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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4日一大早，在新区金谟西路街道一旁的站
点，美团外卖配送员胡月月细心地擦拭着配送箱，为
迎接新订单忙碌着。
　　在胡月月送外卖的3年时间里，她从一名普通的
外卖配送员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2023年11月21日，胡月月被评为陕西省首届“外
卖配送员之星”，12月28日，荣获全国首届“最美外卖
配送员”称号。
　　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铜川市人大代
表，曾提出增加城市公厕、电动车充电问题等建议，
如今都已落地。
　　送外卖时，她为顾客送餐，提供便利；建言献策
时，她为群众代言，解决烦心事。
　　“我们这个行业，既可以送外卖，又能听民声。”
多年送餐经验，让胡月月发现了身边的美好，也发现
了城市的不足和群众的所想所盼。
　　是女儿，也是母亲，回忆着提出解决电动车充电
难建议的初衷，家住锦绣园小区的胡月月感触颇深：

“现在都是老人帮忙看娃，大冬天放学时，要是遇上
电瓶车没电，老人就得在前面推，娃在后面帮忙，看
得人心里难受。”
　　“建议提出后，想着应该没有那么快建好。”新建
充电桩需要科学的调研、合理的规划，既要考虑用电
问题，又要考虑是否影响群众。
　　当市能源局、市城市管理执法局向胡月月代表
反馈进度时，胡月月说，安装充电桩关系到人民群众
切身利益，不是一两个人的事，不能放弃，要回应群
众期盼，好好和小区物业沟通，妥善解决好电动车充
电难的问题。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市能源局、市城市管理执法
局克服困难，解决了我提出的建议，现在小区楼底下
基本都有充电桩。”看着这一切，她心里像喝了蜜一样
甜，她为即使很晚回家，大家也能充上电而高兴。
　　“人都有三急，室外公厕数量不够，上厕所咋
办？”提到增加城市公厕的建议时，胡月月讲述了自

己的见闻。
　　“外卖骑手订
单一多就没时间上
厕所，想上厕所时
已经在室外了，骑
到北边或者西边，
基本上没有厕所。”
这不仅是胡月月的
亲身经历，更是很
多新业态工作者经
常 碰 到 的“ 尴 尬
事”。
　　除此之外，不
少 群 众 也 为此心
烦。近年来随着城
市建设的加快，城
市公厕配套不足，
如厕难已成为群众
高度关注的问题。
　　为此，胡月月
提出，希望在新区
多建几处公厕，给
大家带来便利。
　　在送外卖的路
上，经过新建的公
厕，看到周围的人
进进出出，消除了大家在室外上厕所的苦恼，胡月月
心里那叫一个美。“能帮大家解决实际问题，我心里
非常高兴。”
　　起初，胡月月不知道人大代表意味着什么，后
来，她提出的好建议都被采纳了，解决了群众的“急
难愁盼”问题，她才明白，自己不仅要送好餐，更要为
他们“代好言”。
　　回想第一次参加人代会，胡月月从没有经历过
这种场面，没有见过这么多代表。那一刻，她明白了
人大代表的职责和使命，就是以群众为中心，听百姓
的心声，收集群众意见建议，替百姓发声，帮助百姓
解决实际困难。
　　胡月月坚持参加研讨与培训，提升人大代表履
职意识和能力。尽管每天穿梭在大街小巷，她也会

腾出时间思考，结合日常生活和新区的发展现状，倾
听百姓的新问题与新需求。
　　当胡月月谈到目前正在考虑的新建议时，她笑着
说：“具体的现在还不能说，等下次开会我会提出来。”
　　“无论是群众还是骑手，只要是我能看到的问
题，肯定会提出来，不管最后能不能解决，只要我提
出来，就有意义。”
　　人大代表是一座桥，一头连着党和政府，一头
连着人民群众。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胡月月立足本
职岗位，始终奔走在基层一线，听群众心声，替群众
代言，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建言献策，督促
有关方面解决好群众难题，用实际行动忠诚地践行
着“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
承诺。

穿梭大街小巷 她为民“带餐”又“代言”
本报记者 张芳 见习记者 冀潘渝 王梅

胡月月（左）在晨会上分享获奖感言     见习记者 冀潘渝摄

　　行走在铜川的田野乡间，天蓝地绿，清澈的小溪
顺流而下；一大批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项目相继实施，
一根根自来水管通往千家万户、一涓涓清泉“润”了
百姓暖了人心……奏出一曲曲“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的交响乐章。
　　一滴水映照“大民生”，从“源头到龙头”，从扁担
挑到拧龙头，从饮水解困到提质增效，我市农村生活
饮水全部达标，由“面的覆盖”迈向“质的提升”，谱写
出水惠民生、水润心田的动人篇章。
　　汩汩清水，润泽乡村。“十四五”期间，我市大力
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推动城市管网向
乡村延伸、织密入户输水网络，健全水质检测监测体
系、优化长效运行管护机制……构建城乡一体化供
水格局，打通农村用水“最后一公里”。

