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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江：让家乡味道香飘万家
文/李晓 图/秦超

今年50岁的赵万江出生于一个普
通的农村家庭，是土生土长的沁县人。

“沁州黄”小米那金黄的色泽和醇厚的香
气一直深深烙印在他的记忆里。面对传
统农业效率低、好产品销路受阻、农户收
入低等问题，赵万江心中萌生了一个想
法：为何不利用家乡丰富的小米资源，发
展小米生产加工产业，让这小小的谷物
成为乡村振兴的“大引擎”？

2012年3月，赵万江成立了致力于
“沁州黄”小米开发经营的沁县爬山糙
小米开发有限公司。“以小米为媒，连接
城乡，让家乡的味道走向全国，是我一
直以来的目标。”赵万江说。

披荆斩棘创业路

创业初期，赵万江面临着资金短
缺、技术匮乏、市场认知度低等困难。
为了筹集资金，他几乎跑遍了所有亲
戚朋友家，甚至不惜抵押自家的房
产。资金到位后，赵万江又争取政策
扶持、自学农业技术、引进现代化加工
设备……

想要创业，首先要深入市场调研，
赵万江发现随着健康饮食观念的普及，
绿色、天然的农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的青睐。他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商机，决
定从提升小米品质、丰富产品线入手，
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小米品牌。在他
的不懈努力下，一个集种植、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小米产业链逐渐成型。赵万
江倡导使用有机肥，推广科学种植技
术，确保每一粒小米都绿色健康；在加
工环节，坚持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
合，既保留了小米的原汁原味，又提升
了产品的附加值。

为了打开市场，赵万江走进一家家
超市、餐馆推销自己的产品。同时，开
辟线上销售渠道，公司建立了电商团
队，精心打造品牌网页，通过网络直播
等方式，致力于将“沁州黄”小米推向更
广阔的市场。

“刚开始经历了很多失败与挫折，
但每当想到乡亲的期望和一片片金黄
的谷田，我就又坚定了走下去的信心。”
赵万江感慨道。

好产品树立好品牌

赵万江深知，只有过硬的品质和独
特的品牌，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
颖而出。于是，他坚持使用传统与现代
相结合的种植方式，最大程度保留小米
的营养和风味。

在爬山糙小米开发有限公司，每
一批小米都要经过多道检验程序，确
保每一粒小米都绿色健康、口感纯
正，只为让消费者吃到优质的“沁州
黄”小米。同时，赵万江还注重品牌
建设，通过参加各类农产品展销会、
举办小米文化节等活动，不断提升

“沁州黄”小米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终于，在他的带领下，公司生产的“铜
鞮”牌“沁州黄”小米逐渐成为了市场
上的“香饽饽”。

小米“种出”致富梦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赵万江没
有忘记自己创业的初心，那就是让更多
父老乡亲过上好日子。赵万江不仅积
极投身公益事业，还通过提供就业岗
位、开展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当地村
民脱贫致富。同时，他与沁县各乡镇农
户签订谷子种植订单合同，逐步引领周
边农户走上产业化、规模化的小米生产
加工发展道路。如今，说起赵万江，乡
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

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赵万江感慨
万千。他深知，成功从来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而是需要经历许多艰辛与磨砺。
在这条充满挑战的创业路上，赵万江一
路披荆斩棘，让“沁州黄”小米走出沁
县、走向全国，真正实现了让家乡味道
香飘万家的梦想。

本报讯 记者王晶晶报道：在第37
个世界防治“艾滋病日”来临之际，11月
27日下午，潞州区紫金街道紫苑社区邀
请长治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开展

“社会共治 终结艾滋 共享健康”义诊活
动，将温暖与健康送到居民“家门口”。

什么是艾滋病？怎么预防？医护
人员通过生动的案例和科学的数据，向
居民们普及了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预防
方法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细

节，使居民们对艾滋病在身边的潜在威
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也增强了大家对
艾滋病防控工作的紧迫感。

