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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洪涛 贾英 图文报道

本报讯“我在这里生活得
很快乐！”今年春节，市儿童福
利院养护组“和和班”20名一
线员工收到了院里孩子常吉旺
写的感谢信。在信中，常吉旺
感谢阿姨们对自己和同伴的照
料，并表示在这里“阿姨们像妈
妈一样照顾我们”。

“照顾这些孩子是我们的
本职工作。但看到孩子的信，
我们心里还是暖呼呼的，很有
成就感。”2月17日上午十时
半，“和和班”的“班长”李艳开
始指导 8岁的孩子常吉祥吃
饭。常吉祥不仅患有唐氏综
合征，还患有心脏病。过去的
半年中，李艳和同事一直训练
他吃饭。这个春节，这孩子进
步很明显，已经学会独立吃饭
了。

常吉祥只是李艳和同事们

照料的 40 多名孩子中的一
名。在这些孩子里，常吉祥的
情况算是好的。因为其他孩
子，有近一半患有脑瘫，生活不
能自理，甚至长期躺在床上，需
要照料。这些照料不仅包括日
常的吃喝拉撒，还包括喂药、助
浴等。

在市儿童福利院，有100
多名孩子，他们被分成男女两
个班组，由工作人员照顾。李
艳被分配在“和和班”照顾男
孩，照顾男孩的挑战要比照顾
女孩大一些——男孩比较顽
皮，尤其是到了青春期，他们会
更叛逆一些。

“他们都是被遗弃的。我
和同事们就是他们的‘妈妈’，
挑战再大也吓不倒我们。”李艳
老家在安徽阜阳，她于2013年
进入市儿童福利院工作。除了
2018年春节回过一次安徽老
家，其他10个春节，她都是在
市儿童福利院和孩子们一起度

过的。
今年春节，市儿童福利院

不仅给孩子们准备了火锅年
夜饭，还策划了丰富多彩的过
年活动，“孩子们一到过年就
很开心，他们开心，我们也高
兴”。

李艳也有自己的孩子，老
大读小学六年级，老二读一年
级。前几年，孩子们也曾问过
她：“为什么别人家的妈妈都和
家人一起过春节，你为什么不
在呢？”在李艳的耐心解释下，
两个懂事的孩子便明白了她所
做的事情。

“过年期间，儿童福利院有
几十个同事坚守岗位，和这里
的孩子们一起。”李艳介绍，他
们春节值班和平时一样，是三
班倒。“除了公休，如果员工家
里有急事，也可以请假。但大
家都不轻易请假，尤其是过年
的时候。”

在李艳的班组中，年纪最
大的 51 岁，年纪最小的 25
岁。夏轶群就是“和和班”年纪
最小的“爱心妈妈”，也是班组
里唯一一个还没成家的人。其
他同事到这里工作时，就已经
有了照顾孩子的经验，而她却
是零经验。为了照顾好孩子，
她买了很多相关书籍来学习。
今年春节，除了照顾孩子们的
吃喝拉撒，夏轶群还给他们讲
故事，陪他们做游戏，受到孩子
们的喜爱。

“和这些孩子在一起，我们
的每个春节都很有意义！我们
祝愿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
李艳说。

她们陪孩子们过春节，在孩子心里——

“阿姨们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们”

2 月 19 日，天宁区天宁街
道通济桥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妇联、关工委联合社会组
织、慈善资源，开展“喜乐元宵
花灯俏 红心少年送福到”活
动。

上午九时半，活动现场逐
渐热闹起来。孩子们一排排坐
好，动手做元宵花灯，一盏盏精
致的花灯逐渐亮起来。“窗前乍
见晚梅开——打一字”“月下美
人瞬间消失——打一四字成

语”……猜灯谜环节趣味十足，
吸引居民结伴猜谜。

搓元宵区域热气腾腾，社
区工作人员用火龙果汁和蔬菜
汁混进米粉，居民们纷纷加入
搓元宵的队伍，不一会儿桌上
就摆满了红红绿绿的小元宵。
元宵煮好后，工作人员盛入小
碗分给现场的居民。青少年志
愿小分队为孤寡老人上门送元
宵，抢先感受节日氛围。

■汤怡晨 黄慧 图文报道

邻里情深闹元宵

■刘懿

本报讯 一碗年酒是春节
里最甜的味道。大年初九，遥
观镇玉螺泉酒坊的总经理张伟
明正帮着顾客把一桶桶糯米酒
往后备箱里装。“元宵节订单排
满了。”他告诉记者，春节前后
每天都要用掉1000多斤大米，
生产甜酒酿和米酒1500多斤。