水润万家惠民生 涓涓细流润民心

　　“好，真好，这水好得很！”在印台区陈炉镇北沟
村，79岁的老人高生斌看着喷涌而出的自来水乐不
可支。
　　水是民生之本，乡村之魂，从“靠天吃水”到“喝
上好水”，对于印台区陈炉镇久住偏远山村的人来
说，他们的日子，也如这清澈甘甜、源源不断的自来
水一样，活力奔涌。
　　初冬时节，走进陈炉镇北沟村，整齐划一的房
屋、干净整洁的庭院，自来水管引到了各家各户。
　　“以前用水都是靠一根扁担，天不亮就要到距家
一公里外的水泉排队挑水；后来自己打了水窖，收集
雨水，但水又苦又涩，长期饮用容易患病。”高生斌
说，“过去一盆水洗了衣服还喂猪；洗了脸还洗脚，是
真正的‘望天吃水’”。
　　面对饮水之痛，印台区水务系统因地制宜、因户
施策，举全区之力攻坚克难，全面实施了饮水建设工
程，建成各类供水工程115处，饮水安全得到有力保

障，滋润了全区72个村8.3万人的心田。
　　印台区陈炉镇北沟村从“扁担挑”到“拧龙头”的
曲折取水经历，也是市水务局从饮水解困到饮水安
全，推进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打通农村饮用水安
全“最后一公里”的缩影。
　　一条条水管通到大小村庄，一汩汩自来水流进
千家万户，让人民群众从“有水喝”到“喝好水”，群众
的“用水幸福”指数在不断攀升。

维修养护全覆盖 管护责任全落实

　　“以前我们主要通过周边煤矿小规模供水，解决
村民喝水问题，水杂质多，且常常断水。现在只要打
开水龙头，随时都有水。”寒冬时节，在印台区红土镇
孙家贬村孙文忠家里，正在用自来水洗菜的他开心
地说。
　　工程“三分建、七分管”，为确保供水管网覆盖区
域农户均能吃上水，2020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扶
下，孙家砭村无人值守水站投入使用。
　　“自从有了区水利建设开发公司专业运维后，水
站供水及时，水质好、水量足。”孙文忠欣喜地说。
　　“现在家家户户都安装了物联网水表，连缴费都
不用到镇上营业厅办理了，直接微信缴费，别提有多
方便。”村民孙海峰说，“墙上贴有水管员的联系电话
和供水公司服务热线，只要一个电话，24小时上门免
费维修。”
　　印台区水利建设开发公司总经理寇继荣介绍，
为了让群众用上安全水、健康水，印台区成立了“水
管家”和“水医院”，组建了全市首家县级农村饮水安
全工程专业化运维公司。
　　印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贺海滨表示，为
确保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得成、用得了、管得好、长
受益，印台区水务系统探索出一条“专业化公司+基
层供水站+村级水管员”的三级无缝对接运营管理

“印台”全域直管模式，全力构建城乡一体化供水
格局。

水通业兴幸福来 叩开乡村“小康门”

　　“感谢党的好政策，得益于好水，现在水通、产业
兴，生活是一天比一天好，2020年我投资了10万，扩大
养鸡场规模，如今年收入7万多元，日子越过越红
火。”印台区陈炉镇育寨村村民候新田面带微笑地
说道。
　　育寨村党支部书记高鹏说：“村上从2018年通过
实施自来水入户工程，自来水普及率达100%，为全村
的脱贫攻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在百姓有水喝的同时，好
水也富了一方百姓。
　　一栋白砖灰瓦的现代化规模猪场建立于育寨
村，许景丽跟爱人在猪舍来回穿梭忙碌。
　　得益于育寨村良好的地理位置和充足的水资
源，2022年，41岁的安徽省安庆市人许景丽和丈夫通
过招商引资，从广东慕名来到育寨村，投资了135万
元搞生猪养殖。
　　“多亏了印台区政府和育寨村委会加班加点帮我
们解决养殖场通水问题，为我们提供了充足的水资源
保障，让我们仅用1个月就把猪棚建好，开展养殖。”许
景丽在猪棚里一边搅拌着饲料一边感动地说。
　　近年来，我市创新实施公益性农村饮水新模式，
建立了以每村每年5万元专项维护资金为保障的农
村饮水工程长效管护机制，组建了751名维修水管员
队伍。目前，全市359个行政村实现了农村安全饮水
全覆盖。
　　一个个特色养殖产业在铜川市遍地开花的同时，
也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一处处平地而起、星罗
棋布的供水工程，一条条翻山越岭、走村串户的输水
管网，为广大农村居民带来汩汩甘泉、健康幸福。

