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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妈妈，草莓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小月（化名）正跟着妈妈认
识颜色。小月在3岁时发现患有自闭
症，几年里，一直在沁源县残联康复救
助定点机构进行治疗。“孩子3岁前，除
了偶尔无意识地喊妈妈，没说过别的
话，现在通过干预已经能和我们简单
交流了，虽然干预周期较长，但效果很
好。”小月的妈妈很是欣慰，“治疗期
间，政府还给了补助，为我们减轻了很
大的经济负担。”

2023年，沁源县将扩大残疾儿童
抢救性康复范围，为0-15岁残疾儿童
照亮康复之路纳入全县“十件民生实

事”当中，救助标准为0-6岁儿童每人
每年1.5万元，7-15岁儿童每人每年
9000元。经过一年的落地实施，越来
越多的残疾儿童通过康复训练更好地
融入了家庭和学校。

近年来，沁源县残联积极为残疾
人办实事、办好事，增进残疾人的民生
福祉，通过康复知识宣传、假肢安装、
家庭医生签约、社区康复、辅具器具货
币化补贴等一系列扶残助残活动，满
足不同残疾人的康复需求，把康复服
务送到残疾人身边。其中，围绕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工作，着力从政策支撑、
提标扩面、精准服务等方面下功夫、提

质效，使残疾儿童康复工作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渐进发展。

为推动儿童康复救助工作开展，
沁源县残联全面摸排、细致核查，确保
应救尽救。坚持“细心、暖心、耐心”原
则，将核查过程转变为服务过程，在坚
决做到不漏一项、不漏一人的前提下，
进一步摸清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急难
愁盼问题。

乐乐（化名）今年4岁，沁源县残联
在对幼儿园小朋友进行摸排的过程中
发现乐乐患有轻微自闭症，考虑到乐乐
的自身情况和家庭情况，便请了专业的
治疗师送教上门。“多亏残联的摸排和

政府的救助，让我们及早发现了孩子的
问题，还能在家里进行治疗，现在孩子
的日常交流沟通都没问题了。”乐乐的
妈妈说。

“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工程
帮助患儿减轻功能障碍、改善功能状
况、增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残
疾儿童家庭的幸福感、获得感显著提
升，也让更多有潜在康复需求的大龄
残疾儿童得到康复治疗及救助经费的
救助。”沁源县残疾人联合会康复科科
长南晓燕说，今年，他们计划申请设立
定点机构，让更多残疾儿童就近治疗，
尽早康复。

安璐

为“折翼天使”点亮希望之光
——沁源县残联推进残疾儿童康复二三事

潞城区店上镇北村是个美
丽的乡村，这里有着回味绵长的
酿醋文化，当地村民也在酿醋产
业的带动下过上了好日子。

3月 4日，走进北村老陈
醋酿造合作社的厂房内，高粱
发酵后酸味扑面而来。“我们
采用的是古法固体酿制工艺，
时间越长，香味就越醇厚，颜
色也越深，最终呈琥珀色和酱
紫色。”村民杜旭旺在酿醋一
事上颇有心得，他介绍，现在
正在进行的是搓醋环节，这样
能够让发酵好的醋糟散发出
更加浓厚的酸味。

北村老陈醋的历史可溯及
千年，不少家户至今仍保留着
酿醋的传统，其中更不乏手艺
高超的酿醋能手。只要门外挂
着“北村醋坊”的牌子，就可以
寻得到那抹沁人的醋香。走进
村民曹振平家，他正忙着将醋
缸里的冰块捞出，只有这样，才
能收获北村老陈醋酸香醇厚、
细腻柔和的“灵魂”味道。“我们
家酿醋已经30多年了，这都是
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今年酿
了 1000 斤，1 斤最低能卖 50
元。”曹振平说，他家的老陈醋
一部分自己售卖，另一部分就

放在村集体，收入十分可观。
在北村，像曹振平这样的

酿醋能手多达150户。制粬养
菌、蒸煮醋饭、下粬发酵、搅拌
谷糠、搓粬来火、腌压入缸，在
被人们广泛认同的蒸、酵、熏、
淋、陈这一酿醋技艺的基础上，
北村人总结出了自己的独家

“秘方”，用高粱、大麦等酿制，
酸度一般在8度以上。与市面
上常见的4至6度老陈醋相比，
北村老陈醋的酸度和醇度都更
胜一筹。

2023 年初，北村因地制
宜，充分挖掘农户酿造老陈醋
优势，由北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牵头，成立了北村老陈醋酿造
合作社，采用“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运营模式，注册商标，
制定标准，统一包装，共同打造
北村老陈醋品牌。从此，溯及
千年的北村老陈醋从自给自足
走上了产业发展的“快车道”，
不仅平均每年可为村级集体增
收150万元，村民们也有了在
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乡村振兴要有产业支撑。
北村多措并举在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上持续发力，一方面依托
红色资源大抓文旅融合发展；
另一方面立足当地特色打造农
特产品品牌，让村庄散发出生
生不息的生命力。“接下来，我
们将继续充分挖掘民间酿造
的潜在生产力，把北村特色产
业做大做强，带领村民开拓出
更广阔的致富路。”店上镇北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郭振
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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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仓节作为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象征着“仓
满粮足人心安”，寄托了人们对新年五谷丰登的
美好愿景。3月4日，潞州区大辛庄镇陈村开展
了添仓节文化艺术展演。村民们唱响幸福曲，
舞出奋斗情，一派喜庆热闹的景象。

在陈村文化广场，高跷、秧歌、划旱船……
形式多样的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活动现场，锣
鼓喧天，载歌载舞，掌声、欢笑声在人群中此起
彼伏，村民们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表演者更
是尽情展示，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陈村人的新形
象、新风采。

近年来，陈村对添仓节这一文化遗产进行
了精心保护和深度挖掘，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通过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展示出来，让民
俗文化传统得到传承的同时，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真正让陈村火起来，村民富起来。

据了解，陈村今年的添仓节文化艺术展演
为期3天，包括戏曲、锣鼓以及群众自编自导的
文艺节目展演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不仅聚
起了人气，带动了村庄产业发展，也让更多人了
解添仓节这一传统节日，促进了传统民俗文化
的弘扬和传承。

振兴路上醋飘香
——探访潞城区店上镇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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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仓启丰年
乡村展新颜

潞州区大辛庄镇陈村开展
添仓节文化艺术展演

代代传承的酿醋工艺。

传统民俗秧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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