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春节的脚步临近，年味儿也
越来越浓，上党区年味儿的“主角”之
一，便是那热气腾腾、寓意团圆的团
子。团子，又名“黄蒸”，是上党区传统
美食，也是许多人记忆中的年味儿。

上党区北呈乡上村村民李代香是
蒸团子能手，今年54岁的她，蒸团子已
有30年经验，她蒸的团子亲朋好友都
赞不绝口。于是，2024年11月份，李
代香和儿媳妇车路花决定将蒸团子的
手艺化作“金钥匙”，开启一扇通往幸
福生活的大门，用小团子精心“蒸”出
一家人的“大幸福”。

走进李代香家的院子，一笼笼团
子在热气中散发着诱人香气。李代香
正在和亲戚们包团子，她们拿起一个
剂子，捏成窝窝状，填入馅料，团成椭
圆形，一个团子就包好，不一会儿工
夫，笼屉就摆满了，大约40分钟团子就
能蒸熟，金黄色的团子散发出独特的
黍米香气，农家院落顿时洋溢着浓浓
的年味儿。

李代香家的团子是用黍子面做

皮，红枣、红豆加红、白糖熬制成馅，这
样蒸出来的团子又软又甜，深受顾客
喜爱。

“姐，团子又卖完了？”“这次要多
少个？”儿媳妇车路花不停接到顾客的
预订电话。每天中午，车路花将新出
笼的团子装袋，前往区里的集市售卖。

车路花说：“起初，我在五中那条
街摆摊卖，一天能卖六七十个，现在卖
了2个多月，销量增加了，口碑也逐渐
传开了。不少顾客通过包装袋上的电
话、短视频平台向我预订，这几日的预
订量每天约200个。”

在这小小的院子里，婆媳携手传
承美食技艺。在热闹的集市中，她们
用劳动收获喜悦与回报。一个个团
子，承载着团圆的祝福，更蒸出了这
一家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新春
佳节勾勒出一幅温暖而幸福的画
面。随着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她们
的忙碌与欢笑还在继续，这份浓浓的
年味儿，也将传递到每一个品尝团子
的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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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团子“蒸”出大幸福

张士明：残疾不阻创业梦

“志愿红”服务温暖回家路

文/郭雯雯 李恒 图/赵彦杰

文/本报记者 王晶晶 图/马云波

“您好，购票请走这边。”“奶
奶，我看您这东西挺重的，我帮您
提。”……在长子县客运中心，活跃
着一群身穿红马甲、面带微笑的志
愿者。他们有的协助旅客通过安
检，有的维护车站内的秩序，有的
为旅客耐心指引方向，有的主动帮
旅客拎起沉重的行李，那一抹抹

“志愿红”在车站内熠熠生辉，成为
一道动人的风景线。

1月14日，2025年春运正式
开启。当天，长子县精神文明创建
服务中心联合县交通局等单位在
县客运中心开展了以“春运暖程
情满旅途”为主题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活动，以真情服务温暖
广大旅客。

在客运中心大厅，志愿者们在
购票处、候车室、站台穿梭忙碌，为
返乡人员耐心指引方向，帮助在自
动售票机前手足无措的老年人顺
利购票取票，搬运行李。同时，还
协助车站工作人员维护秩序，确保
旅客们能够井然有序地进站、候

车、上车。
“作为一名大学生返乡志愿

者，我会以积极热情的服务态度，
协助广大旅客购票，引导他们进
站，帮忙搬运行李。在这寒冷的冬
季，用我们的热情给每位旅客送去
温暖。”大学生志愿者张子怡说。

此外，志愿者们还为乘客发放
了“春节·元宵节”文明过节倡议
书，大力营造安全、和谐、文明的节
日氛围。看到疲惫的旅客，志愿者
还为他们送上一杯暖心茶，驱寒解
乏，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真真切切
的关心、热情周到的服务，让旅客
在归家的途中多了一份惊喜，感受
到“家”的温暖。

贴心的话语、周到的服务，为
旅客出行送上一丝暖意、一份感
动、一份祝福。此次活动的开展，
不仅让旅客们感受到家乡人民的
暖暖心意，为广大旅客创造安全舒
心、高效便捷、优质暖心的出行环
境，也营造了平安和谐、温馨有序
的春运气氛。

文/图 本报记者 王伟鸿

1 月 15 日，记者走进襄垣县夏
店镇向村，听闻了56岁的村民张士
明跌宕起伏的故事，他以坚韧不拔
的精神，在逆境中书写着独特的人
生篇章。

2006年正月初三，张士明驾驶出
行时遭遇意外。这次事故致使他腰
椎第三、第四节断裂，双腿失去知觉，
落下重度残疾。家庭的支柱轰然倒
塌，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妻子刘素
珍柔弱的肩头。面对巨额医疗费和
未来生活的重重艰难，全家人陷入了
绝望的深渊。

那些日子，妻子刘素珍四处奔波
借钱，每次被拒绝后的无奈与心酸只
能默默藏在心中。生活的压力如影
随形，然而，刘素珍始终没有放弃，用
柔弱的肩膀扛起家庭重担，给予丈夫

无微不至的照顾与鼓励，逐渐温暖了
张士明那颗冰冷的心，让他重新燃起
了对生活的希望。

张士明决定不再向命运低头，
立志要重新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2008 年，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姐姐
学习“襄垣挂面”的制作。对于行动
不便的重度残疾人来说，学习过程
充满艰辛，他克服身体上的疼痛和
操作上的困难，从基础步骤开始摸
索学习。经过长时间的刻苦钻研与
反复练习，终于熟练掌握了制作挂
面的精湛技艺。

在妻子的协助下，张士明踏上
创业之路。不断地积累经验，打开
了一定的市场。当地一个商家看中
了他制作的挂面，每年订购 3000
斤，这份稳定的订单使他的生活渐

渐步入正轨。
张士明制作的挂面全部采用优

质原料，严格遵循传统纯手工制作工
艺。但纯手工制作耗时耗力，且对气
候和温度有特殊要求，在订单充足的
情况下，每年最多只能生产 8000
斤。尽管年产量有限，但每一根挂面
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汗水，饱含着他
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品质的执着追求。

然而今年，这位合作多年的商家
因多种原因关门停业，之前预定的挂
面大量滞销，夫妇俩愁眉不展。关键
时刻，同村的“长治好人”、襄垣县人
大代表、农业种植大户张安国得知
后，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他四处奔
走，联系身边爱心人士，帮助张士明
销售挂面。在张安国的努力下，许多
爱心人士纷纷解囊，暂时缓解了燃眉

之急，但仍有800余斤挂面滞销。在
新的一年里，张士明的愿望是找到固
定客户，稳定收入来源，摆脱销售难
题，脱离生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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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帮旅客搬运行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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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代香和亲戚们在院子里包团子。

张士明在打包手工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