从“源头”到“龙头” 打造农村饮水安全铜川模式
通讯员 张英杰

  近日，走进新区咸丰路街道
绣园社区大厅的活动区域，居民
们在棋盘上斗智斗勇，观棋者兴
致勃勃，现场气氛时而紧张、时
而愉悦。记者看到，还有不少老
人来到这里打牌、写书法，室内
暖意融融。
    本报记者 张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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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个 冬 天 ，东 北 有 点
“热”——— 南方游客赶集似地涌
到这里玩冰嬉雪，各地的文旅局
长们使出洪荒之力招揽八方宾
朋，社交媒体上关于东北的热乎
新闻一个接着一个……从哈尔
滨到沈阳，东北大地在这个数九
寒天中点燃了“冬天里的一把
火”。
　　东北火了，靠什么？有人开
玩笑说，“不是欧洲去不起，是东
北更有性价比”。吊炉饼、粘豆
包、豆腐脑……七八元钱，暖暖
的，饱饱的。大家喜欢这里的烟
火气，透着朴实和真诚，用东北
话说，“一点不拿人”。体验冰雪
项目更是必须的，不少雪场一两
百元就能“拿下”。到东北来，白
天嗨逛，晚上撸串、泡澡，美美地
休闲一天。刺激的冰雪、丰富的
体验、亲民的价格、“被宠”的感
觉，都是东北旅游被发现的原因
所在。
　　东北火了，为什么？绝对不
仅仅是便宜。“性价比”只是表
象，这个冬天里的一把火，照出
了东北的改变。从免费接送站
到端上一杯暖茶，从呼吁酒店不
涨价到严查出租车乱要价，东北
所谓的“宠游客”，说到底就是不
忽悠不熊人，用真心换真心，把
游客真正当成家里的客人。无
论是旅游还是投资，东北都有被
诟病的往事。其中既有“一颗老
鼠屎坏了满锅汤”的无奈，也有

“一锤子买卖”的短视。东北今
天的火，是游客们对这片土地的
深情点赞。
　　东北火了，人们也看到了与
印象中不一样的东北。以前有点“硬”有点“冲”的“老大
哥”，如今身段变软，嘴巴变甜，服务也上来了，这让人们相
信：东北为了发展真的在变。东北有过骄傲过往也经历过
低谷，现在面临的难题依然也不少。但百闻不如一见，许
多游客零距离接触了东北，才发现这里的生活热气腾腾，
大城市的商业热热闹闹，街路上车水马龙。这背后是拔节
生长的产业，渐渐壮大的企业，黑土地上有的是热情和生
气，东北正一点一滴发生着变化。
　　东北火了，更要加油。网红干不好就是昙花一现。春
夏秋冬，东北旅游都有看点和卖点，关键是捧出一颗真心
做好服务。既不能上热中温下冷，也不能乍暖又寒，让游
客寒了心冷了意。东北要乘势而上，服务水平要稳住并不
断提高，还要持续推出新产品新创意。相信借着这冬天里
的一把火，只要把大家伙想事干事的劲头调动起来，撸起
袖子干，甩开膀子拼，就一定能让人们看到一个奔着振兴
去的更具活力的东北。
  （新华社沈阳1月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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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时 评

　　本报讯 （记者 张梦焕）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博物馆展陈工作创新发展，持续激发文物的生命力，进
一步让文物活起来，近日，铜川博物馆联合长安博物馆特推出
《“长安韦杜 去天尺五”——— 中古时期关中世族生活特展》。
该展览由5部分组成，展出文物类型包括陶器、瓷器、铜镜、墓
志铭及拓片等，总计110余件。
　　韦氏和杜氏是中古时期世居于都城长安的关中世族代表，
他们枝繁叶茂，高门煊赫，出将入相，人才辈出，对中古历史发
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唐代俗语“城南韦杜 去天尺五”，正
是这种历史现象的最直接反应。此次展览历经半年筹备，展期
近4个月，市民朋友可前往铜川博物馆临展一厅观展。

中古时期关中世族

生活特展亮相铜川博物馆

　　本报讯 （通讯员 曾世湘）1月初，由著名作家刘庆邦
作序、著名作家贾平凹鼎力推荐的陕西作家王成祥散文集《当
时也道不寻常》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
　　据悉，《当时也道不寻常》收录了作者近5年来创作的21篇
散文，以“我曾钟爱的草木光阴”“我曾路过的那程风景”“我曾
遇见那样的自己”“曾感动我的那些人和故事”四部分全景式记
录了作者的人生路径。
　　王成祥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现实主义作家，有着非同寻常的
生活和工作经历。他在大队林场当过护林员，曾受军旅生涯熏
陶，并经井下艰苦环境历练，还当过媒体记者。丰富的生活阅
历，让作者笔下浓缩的是一个时代、一代人的生命印迹。煤城
转型的浴火重生，农村“三农”现状分析，中华文明探究……作
者用厚重的生活积淀创作的文学作品，真实生动，可读性非
常强。

陕西作家王成祥散文集

《当时也道不寻常》出版

　　本报讯 （通讯员 张伟）近日，中国侨联公布了第十一
批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名单，经陕西省侨联推荐，我市
申报的药王山博物馆（孙思邈纪念馆）被确认为第十一批“中国
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也是2023年陕西省唯一申报成功的
交流基地。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是中国侨联以“侨与中国梦”
为主题，以中华文化为核心，以民族文化、地域文化为特色，以
华侨文化为纽带建设的全国性文化交流平台，旨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药王山博物馆被确认为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奋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