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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上午，阳光明媚，

晴空万里，淮安市大运河广场气

氛热烈，一面面印有淮安市发展

成就的展牌排列整齐，吸引市民

驻足观看。

市水利局和清江浦区农水局

参加市级机关主办、清江浦区机

关承办的“服务进社区”广场主题

服务活动，以“兴水促发展”为主

题展示水利发展成就，以“节水宣

传”为主题深入社区为民服务。

为做好此次广场主题服务活

动，市水利局和清江浦区农水局

提前谋划，精心制作宣传展牌，从

防洪减灾保安澜、民生水利美家

园、幸福河湖惠民生三个方面向

市民展示水利发展成就。

活动现场，志愿者为市民赠

送了印有“水是生命之源”字样的

抽纸、节水主题环保袋、节水飞行

棋等节水文创产品500余份，其

中，节水飞行棋引起市民的浓厚

兴趣。

志愿者耐心地为市民讲解飞

行棋的设计初衷，介绍棋盘上

“水”的造型，以及游戏中融入的

家庭节水知识，寓教于乐的宣传

创意获得市民点赞。 （周亚东）

“节水宣传”深入社区
寓教于乐为民服务

本报讯 近日，秋高气爽，花

团锦簇，美不胜收……一些市民

外出后可能会出现流鼻涕、打喷

嚏等症状，很自然地想到感冒，但

实际上很可能是花粉过敏。市一

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王立新提

醒，花粉过敏并不是春天专有的

现象，秋季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

期，易过敏体质者外出要注意。

王立新介绍，花粉是引起人

体过敏反应的常见过敏原之一。

很多人认为只有光彩艳丽的观赏

花才会引起过敏，实际上很多不

起眼的树木或者杂草的花粉也有

可能是引起过敏的“元凶”。这些

花粉可以借助风力，通过空气传

播。人们外出游玩来到花草树木

繁盛处，就可能将花粉吸入体内，

这对部分人群来说并没有什么问

题，但对易过敏体质者来说就有

可能引发过敏症状。由于过敏症

状主要表现为打喷嚏、流鼻涕、流

眼泪等，很容易被误认为感冒，因

此吃感冒药进行治疗时收效甚

微。要分辨花粉过敏症状和感冒

其实也有迹可循，花粉过敏除了

引起咳嗽、喷嚏等呼吸道症状外，

还可能会出现皮肤上的风疹块，

以及鼻、咽、眼等部位的瘙痒，普

通感冒则不会伴有这些症状。发

生花粉过敏症状后不要过于轻

视，不及时治疗不但有损生活质

量，严重时还可能会发展成慢性

哮喘等疾病。

王立新提醒，预防花粉过敏

最好的办法就是“惹不起躲得

起”，尽量避开过敏原。对易过敏

体质的人来说，外出除了佩戴可

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口罩，最

好还要戴上帽子和护目镜，穿上

长袖长裤，少去树木茂盛的地方，

更不要直接去闻花草，以减少上

呼吸道和眼睛受到花粉刺激的机

会，外出回到室内后，应立即洗手

洗脸，然后换上干净的衣服，避免

身上残留的花粉引起过敏。一般

来说，花粉释放的高峰是空气干

燥、风力较大的午间时分，而早晚

时分以及阴天、雨后等空气湿度

较大的时候，出行相对可以放心。

■融媒体记者 傅停停
通讯员 王树文

秋季出行
谨防花粉过敏

程桂练是淮阴工学院图书馆

的一名“70后”教师，也是一名中

共党员。在岗位工作20年，她积

极提升自身业务本领，同时，立足

教书育人，奉献光和热,让知识的

火炬普照万千学子。

入职以来，程桂练一心投身

图书馆事业，勇挑职业重担。她

先后就职读者服务、资源建设、参

考咨询、信息检索教学、阅读推

广、信息与技术服务、社团指导等

岗位。在工作中，她积极协助学

校项目建设，不计个人得失，潜心

开展校园阅读推广。因为专业技

能高，她还兼《图书馆报》通讯员、

淮安市百业能人宣讲团成员、淮

安市出版物审读员、中国图书馆

学会“阅读推广人”。“认准一项事

业并为之奋斗，是人生一大幸

事。”她说。

二十年砥砺前行，不断求索

的职业素养使程桂练获得多项荣

誉。她先后获评江苏省图书馆学

会优秀会员、江苏省高校图书馆

读者服务与阅读推广工作先进个

人、淮安市图书馆学会先进工作

者，并多次被评为校先进工作者、

优秀共产党员、新闻宣传先进个

人。“无论何时，都要对自己有要

求，我还有很多不足，还应向优秀

的前辈看齐，奋发进取，不断创新

服务模式，努力将本领传授给年

轻人，让自己对图书馆的热爱辐

射和影响更多的人。”她鞭策自己

说。

工作之余，程桂练热心公

益。她参加校内考研志愿服务，

在校外长期坚持做全民阅读推广

志愿者、广泛播撒读书的种子，关

爱失独家庭、“三无”“五保”老人、

残疾青年，开展疫情防控服务，多

年坚持无偿献血。2016年，她被

授予淮安市“最美女性”称号；

2019年，获评淮安市优秀“全民

阅读领读者”。同时，她强化“立

德树人，为人师表”意识，关心学

生成长，带领学生一起开展公益

活动，让他们践行“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被学生们

亲切地唤为“程妈”。

“图书管理工作是快乐的，教

书育人是神圣的，公益活动是幸

福的。”程桂练说，未来她将持续

释放光和热，温暖照亮更多人前

行的路。

■融媒体记者 杨春阳

程桂练：
在图书馆事业中聚光成炬

把优质山芋变成上等手工
粉丝，仿佛已经成为淮阴区高家
堰镇街西村云燕粉丝厂到年底
的“收官”之作。这是丰收喜悦
的延续，也是百年手艺的传承。
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份舌尖上的
美味承载着当地村民浓浓的乡
情，走出街西村，走上全国千家
万户的餐桌。把这份美味带入
全国的“领头人”名字叫季翠平。