讲座培训结束后，一场温暖人心
的义诊活动有序展开。医护人员为社
区居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身体检查，
包括艾滋病相关检测咨询、常见疾病
的诊断等。过程中，医疗人员耐心解
答疑问，为居民们提供了专业的建议
和指导。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社区居民的生
命财产安全，特别是提高特殊人群的安
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助能力，近日，潞
州区英雄中路街道蔡家巷社区开展了

“冬季九防·敲门行动”，将安全知识与
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行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与网格员
逐户走访，耐心为居民讲解冬季“九
防”知识，即防煤气中毒事故、防燃气
爆炸事故、防小火亡人事故、防有限空
间中毒事故、防建筑施工事故、防冰雪
道路交通事故、防森林火灾、防建筑结
构倒塌、防泄漏和静电。针对老年人
在冬季取暖中可能面临的煤气中毒风
险，网格员入户进行了仔细检查，确保

其安全使用。
同时，行动小组对社区内的商户进

行了全面检查，重点检查了商铺的消防设
施配备、电气线路安全以及疏散通道是否
畅通等。并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火灾
预防与应急逃生知识，要求商铺负责人加
强员工的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

此次行动，不仅提高了社区居民尤
其是特殊人群的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
互助能力，也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
之间的距离，营造了安全、和谐、温暖的
社区氛围。蔡家巷社区将继续坚持以
居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持续开展各类
安全保障活动，为社区居民的幸福生活
保驾护航。 （路凯）

紫金街道紫苑社区

一般老年人是指65-79周岁的
老年人。膳食营养是保证老年人健
康的基石，与老年人身体功能维护、
生活质量、延年益寿有密切关系。
现参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给出以
下建议：

（一）食物品种丰富，合理搭配。
1.品种多样化
主食除常吃的米饭、馒头、花卷等

外，还可以选小米、玉米、荞麦、燕麦等
各种杂粮谷物以及土豆、红薯。

2.餐餐有蔬菜
注意多选深色叶菜、如油菜、青

菜、菠菜、紫甘蓝等。不同蔬菜还可
搭配食用，比如炒苦瓜丝时可搭配
青红椒丝。

3.科学吃水果
水果供应的季节性很强，尽可能

选择不同种类的水果，如橘子、苹果、
桃、梨、草莓、葡萄、香蕉、柚子等。

4.肉类食物换着吃
肉类食物包括鱼虾贝等水产

品、畜禽肉、蛋、奶类，以及一些动物
内脏类，尽可能换着吃。

5.奶类、豆类多样选
常见的奶类有牛奶、羊奶等鲜

奶及奶制品，如奶粉、酸奶、奶酪、炼
乳等。推荐食用量每日300-400ml
牛奶或蛋白质含量相当的奶制品。

（二）营造良好氛围，鼓励共同
制作和分享食物。

老年人离开工作岗位

后需要重新认识并调整心态，主动
参与家庭、社会活动。制作和分享
食物是改善、调整心理状态的重要
途径，有利于帮助其保持积极、乐观
的情绪。

家人、亲友应鼓励老年人一同
挑选、制作、品尝、评论食物，让他
们对生活有新认识，感受到来自家
人、亲友的关心与支持。政府、老年
人服务机构和相关社会组织在为老
年人建造老年人餐桌等良好硬件条
件的同时，还可以帮助老年人把每
日餐食作为重要的生活内容，促进
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三）努力增进食欲，享受食物
美味。

老年人身体功能的衰退，特别
是味觉、嗅觉、视觉敏感度的下降明
显可降低食欲；因罹患慢性病，长期
服用药物也易出现食欲减退，表现
为餐次、食量减少，食物品种单一。
上述情况极易导致营养不良的发
生。老年人以及照护人员应该积极
采取相关措施，避免营养不良的发
生：第一，鼓励老年人积极参加群体
活动，排除厌倦，保持乐观的情绪；
第二，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增
加身体活动量，增强身体对营养的
需求，提升进食欲望；第三，采取不
同烹调方式，丰富食物的色泽、风
味，增加食物本身的吸引力。

一般老年人膳食指南实践应用

老年人健康科普

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长治日报社 联办

知“艾”防“艾”共享健康

英雄中路街道蔡家巷社区

社区·动态

追梦奋进

赵万江（左）在生产车间查看产品。

冬季“九防”安全温暖送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