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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不完美的邻里节
“糟点”不少，却幸福感满满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智勇 通讯员/
陈芳） 带口音的讲话，并不齐整的现场……6 月 7

日，荷塘区合泰鑫城小区举办的首届幸福邻里节“槽

点”满满，可热闹非常，更重要的是，这是小区首届邻

里节。

这里原本是一片街区，涵盖合泰 C 区、D 区以及

合泰大街共计 50 多个楼栋。今年 2 月，茨菇塘街道

驻合泰片区示范小区创建工作队（以下简称“工作

队”）进驻，将所负责的区域整合成一个闭合式居民

小区，命名“合泰鑫城”小区。工作队还帮小区居民

搭建起一套实用性强、立足长远的居民自治制度架

构，带领居民志愿者在小区实行规范化管理。

3 个多月，居民志愿者与工作队一同清理楼道垃

圾，参与巡逻，清理飞线充电、乱停乱放、污水横流等

问题。目前，小区由“脏乱差”转变为“洁净美”，居民

们从疏离、抗拒到主动参与小区管理和建设，人与环

境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

端午节来临之际，合泰鑫城小区党支部几位负

责人找到工作队，提出想自主举办一次居民邻里节

活动的想法。工作队的队员们非常支持，他们从策

划、组织到场地布置等方面展开全面了的指导帮助。

小区党支部书记阮更详、副书记腾益艳等几位

党员提前筹备，拉赞助、联系场地、设计流程，忙前忙

后为活动付出很多时间和精力。邻里节当天，原计

划下午 2 点开始的活动拖延了半个多小时，才成功将

闹嚷嚷的人群聚拢到主舞台前；活动开始后，阮更详

书记激情演说了一刻钟，一口浓郁的邵阳口音很“提

神”；活动前订购的礼品运输途中出了状况，临时决

定由消防站“蓝朋友”提供灭火器作奖品……

尽管活动组织不完美，流程进行得也不够流畅，

可这是小区居民一次难得的聚会，大家都很高兴。

没有人在乎场地简陋，没有人在乎组织欠专业，居民

们沉浸式参与活动项目，用真诚的笑容表达活动的

意义。

“能把活动办起来就很了不起！”合泰 D 区 1 栋商

户周先生说，他经营服装生意已有 18 个年头，今年他

见证了街区由“乱”到“治”，也深深感谢工作队和居

民志愿者所付出的热情和持久力。

“总有一天我们会要离开，看着亲手扶持援建

的合泰鑫城小区步入正轨，很欣慰，工作队的队员

们都觉得连日来的付出很值得！”工作队副队长向

章琳说。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6

月 8 日上午，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志愿者们

为株洲城市五区及醴陵 32 名老人送礼送祝

福。这些老人都是曾为祖国做出过特殊贡献

的。这次的慰问活动，共有 50 余名志愿者参

与，其中不少志愿者是“全家出动”。

张荆门老人今年 90 岁，生于湖北省荆门

县，家住荷塘区永红村，1956 年毕业于中南矿

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同年分配到株洲硬质合

金厂工作（苏联援建的 165 项重点工程之一），

为新中国第一代硬质合金专家。当志愿者提

着牛奶、粽子、水果等礼品上门时，老人脸上笑

开了花，他说：“看到你们又来了，真是高兴！”

这次慰问对象中，有烈士家属，但老兵居

多。代玉兰，1951 年 2 月参军并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后转业到株洲妇幼保健院工作，直到退

休。还有两个老兵都是醴陵人，分别为家住醴

陵市仙霞镇狮形山村王家坟组张先国，醴陵市

左权镇清安村背冲组的文家树。文家树 1951

年参军，1957 年复员，参加过抗美援朝多次战

役，荣立过三等功。

周小明，现任芦淞交

警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

2003 年，周小明从部队转

业来到警队，21 年来一直坚守在交通管理一线，始终

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认真负责，扎

实苦干，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曾获得个人三

等功、优秀政法干警、十佳交通警察、春运先进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

从“小周”到“老周”