糯米酒在常州东部乡村的
历史很漫长，这里是鱼米之乡，
人们用富余的粮食来酿酒。张
伟明的奶奶和母亲酿的酒尤其
受四里八乡人们的喜爱，他从
小闻着酒香，长大后索性专业
酿酒。

从乡亲们口口相传的“土
味”特产，到如今卖到重庆、辽
宁等地，老张家的酒越酿越有
名，酒坊去年仅大米就用了17
万斤。

在酿造房，记者看到，口

径1米多、覆裹着厚厚稻草的
大缸摆了几十口。工作人员
用特制的工具，在缸边使劲搅
醅。糯米酒在28℃的恒温发
酵室发酵后，测定甜度达到
12度、13度就可以出缸。经
过消毒、罐装……一瓶瓶晶莹
透亮的糯米酒等待打包、装
车。车间另一侧，易拉罐包装
的甜酒从全自动流水生产线
上源源不断下线。

另一个工作间里，高高的
蒸箱呼呼冒着白气，散发微甜
的酒香。“酒酿馒头还有卖吗？”
一位顾客从湖塘赶来，他说，老
张家的酒酿馒头做得好，要多
买些去走亲访友。

“如今爱喝白酒的年轻人
少了。”张伟明说，玉螺泉的甜
酒酿和米酒已销往全市200多
家超市和销售点，有客户提出，
要是糯米酒能像啤酒一样可以
咣咣干杯就好了。张伟明决定
尝试由传统米酒向休闲酒水以

及健康的米酿制品转型，开发
了酒精度分别为6度、10度、
14度的精制酒，2度的米露饮
料，以及百元以上的清酒，这些
酒既有酒酿的清甜，又有休闲
酒的爽口。张伟明的女儿和外
孙还设计了礼袋包装，适应春
节、中秋等各个节庆主题，时尚
又喜庆。

这几年，玉螺泉的名头越
来越响，2021 年获评省级名
特优小作坊、2023 年获评常
州经开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遥观镇、常州经开区举办
的相关非遗、民俗展览，玉螺
泉必定亮相。春节前夕，张伟
明还带着米酒走进北京钓鱼
台国宾馆展示。新的一年，他
正加强跟常州旅游商贸学校
的合作，共同开发酒酿馒头、
发糕、酒酿饼干等食品，抢抓
乡村振兴机遇，把酒坊打造成
一处文化展示点，让游客前来
体验酿酒工序。

米酒吃出“甜蜜年”

■龚励 王锐 图文报道

本报讯 春节假期刚刚过
去，元宵佳节接踵而至。我市
各大商超积极备货，冷柜里各
种口味的汤圆、元宵一应俱全，
成为当下的热销品，让节日市
场再度升温。

在瑞和泰传媒店元宵专
区，包装精美、品种丰富的元宵
塞满冷柜，前来购买的顾客络
绎不绝，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
氛。店长郑云梅告诉记者，各
种各样的元宵让市民有了更多
选择，传统的黑芝麻、花生等口
味卖得最好，有的元宵还被制
作成柿子形状，创意满满，寓意
着事事如意，成为众多消费者
的新宠。市民李丽娟的购物车
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元宵，她
表示，元宵节吃元宵有着团团
圆圆的美好寓意，除了煮元宵，
她还计划炸元宵。“今年元宵
节，我给孩子买了水果和巧克
力口味的元宵，给家里老人准
备的则是黑芝麻和豆沙馅的元
宵。”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超市后
发现，今年市场上的元宵不仅
有黑芝麻、红豆、花生等传统口
味，也有黄桃、草莓、紫薯等新

口味，商家在馅上做足了功
夫。炫彩的元宵皮，双拼、三合
一、四合一的包装，让元宵不仅
美味、更有颜值。

为迎接元宵佳节，大润发、
新怡华、明都等超市专门设置
了元宵专区和米酒专区，方便
市民选购。在售卖经典黑芝
麻、花生等俏销品种的同时，还
推出粗粮、木糖醇等元宵，适合
控糖人群食用。

“元宵节临近，我们超市各
式各样的元宵供应量充足，售
价普遍在十几元、二十几元，满
足群众的消费需求。市民来购
买元宵的同时，也会一同购买
其他商品，‘元宵经济’真是红
红火火。”江苏新怡华超市连锁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昕说。

元宵市场供销旺
种类齐全选择多

春节期间，李艳（左3）和同事在照顾市儿童福利院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