内水清澈见底、鱼虾嬉
戏、莲花怒放，坑塘南边有50亩左右的
高岗地很适合种植芝麻，老妇人就决定在
此定居。

扎姓老妇人在江西老家时以榨油为
生，在此处定居之后，首先建起了油坊。
因为老妇人的夫姓为“盛”，又以油坊为
业，后人就取村名为“油坊盛”。

村里人的姓氏不是单一的盛姓，还有
常姓和应姓。关于这三个姓氏，在油坊盛
村也流传着一种说法。康熙年间至雍正年
间，油坊盛村的芝麻香油辐射方圆20公
里，不少人以吃油坊盛村的香油为荣。油
坊盛村的当家人在为自家香油得到人们认

可而高兴的同时，也有了一丝担心和不
安。油坊盛村的香油如何才能长盛不衰？
如何才能让子孙后代因油坊而受益呢？最
终，油坊盛村的当家人想到了办法，请常
姓、应姓两家人入村，方能使得油坊“盛
应长”。于是，他们从黑龙潭的老应村请
来了应家人，从龙城镇仲李村请来了常家
人共同在油坊盛村居住。

榨油古法犹存

在油坊盛村，记者采访了几位老人。
他们中大多数都曾是油坊师傅，对榨油古
法记忆犹新。

68岁的村民常金元告诉记者，他小
时候，村里有近二十家油坊。每家油坊里
有两口大锅，一口用来炒芝麻，一口用来
蒸芝麻。冬天大火一烧，整个屋子温暖如
春，人们都喜欢在里面取暖。

由于榨油需要持续在高温中进行，
古法榨油讲究一气呵成。500斤芝麻经
过一天一夜的压榨，能产出约200斤芝
麻油。

炒是第一步。将颗粒饱满的芝麻倒入
铁锅，炒至干燥。此时，芝麻的香味开始
弥漫整个油坊。“炒芝麻一般是先小火，
再大火，后小火。抓一把芝麻，放在耳边
听，如果有‘啪啪’的响声，就证明炒好
了。”常金元说。

碾是第二步。将芝麻铺在石碾上，用

牲畜拉碾，将芝麻碾碎。
蒸是第三步。将碾碎的芝麻上锅蒸。

蒸软后，将芝麻按压成饼胚，用麻绳包
裹，再用铁环固定。饼胚厚度是否均匀，
直接影响出油率。“当时村里有两个大水
坑，一个叫东坑，一个叫西坑。蒸芝麻必
须用东坑的水，因为东坑水质好，一年四
季都很清澈。”常金元说。

最后一步是打油。将芝麻饼放入两个
油槽之间，再置入木桩、木楔，用悬吊在
空中约40斤重的铁锤不断撞击插入木桩
之间的木楔，让木桩挤压饼胚，新鲜的芝
麻油就从饼胚中渗出，流入油槽。“打油
需要技术，更需要体力。一般是5人一
组，轮流作业。打油的时候，师傅们会不
自觉地发出‘咦哟、咦哟’的叫声，就像
纤夫号子一样。”常金元说。

当年，油坊盛村出产的芝麻油颇负盛
名。68 岁的村民盛现民表示，究其原
因，除了精湛的榨油工艺，还与村南高岗
上种植的芝麻品质有关。“最重要的还是
信誉。我们村榨油从不勾兑，每一滴油都
是纯正的。”盛现民说。

古法榨油技艺原本在油坊盛村世代相
传，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进城务工人员越
来越多，从事榨油的人越来越少。如今，
村里仅剩村口的一家油坊。

据了解，20世纪90年代，手工榨油
逐渐被生产效率更高的机械榨油取代。盛
广耀是油坊盛村古法榨油第十八代传人。
采访当天他外出采购原料，他的妻子薛彩
霞接受了记者采访。

记者看到，油坊的储存室里摆满了一
桶桶芝麻油，香气四溢。储存室的隔壁是
操作间。在这里，一粒粒芝麻经过筛选、
除尘、翻炒、压榨、过滤、沉淀等步骤，
产出色泽明亮的芝麻油。“过去榨500斤
芝麻需要5个人用1天时间，现在我自己
一上午就榨完了。”薛彩霞说，油坊始终
坚持榨油全程无添加。凭借良好口碑，油
坊的产品畅销省内外。

曾经的辉煌再难重现，但村民不会忘
记传统技艺，以前榨油的部分器具也仍被
保留着。村里一些老人还将世代相传的榨
油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榨油的故事，会
在这个村庄继续流传……

油坊盛村芝麻油飘香数百年

“志愿红”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通讯

员 鞠姝祎） 12月 17日，2021
年河南省自由式摔跤冠军赛暨河
南省第十四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
组资格赛在郑州荥阳落幕。我市
勇夺8金8银14铜，团体总分位
居全省第三。