中心广场是株洲的商业中心，也是市区交通最

为忙碌的地段。在这里，周小明执勤了 21年。

“周警官，辛苦了！”“老周，吃饭没有？”站在中心

广场南口，热心的市民向周小明打招呼。

2003 年，周小明结束了 13年的部队生活，转业到

芦淞交警大队，成为一名普通的交警。“正式报到前，

我跟妻子说，这份工作挺好的，可以早九晚五，有时

间照顾家庭。”他说。

报到当天，实际情况就给了周小明一个“下马

威”。他早上 7 时 10 分前必须到岗，中午 12 时 30 分

下班，晚上 6 时 30 分能下班是最理想的状态，但十有

八九会要推迟，要看晚高峰的时间而定。

道 路 交 通 环 境 是 一 个 城 市 的 窗 口 ，要 想 把 工

作做好，不管在心理还是体力上都要付出很大的

努力，因此，周小明与同事们一起深入路面，加强

路 面 管 控 、疏 导 交 通 、严 查 各 类 重 点 车 辆 和 交 通

违法行为。

“穿上警服，站在街头，我就是一个标识，既警示

群众，也接受群众监督。刚到警队时，大家喊我‘小

周’，现在都喊我‘老周’了。”

常为路人伸援手

从警多年，周小明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宗旨，并

将其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

事。”每当群众遇到困难，周小明都是二话不说就上

前帮忙，即使面对危险，他也冲在前面。

2021 年 4 月，周小民在街面巡逻时，遇到一位拄

着双拐的男子向其求助。该名男子是外地人，独自

一人来株洲，本打算到长途汽车站乘车回家，可一直

打不到车，担心赶不到回家的大巴。男子语气急促，

已经有些不知所措。

周小民了解情况后，告诉他，株洲新华桥封闭施

工影响交通，不能直接前往汽车站，于是立即把该男

子扶上警车并送至荷塘区长途汽车站。临别之际，

那名男子紧紧握住周小民的双手连声道谢，对株洲

交警热心为民的行为表示强烈称赞。

在全力做好交通安全保障的同时，只要老百姓

有需要，他都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遇到群众咨询，

他都是有问必答；遇到爆胎车辆，他主动上前帮助修

理；遇到走失老人，他积极帮助联系家人……这样的

爱心点滴，不胜枚举。

“有了荣誉，他总是让给年轻的同志；哪里有困

难，他又抢着往前冲。”这是同事对周小明的评价。

一线交警的工作平凡而辛劳，但周小明却热爱这个

职业，并珍惜这个工作岗位。“如果到退休那天，我一定会

很不习惯，因为我对这份工作付出了感情和心血。”

美达影城（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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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佳节
晚报志愿者们又在行动

晚报志愿者上门慰问老人。 受访者供图

周小明：21年如一日的“马路坚守者”

周小明在执勤 记者/杨凌凌 摄

芦淞区钟鼓岭七星潮流购物公园五楼
（株洲书城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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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家老酒：非遗传承，百年匠心酿新篇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通讯员/旷升华 肖霜