季翠平是土生土长的街西
村人，她返乡创业，带领全村人
把“翠平”粉丝卖到海内外，带领
当地老百姓致富，被评为江苏省
乡土人才“三带”新秀。她还乐
善好施，反哺桑梓，是一名公益
先锋。 ■融媒体记者 左文东

走进淮阴区高家堰镇街西村“云

燕粉丝厂”，占地3.8亩的厂房内，工

人们正在生产流水线上有条不紊地

制作粉丝。“今天阳光好，秋高气爽，

正是晾晒粉丝的好时候。催货的太

多了，一刻都不能耽误。”季翠平一边

检查粉丝晾晒的情况，一边回复着客

户的咨询电话。

30年前，季翠平与丈夫在苏南打

工时发现，老家的粉丝在上海、镇江、

南京等地的农贸市场里供不应求，她

想到自己老家的赵集粉丝有100多

年历史，而且公公就有粉丝制作祖传

手艺，于是萌生回乡创办粉丝厂的念

头。2010年春节，季翠平回到了家

乡，她拿出几年来打拼的积蓄，在自

家宅基地上盖起了几间厂房，请了几

位师傅，规模不大的粉丝厂便在鞭炮

声中开张了。为了提高粉丝品质，季

翠平带着厂里的技术员到南京农业

大学等高校学习无矾粉丝生产技

术。粉丝价格公道、品质优良、口感

软糯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产品远销

全国60多个城市和地区。“我们的销

路就是靠口碑建立起来的，很多客户

都是经朋友或者合作伙伴推荐找到

我买粉丝的。”富起来的季翠平将诚

信经营作为企业安身立命之本。公

司开办以来，严格遵循诚信原则，从

不弄虚作假。

●祖传手艺转为特色产业

富了不忘桑梓。云燕粉丝厂创

办后，季翠平主动跟村里联系，为全

村35个低收入户提供就业岗位，她组

建的赵集粉丝专业合作社，带动了

450余户农民增收。街西村原有不少

农户也生产粉丝，由于生产资金与技

术的短缺，影响粉丝生产销售。季翠

平知道后，不但技术上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农户，还从资金上给予援助，或

者把粉丝的生产原料借给农户使用。

“不少农户粉丝生产出来后没有

销路，季总都无偿把他们的粉丝带到

外地销售，不收他们运输费。在她厂

里上班的农民姐妹，谁家生活困难，

她就无私地帮助。”包装工老李告诉

记者，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女儿考上

卫校但报名费高达5000元，根本拿

不出来。季翠平知道后，从家里拿来

5000元交给老李去为女儿报名，让

老李不胜感激。

在疫情防控期间，季翠平带头捐

赠口罩等抗疫物资2万余元。几年

来，她用于全镇公益事业、困难群众

帮扶等款项就达20余万元。用温情

服务群众，用爱心关爱弱势，季翠平

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企业家代表的责

任担当。

●致富能手变身公益先锋

群众有所呼，代表有所应。季翠

平是淮阴区人大代表。“作为人大代

表要真实反映民声，切实维护民利。”

为收集民意，掌握民情，集中民智。

她经常深入乡村，走访群众广泛征询

意见建议，提出有质量、有价值、有分

量的建议和意见。

作为赵集粉丝行业领头人，对于

粉丝生产造成环境污染这一重要问

题深感忧心，为了促进粉丝行业和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她带头签订《粉丝

行业承诺书》，为推动粉丝行业转型

升级作出贡献。近年来，她围绕社会

关注、百姓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深

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开展调

查研究，先后提出了《关于赵集粉丝

传统产业的发展的建议》《关于加快

330省道建设的建议》等一系列建议，

促进了地方基础建设和经济发展。

虽然平时事情多，但她还挤出时

间组织一支义工队，定期到镇敬老院

为老人服务，剪指甲、叠被子、无微不

至地照顾老人，每逢节假日，还带着

礼品去慰问五保老人。“我自费订阅

五套杂志赠送给镇渔民小学的孩子

们阅读，丰富孩子们的文化知识，关

心孩子们的成长。”每到重大节日，季

翠平都会抽出时间到渔民小学等学

校与孩子们联欢。她还十分关心低

收入村民，想方设法为他们出点子、

想路子，主动与他们结“穷亲”，定期

上门看望，经常给予生活上的接济。

街西村云燕粉丝厂门口到庆华村张

圩老街的道路每到夜晚视线不清，行

走不便，村民普遍反映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季翠平将群众的声音听进了

心里，自费5万余元将这段难行的路

段装上了路灯，彻底解决了街西、庆

华两个村村民的夜间出行难题。

积善人家有余庆。在她的教育

与引导下，家里的每个人都积极向

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季翠平的

女儿说，“妈妈的爱心，不仅带动全家

人向善，还带动很多志愿者纷纷伸出

援助之手，让无私的爱在这里延伸。”

●履职为民赢得群众掌声

本报联合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阿里巴巴乡村振兴基金发

起的2022年度“最美家乡人”评选活动目前进入案例征集阶段，您

身边如有与乡村振兴相关的平凡人非凡事，欢迎向我们提供线

索。案例征集截止时间为今年11月1日。《淮海晚报》“最美家乡

人”征集渠道已经开通，欢迎通过18305232692向我们提供线索，

同时您也可以通过“天天正能量”公众号或微博进行推荐。

“致富能手”
有手变“金丝”的绝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