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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雪峰）据气象
资料显示，上周淮南气象观测站最
低气温-9.0℃（1 月 23 日），最高气
温10.4℃（1月28日），一周无降水。

上周基本处于农历“数九”天
的“四九”时段，今年“三九”不算
冷，“四九”天里，冷空气发力，算是
补回来了，天寒地冻，河面上都结
着冰。待时入“五九”，“五九六九，
沿河看柳”，本以为寒冷就此过去，
却还有反复。据最新天气预报，接
下来还会有大风降温、降水低温接
踵而至。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浓浓的
年味也在寒风中弥漫开来。本周
末就是“小年”，“小年”是我国传统
节日，也称“灶神节”“祭灶节”“小
年节”等。我国幅员辽阔，南北各
地风俗有较大差异，由于各地风俗
不同，被称为“小年”的日子也不尽
相同。民俗专家介绍，南方大部分
地区腊月二十四是“小年”，北方大
部分地区腊月二十三是“小年”。

过“小年”是汉族、满族、蒙古
族等民族的传统习俗，起源于古人
对火的崇拜，属于祭祀节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老式土灶
逐渐消失，祭灶仪式逐渐没落，人
们对灶君的信仰减弱。但是过“小
年”的传统被保留了下来，成为中

华民族特有的习俗。民间供奉的
灶神，是一对老夫妇并坐，或是一
男两女并坐，就是灶君和灶君夫人
的画像，一般贴在锅灶墙上。

“小年”是民间祭灶的日子，通
常被视为忙年的开始。在这一天，
人们要剪窗花、扫尘土、理发、洗
浴、吃灶糖、煮汤圆等。“小年”意味
着人们开始准备过年，表达了人们
辞旧迎新、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是中国百姓对“衣食有余”梦想追
求的反映。今年“小年”后，便是二
十四节气“立春”，新的轮回又开始
了。

据淮南市气象台预报，从本周
二夜间开始，全市有持续阴雨雪天
气。周三起受冷空气影响，全市有
大风降温过程，平均风力增至3～4
级，阵风6～7级，平均气温下降8℃
左右。周四至周日可能有雨夹雪。

具体预报如下：
1月30日，阴转小雨，4～14℃；
1月31日，小雨，1～9℃；
2 月 1 日，雨或雨夹雪，-2～

6℃；
2 月 2 日，雨或雨夹雪，-2～

2℃；
2月3日，小到中雨，0～3℃；
2月4日，中雨转雨夹雪，-3～

3℃。

一波冷空气让冬日回归本色

“这一车是发往合肥的，停在路
边的那辆是发往上海的。”1月28日，
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潘集区高皇
镇孙岗村路边看到，村里的种植大户
孙程正在将刚收割捆扎好的西芹装
车。“装车前还要给西芹根部的泥水
冲洗干净，第二天就能摆上当地市民
的餐桌了。”

孙程种植的西芹产自高标准蔬
菜温室大棚。2022 年，市地震局乡
村振兴工作队利用财政衔接资金
255 万元，为孙岗村兴建了 8 个高标
准蔬菜温室大棚，占地 30 亩。工作
队和村支两委通过考察，选定村里的
种植大户孙程为承包人，他通过租
赁，每年向村里上交租金并带动一批
村民就业。

走进大棚，最明显的感受是内外
温度的变化，棚内扑面而来的菜香让
人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十几位村民
脱去了厚重的外套，正收割、捆扎西
芹。“我在这干了一年多，除了收西芹
以外，孙程家种收萝卜、包菜、大白菜
时都来帮忙。”村民孙月苹告诉记者，
趁着自己还能动，赚点生活费，不用
问孩子们要钱，减轻他们的负担。

“临近春节，各种蔬菜价格都在
上涨，西芹卖得也不错！”在大棚里，
孙程正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杨勋
普商讨下一步大棚种植计划，“我打
算年内种酥瓜，潘集酥瓜比较有名，
借助大棚，又能赚一笔。”“行，如果有

需要，工作队帮你联系省市农科院专
家，看看当下有没有酥瓜的新品种，
产供销都给你包了！”“那敢情好！”据
孙程介绍，当初承包大棚，自己心里
还有些打鼓，怕辛苦一年收成不好。
而工作队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积极联
系销售渠道的做法，让自己打消了念
头，跟着工作队干准没错。“这季西芹
收获了几十万斤，市场销售供不应
求。工作队帮我联系的电商销售，从
线上预定，线下发货，全国各地发
送。”孙程笑了笑说，自己听取了工作
队的建议，带动村里 20 多位村民一
起就业，每天工作 8 个小时，一天给
80元工资。

“高标准蔬菜温室大棚是工作队
通过几个月市场走访比较，最终选定
的。大棚钢架结构、抗风雪、结实牢
固，棚内设有水肥一体自动滴灌设
备，棚外侧两边装有电动卷帘棉被，
保证了棚内温度，同时省去了大量的
人力成本。租赁给村里的种植大户，
不仅增加村集体收入，带动村民就近
就业，还能引领更多的种植户跟着工
作队一起干，一举多得。”杨勋普说，
下一步，工作队将结合市场需求，根
据季节建议种植高附加值的蔬菜瓜
果，让更多的农户参与种植产业发
展，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创建“产业
兴旺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努力实现

“产业大家一起做、有钱大家一起赚”
的“产业兴旺共同体”。

大棚经济托起乡村振兴梦
本报记者 李舒韵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明星）依依惜
别意，浓浓通商情。近日，淮南通
商农商银行2023年退休员工惜别
会在该行总行举行。淮南通商农
商银行领导同26位光荣退休的员
工畅谈交流，感谢他们为银行发
展所作的贡献，并为他们送上鲜
花和纪念品。

惜别会上，该行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智刚向退休员工致以最真
挚的感谢和最美好的祝福，感谢
他们为淮南通商农商银行的事业
任劳任怨、不怕困难、拼搏奉献，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通商人”精
神。真诚希望退休员工常回“家”

看看，继续发挥余热，积极建言献
策，当好年轻员工成长的“辅导
员 ”和 通 商 事 业 发 展 的“ 参 议
员”。在岗员工将以他们为榜样，
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和奋斗精神，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服务
水平。银行也会用心用情做好退
休员工的关心关怀工作，让他们
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随后，退休员工们深情回顾
了过去的工作，表示将离岗不离
党、退休不褪色，永葆党员干部政
治底色和通商员工担当本色，继
续发挥余热，为金融事业发展继
续贡献力量。

退休不褪色 余热映初心

阅读使人神清气爽，阅读使人腹有诗书气自华。1月28日下午，在春
节即将到来之际，由市少儿图书馆、市文化馆、市语言学会、淮南阅读会共
同打造的“龙吟凤舞 共续华章”新年朗诵音乐会如约而至，为市民奉上了
一场诗意盎然的精彩演出。

图一：古风古韵的诗朗诵+古筝弹奏《诗经节选》
图二：《一首诗，一阕词》经典诗词串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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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大户孙程（左）正和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杨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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