在渌口花园村，有一段穿越百年的醇香记忆，静静流

淌在乡土之间。贺家老酒，一个承载着岁月沧桑与家族荣

耀的名字，其背后是世代相传的酿酒智慧与匠心独运的技

艺传承。

在现代化浪潮中，贺家老酒不仅坚守着祖辈留下的传

统，更以创新之姿，将这份名优特农产品带向更加广阔的

天地。让我们一同走进贺家老酒的酿造世界，聆听那跨越

世纪的醇厚故事。

花园村小山坳，空气中的酒香如同一缕轻柔的丝带，

将你缓缓牵引至贺家酒坊的门前。这里，是贺家老酒故事

的起点。走进那幽深的酒窖，时间似乎被刻意放慢了脚

步，一排排沉睡的大酒缸如同一个个历史的见证者，默默

讲述着时间与耐心的故事。

贺家老酒的酿造，是一场关于时间与自然的双重奏

鸣。

从精选的八斗山冲优质糯米，到百米深处古井之水，

每一步都蕴含着对自然的敬畏与尊重。经过严格筛选、清

洗、浸泡、蒸煮、发酵、蒸馏等一系列复杂且精细的工艺，最

终成就了贺家老酒独特的口感与风味。这其中，尤为引人

注目的是 16 种中草药特制的酒曲，这不仅是贺家老酒的

灵魂，更是贺家世代守护的秘密武器。

贺家老酒当家人贺进说，酒曲一年制作一次，每年的

酷暑，家人们都会聚在一起，遵循古法，将采下的中草药融

入每一个小小的酒曲中，待其发酵，释放出神奇的魔力。

贺进，一个曾在都市职场游刃有余的女性，用 30 岁的

一个决定，续写家族老酒的传奇。毕业于电子商务专业，

曾任教师、白领，看似与酿酒无缘的她，内心却藏着对家族

传统深深的挂念。“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这句简单的话，

是她毅然回归家乡，接下祖传酿酒技艺重担的初衷。

酿酒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面对千百年来男性主导的

酿酒行业，贺进以不服输的精神，打破了性别界限，也突破

了自我认知的极限。从门外汉到熟练掌握十数道酿酒工

序，贺进走过的路，是无数的汗水与坚持。

她不满足于继承，更渴望创新。贺进足迹遍布衡阳、

江西、湖北、杭州、海南等地，拜师求学，试图将各地的酿酒

精粹融入贺家老酒中。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尝试，直

到某一天，那股熟悉又独特的酒香从酒缸中涌出，宣告了

她成功的那一刻。贺进深知，酒香也怕巷子深，于是，她亲

力亲为，提着酒壶，一家家敲门，一瓶瓶推销，即使遭遇冷

眼，也未曾言败。首个订单，尽管只有 80 元，却是对她莫

大的鼓舞。

从脚踏实地的送货，到逐步拓展市场，贺进以女性特

有的细腻与韧劲，让贺家老酒重新散发光芒。

2018 年，贺家传统酒药制作技艺成功申报为株洲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不仅是对贺家老酒的肯定，更是一

次飞跃的契机。以此为契机，“醉渌香”品牌应运而生。在

株洲市渌口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推荐下，贺家老酒开始

频繁亮相于各类展会、旅游节等大型活动中。在这些活动

中，贺家老酒凭借其独特的口感与品质赢得了众多消费者

的喜爱与认可。

市场知名度的提升，带来了销售量的激增。贺进最终

实现了从徒步提酒到骑单车，摩托车到小汽车，再到大货

车配送的转变。同时，荣誉接踵而至，“醉渌香”获得“湖南

省老字号”“中部农博会金奖”等称号，公司成为市级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贺进自豪地表示，去年，贺家传统酒药

制作技艺成功通过了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认定。

如今，贺进已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统

酒药制作的传承人。在她的带领下，贺家老酒不仅在省内

享有盛誉，还远销省外各地。贺进也从一个普通的酿酒人

成长为了一位企业家和文化传承者。

面对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贺进没有止步于

传统的米酒领域，而是大胆地迈出了创新的步

伐。她深入研究全国饮酒文化，发现米酒市场

的局限性，于是决心研发五谷杂粮酒，以此突

破地域限制，扩大市场范围。经过无数次尝试

与调整，乡里谷酒、高粱酒、窖藏 10 年老酒等一

系列新产品应运而生，不仅保留了贺家老酒的

传统风味，还融入了更多的健康元素与独特口

感，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

贺进深知，品质是企业生存的命脉。她严

把质量关，每一款酒都不含任何添加剂，拒绝

勾兑，完全依靠自然发酵，经得起任何检测。

贺进经常亲临酒窖，监控每一个环节，确保每

一批酒都能达到最佳状态。

贺家老酒以其不变的匠心与创新的姿态，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向世人展示了

中华酒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限魅力。

“今年4月入驻株百13家超市，更多人可以喝

到我们的酒了。”贺进说，自己的愿望简单而深远，

希望这份老祖宗的手艺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每

一滴贺家老酒，都能成为时间的信使，让每个品尝

的人能感受到那份跨越百年的醇厚与温暖。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贺家老酒如同一

股清流，提醒我们慢下来，品味生活的每一滴

醇香。贺进，这位酒界的巾帼英雄，以她的坚

韧和热爱，书写了贺家老酒的新篇章。当我

们再次举杯，那不仅仅是对过往的致敬，更是

对未来的期许。在这片土地上，贺家老酒的

故事，将如酒一般，越陈越香，代代流传，直至

永恒。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贺家老酒将继

续书写属于它的传奇故事。

酒香四溢
探秘贺家非遗老酒的百年时光1

巾帼不让须眉
从零开始的传承之旅2

荣耀绽放
非遗的认可与市场的青睐3

记者手记

匠心独运
打造五谷杂粮酒新篇章4

酒窖里的 10年老酒。 通讯员/肖霜 摄

渌口农韵
特产风味秀

加入中草药的酒曲。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