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冬以来，杨凌示范区相关部门
心系困难群众，扎实做好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保障工作，确保困难群众温暖
过冬。

走进杨陵区社会福利院老年部大
楼，一股暖流扑面而来，记者随机进
入一间宿舍，房间里的温度计显示室
内温度为22摄氏度。

“2023年10月底，杨陵区民政局就
邀请了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对福利院
内的暖气管道进行了维护保养、检测
检查。自供暖以来，室内温度一直保
持在22℃左右。”杨陵区社会福利院院
长符亚青告诉记者。

在宿舍里，记者注意到，老人房
间的被褥床单和身上的棉衣棉鞋等物
品都是新的。据了解，杨陵区民政局
早在2023年10月份的时候，就为老人
温暖过冬做了准备，专门提前采购了
新的被褥、床单、被罩和棉衣、棉
裤、棉鞋等过冬物资。

“以前的被褥用了几年了，时间长
了也不是很暖和了，民政局和我们就
提前采购了全新的棉花被褥和棉衣棉
鞋，让一老一小温暖过冬。”符亚青说。

自2023年10月起，民政部门还重
点围绕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供养人
员、困境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
孤寡老年人和困难残疾人等群体，成
立摸排小分队，利用周末时间逐一入
户走访摸排。对揉谷镇秦丰村 84 岁
瘫痪在床的分散特困供养老人朝京
长，动员入住杨陵区社会福利院。对
发现的一些照料护理人照料责任落实
不到位，居住环境较差的问题，督促
镇 （街道）、村 （社区） 立即进行整改
落实。

依托区、镇 （街道）、村 （社区）
三级网格化管理平台，充分发挥“末
梢治理”工作机制，民政部门及时更
新特殊困难老人台账及留守儿童台
账。并按照领导包片、机关干部包

村、村 （社区） 干部包户的方式建立
“一对一”帮扶机制，及时发现困难群
众并提供针对性帮扶和关爱服务。

杨陵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办主任赵
明杰告诉记者:“为了确保困难群众温
暖过冬，我们按时足额为全区城乡低保
对象414户799人、特困人员68人，16
名孤儿、9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了
补助资金、取暖费、取暖补助和基本生
活补贴，已到位资金149.1392万元。”

据了解，入冬以来，除了摸排走
访区内特殊群众情况外，杨陵区政府
还开展了“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
动。民政部门与公安机关、城市管理
部门协作，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
求助接待和站外救助工作，做到及时
施救、应救尽救。并密切关注夜间以
及降温降雪极寒天气等特殊时期，设
立开放式救助服务点和临时庇护避寒
场所，确保流浪乞讨人员同样有饭
吃、有暖衣、有场所避寒。

杨凌多措并举确保困难群众温暖过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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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梁方方

2023 年，杨凌示范区扎实推进
“三个年”活动，持续加大城乡体育基
础设施建设，利用边角地块修建城市
口袋运动公园和乡村运动广场，打造
百姓家门口的“健身房”，构建“10分
钟”便民健身圈。如今，杨凌全区建
成体育场地250多个，人均体育场地面
积超过了3.7平方米，全民健身设施实
现了城乡全覆盖。

最近几天，只要忙完农活，五泉
镇汤家村村民石凤梅都会来到村子里
的健身广场，跟着姐妹一起跳跳广场
舞，锻炼锻炼身体。“大家来这里跳广
场舞、健身操、打篮球，热闹得很。”
石凤梅说道。

如今，环境整洁、设施齐全的健
身广场，一年前还是村民绕着走的

“垃圾壕”。去年以来，汤家村组织村
民运走垃圾，填平土壕，修建起了一
个占地五亩的文化广场，文体部门还
为广场配备了篮球架、太空漫步机、
太极推柔器等体育健身设施，昔日人
人嫌弃的垃圾坑成为了备受村民欢迎
的“运动场”“会客厅”。

杨陵区五泉镇汤家村村委会副主
任汤占奇表示：“现在大家一有时间都
会聚到这个广场，跳跳广场舞，打打
篮球，拉拉家常，不仅促进了邻里关
系，也形成了文明新风尚。”

趁着天气晴好，一大早杨凌乐跑
跑团成员高婷就约上了她的两个跑友
一起来到了小区楼下的杨凌树木园口
袋公园，开启了他们的健身打卡。“这

个智能跑道会记录跑步速度、里程，
时长，还有平均速度。”高婷对这样的
智能设备赞不绝口。

高婷口中所说的智慧步道，通过
人脸识别注册、登录后即可在大屏幕
上查看当日天气情况、运动建议、用户
运动画像、历史运动数据、用户运动
排行榜等，运动结束后还可即时查看
自己的运动数据，为后续的锻炼提供
智慧化建议。

除了智能步道，智能双人漫步
机、智能双位坐蹬训练器、智能双位
健骑机等一批智能训练器材也在口袋
公园“上岗”，为市民带来别样的运动
体验。

2023 年以来，杨凌示范区在全区

54 个村 （社区） 安装体育健身器材
1683件，并利用城市边角地带建成8个
城市口袋运动公园，如今，杨凌示范
区已建成体育场地250多个，总面积90
多万平方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超过
了3.7平方米，实现体育运动场地城乡
全覆盖，全民健身运动蔚然成风。