其中，张笑闻获男子甲组65
公斤级第一名，刘子尧获男子甲
组70公斤级第一名，楼家赫获
男子甲组79公斤级第一名，权
思佳获女子甲组55公斤级第一
名，凡树威获女子甲组59公斤

级第一名，张鹏来获男子乙组60
公斤级第一名，潘万里获男子乙
组65公斤级第一名，马梨晴获
女子乙组46公斤级第一名。带
队教练赵勇杰告诉记者，我市参
赛的58名运动员中有42名运动
员进入前七名，所有运动员均获
得明年省运会决赛的参赛资格。

近年来，市体校摔跤队教练
团队不断研究训练方法，使队员
实战能力有了明显提高。11月份
进行的河南省古典跤冠军赛中，
我市选手斩获了6枚金牌。

■本报记者 朱 红
12月 18日一大早，顶着凛

冽的寒风，漯河日报社“暖冬行
动”小组又出发了。小组联合漯
河公益志愿者团队、昊德爱心中
转站以及河南铂非生活服务有限
公司、漯河市淞江老百姓大药
房、云衣定制、富安娜家纺、刘
小果水果店、时光印象怀旧主题
旅馆、漯河开拓者易货公司、河
南天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爱
心商家企业，慰问了11户困难
家庭。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黑龙潭
镇老应村的应新党，因爱人生活
不能自理，家里全靠他打零工维
持生活。“送来这么多东西。非
常感谢你们。”应新党说。

“你们想得真周到，不仅带
来了米、面、油，还送了水果、
膏药。我的腰正疼着呢，回头我
贴贴试试。”在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姬石镇姬石村李凤娥家，接
过志愿者送来的爱心物资后，李
凤娥感激地说。李凤娥的丈夫和
儿子相继去世，本人患病需长年
吃药，生活比较困难。

李立冬家住召陵区召陵镇詹
庄村，父母离婚后母亲离家，父
亲患病住院，平时靠爷爷打零工
养家。李立冬正上初中，学习成
绩非常好。“我一定会好好学
习，报答你们！”李立冬说。

■本报记者 朱 红
12月 15日下午，在临颍县

王孟镇汤店小学，爱心校服捐赠
仪式正在举行。

爱心人士汤丽涛为学生发放
棉校服。少先队员为汤丽涛敬献
红领巾。汤丽涛告诉记者：“我
的经济条件还可以，想为家乡老
百姓做些实事儿。天气越来越冷
了，我想让学生能够穿上温暖的
校服。”

据了解，汤丽涛是汤店村
人，也曾是汤店小学校长张红凯
的学生。他毕业后在外打拼，事
业有成，致富不忘家乡、不忘乡

亲。
今年3月，汤丽涛出资一万

多元为村里修路。11月，他找到
张红凯校长表示想为家乡教育出
一份力。经过商议，他决定为学
生购置200套价值16000元的棉
校服。

■本报记者 陶小敏
实 习 生 张皎洁

12月 15日，市民金女士向
记者讲述了她遇到的一件暖心
事。

两周前，金女士和家人带着
孩子到市区泰山南路一游乐场
玩。游乐场开展了玩游戏通关赢
奖品活动。参加活动的顾客需要
交30元押金换取记录通关数据
的手环，游戏结束后退还手环可
领回押金。金女士为孩子换了手
环，但孩子在玩耍过程中不慎将
手环遗落。金女士将情况告知工
作人员后，工作人员表示会帮忙
寻找，找到后通知金女士并退回

押金。该工作人员还记下了金女
士的手机号。

“都过去两周了，忽然有人
给我打电话说手环找到了，还通
过微信退还了押金。虽然钱不
多，但挺让我感动的。”金女士
表示，离开游乐场时她对押金退
还已不抱希望。工作人员的行为
让她心头一暖。

河南省自由式摔跤冠军赛落幕

我市勇夺8金8银

慰问11户困难家庭

爱心人士捐赠棉校服

12月18日，源汇区社会工作服务站举行儿童实践类主题活动。
活动中，社工们和空冢郭镇、大刘镇、问十乡的12名困境儿童、留
守儿童一起学知识、做游戏。

本报记者 陶小敏 摄

诚信员工退押金

12月19日，郾城区龙塔街道巴山路社区开展“情暖冬至 爱在社区”包饺子送温暖活动。
本报记者 姚晓晓 摄

12月18日上午，源汇区双龙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爱心商家开展“冬
至送温暖 情系环卫工”活动，为二十多名环卫工人发放慰问品，并邀请他们一
起吃饺子。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12月18日，室外寒风凛凛，召陵区翟庄街道东方社区开展了“冬至送温暖
邻里一家亲”包饺子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将包好的饺子送到社区独居老人、退
休老党员家中。

见习记者 王嘉明 摄

12月19日，情暖沙澧爱心公益联盟志愿者带着爱心物资来
到李集镇敬老院开展冬至送温暖活动。据了解，这是该团队第八
年在冬至时节到敬老院送温暖。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情暖冬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