“我们将进一步践行全民健身国家
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
公共服务体系，以精品赛事、场馆设
施、体育旅游等精品项目为抓手，全
力推动文化、旅游、农业和体育资源
相互融合，赋能发展，让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杨凌示
范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业务科科长陈
凯表示。

杨凌：城乡全覆盖 打造百姓家门口的“健身房”
记者 米蓓 何乐 梁方方 余瞳

“石佛爷”的传说
在姜嫄村一带，流传着一个“石佛爷”的

故事。
相传，有一年渭河涨大水，水势吓人，但

是到了姜嫄村圣母祠堂前的土台前边，却再不
上涨。一周后洪水退去，圣母祠堂门前留下半
截石头，那半截石头有半人多高，上面二尺是
个憨态可掬的笑面佛像，下面约五寸是莲花台
座，莲花座上有个酒盅大的小坑。于是有人就
把这个石佛爷抱回祠堂，来祠堂给圣母上香的
人顺便也给石佛爷供点东西，烧烧香，倒也相
安无事。

有一年秋季，大旱无雨，把地都晒裂了，
麦子无法下种。村人都到祠堂前的“三官庙”
求雨去了，祠堂管事的也急得团团乱转，一抬
头，望见石佛爷笑咪咪的看着自己，心里的气
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佛爷呀佛爷，我这都急
得心上嗓子眼了，你还笑得出来。得得得，我
把你抱到太阳底下，也让你尝尝太阳火辣辣的
滋味。于是就将石佛爷抱出屋子，放到祠堂院
子的一个碌碡上晒起来。晒到一定时间，石佛
爷莲花座上的小坑里湿漉漉的，水珠儿越聚越
多。管事的心想，佛爷可能要怪罪我了，还是
赶紧把佛爷抱回去吧。他急忙抱起石佛爷就往
屋子里走，刚进屋子，耳边“咔嚓嚓”响起一
阵雷声，紧接着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一直下
到齐脚脖子高。

姜嫄村的人一看雨求来了，急忙到地里去
播种。管事的也到处转着看村人种地。一圈转下
来，管事的更奇怪了：这姜嫄村东到井而上，西
至云安寺，北到柏树雀，南到渭河边，人人都在
种地，可是其他村庄的人，却都拿着农祖爷爷后
稷给他们做的“窝杆”（一种农田取水的工具）
浇地播种呢。原来雨只下了姜嫄村周围，别的
地方根本没下，石佛爷简直太神了！管事的把
这事跟大伙说了，大伙都不相信，认为是管事
的在糊弄大家。半个月过去了，麦苗长出来
了，可还是缺雨水，麦苗都蔫了。大家一起来
到圣母祠堂，找到管事的，让他求石佛爷恩赐一
些雨水。管事的小心翼翼地把石佛爷抱出来，放
在当院的碌碡上，置放好香炉，点上香，领着众
人一起跪下，给佛爷诵经祈雨。

一会儿，管事的又看到佛爷莲花座的小坑
有了水珠，就急忙抱起石佛爷回屋，边走边对
跪着的村人喊：“快起来，进屋子躲雨，别淋着
了。”大家伙哗的一声全笑了，有人说：“管事
的，别神经了，哪有雨？”就在大伙仰脸看天
时，一块黑云压了过来，转眼间盖住了头顶，
随后就是一阵瓢泼大雨。村人来不及进屋，就
在祠堂院子里跳着喊着：“石佛爷显能了，庄稼
有救了！”

从此以后，只要有旱情，姜嫄村人一点不
着急，都来敬石佛爷求雨，很是灵验。所以每
年庄稼收完，姜嫄村人就琢磨着唱大戏给石佛
爷还愿。再后来呀，有一个来姜嫄村烧大烟的
甘肃小伙，趁唱大戏人们忙乱，顺手把石佛爷
用棉袄一裹，挟在胳膊窝，出了祠堂就跑回老
家去了。后来他们那儿就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人们将甘肃的那个地方，叫做“天水”。

（来源：杨凌风物）

杨凌文史杨凌文史 （（2121））

2024年1月1日，杨凌示范区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新区
大队大桥中队执勤交警驾驶警车在五胡路巡逻途中，紧
急护送一名高烧抽搐的男童到杨凌示范区医院，为其就
医赢得了宝贵时间，受到称赞。

当天下午14：40分许，执勤交警驾驶警车在五胡路
巡逻途中，遇一对老年夫妇求助称，其孙子因高烧引发
严重抽搐，急需送医紧急救治，但是孩子父母均不在身

边，两位老人心急如焚，担心耽误救治，请求帮助。情
况紧急，执勤交警立即让老人和孩子搭乘巡逻车辆，选
择最优通行路线护送其前往医院。在交警的全力护送
下，仅用时 10 分钟就顺利将患儿送达杨凌示范区医院。
到达医院后，民警抱起患儿一路小跑到急诊室，为患儿
救助赢得了时间。看到医生对孩子进行救治后，执勤民
警才离开医院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戴一倩）

男 童 高 烧 抽 搐
交 警 紧 急 送 医为你点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