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 安徽·一日 2012年9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王贺 | 组版王贤梅 | 校对陈燕

俗话说：“吃饭吃小灶，喝酒喝小窖”。

不仅因为“小”让人有喜爱之情，更重要的是

因为“小”，使得作业更加精细，方法更加讲

究，其结果也会更加令人满意。事实证明，

小灶煮出的米饭柔软清香，小窖酿出的白酒

更加甘醇绵柔。

2007年12月，中国白酒专家组组长沈

怡方来宣酒参观指导，发现了宣酒小窖

池，并一举揭开了江南小窖的奥秘。沈怡

方先生早年编撰的《白酒生产技术全书》，

曾对小窖酿造的优点进行了专门的阐述：

窖池体积小，容糟醅量不多，糟醅接触窖

泥面积大，有利于培养糟醅，提高酒的质

量。沈怡方先生一直关注小窖手工酿造

工艺的传承，对一些酒厂单纯追求产量而

放弃小窖酿造工艺的做法感到非常遗

憾。对于小窖的优点，沈怡方先生又作了

通俗的解释：因为窖池小，原料发酵更加

充分、均匀，因而产生了更多的风味物质，

这是口感绵柔的根本原因。所以他说，小

窖要比大窖好。

宣酒小窖酿造采用了续楂发酵、混蒸混

烧、高温馏酒、低温入窖、蒸五下四的独特工

艺，共有100多道工序。酿酒用曲是独创的

含有108种天然植物精华的小药曲，采用的

原料以江南稻米为主。宣酒小窖酿造工艺

要求严格，生产周期长，酿酒成本大。在长

期的生产实践中，宣酒集团在传统的泥池

老窖、老五甑工艺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并采

用双轮和多轮以及夹泥发酵方法，桶式蒸

馏，缓慢提香，最终形成了宣酒独特的绵柔

品质。

小窖要比大窖好

星 报 讯（ 记 者 胡

昊） 星报持续关注的定

远县单亲家庭小姐妹同时

考上大学，因家庭贫困互

相推让上学的故事，经报

道后，小姐妹俩得到热心读者和好心人的热

情帮助。9月7日，周晓励怀揣着星报读者

捐助的学费，已到学校报到。开学第一天，

周晓励把给星报读者的感谢信寄到了星报

总编办，表达对读者的真挚谢意。

她在给第一个资助她的星报读者、合肥

退休工人荚德友师傅的信中写道：“您二老

把自己的退休金无私地捐给了我们，让我姐

妹俩去上学，这是多么伟大、多么崇高的

爱！由于您的爱心资助，使我今天顺利踏进

了大学的校门，姐姐也即将开学，今后我们

绝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希望，以二老为榜样

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回报社会。”

开学当天，周妈妈请假把晓励送到了安

徽中医学院，让娘俩没想到的是，已经给她

们捐助了6000元的合肥博大装饰工程公司

负责人唐定军，派员工来到学校找到了娘

俩，送来了价值近3000元的新衣服、鞋子、

背包以及各种学习生活用品。

“对我们非常好，还非要请我们娘俩吃

饭。”周妈妈对星报读者的热心非常感动。

一位外省的网友看到星报报道后，也打

来电话，希望能够帮助姐妹俩。

而荚师傅和唐定军等热心读者，还给小

姐妹俩留下了电话，表示会继续关注帮助姐

妹俩，“有什么困难，就打我们电话。”

星报读者的关心和帮助，似一股股暖

流，让贫困的小姐妹在求学的路上感受到社

会的关爱。星报报道也引起了当地相关部

门的重视，定远县教育局、计生委等部门正

在给姐妹俩提供相关帮助。

目前，姐妹俩的助学贷款等手续已经办

理完毕。 周晓励写来的感谢信

退休工人捐出退休金，公司负责人送去生活用品

定远小姐妹给星报读者写来感谢信

出生仅3天就被亲生父母抛弃，虞秀芝

却并没有因此沉沦。14年来，她与善良的养

父母相依为命，学习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即使是在被诊断患上重症后，她依然没有自

暴自弃，而是办理了眼角膜捐献手续，希望

自己死后还能带给这个社会光明。

懂事孤儿患上恶性黑色素瘤

小秀芝的家不大，大大小小的奖状覆盖

着斑驳脱落的墙壁。14年前，小秀芝出生

在安徽天长，出生仅3天的她就被亲生父母

抛弃。

然而幸运的是，虽然家境贫寒，但养父母

对她视如己出，让她生活依然充满了爱。俗话

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小的时候，小秀芝便

懂得体贴他人，学会了洗衣、做饭、收拾房间等

许多同龄孩子都不会的家务活。

眼看着小秀芝的未来就要一片光明，无

情的命运却又一次开了个玩笑。不久前的

一次诊断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恶性黑色素

瘤。

养父母靠种地维持生计，为了给她治病，

花去了所有的积蓄，原本就很贫寒的家庭变

得一贫如洗。面对巨额医疗费，债台高筑家

人再也无能为力，原本无忧无虑的花季却变

成了连绵的雨季。

弥留之际她决定捐出眼角膜

记者见到小秀芝的时候，她已经无法行

走，只能靠坐在床上，安静地翻阅她刚从学

校领回来的语文书。如果能重返学校学习，

小秀芝要上初二了，可是这个热爱学习的好

学生，可能再也回不去学校了。

三个月前，小秀芝在本报的新闻报道中

看到了一则捐献眼角膜的消息。“原来人离

开了这个世界之后，还可以将自己的眼角膜

留下，帮助生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们重见光

明。”说这话的时候，小秀芝的表情平静而安

然，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去迎接那未知的

将来。

小秀芝说，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终结，所

以她找到了省红十字会眼角膜库的电话，希

望捐献自己的眼角膜，将光明留在人间。她

更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呼吁更多的群体去

了解、去熟悉眼角膜捐献。

截至记者发稿时，省红十字会眼角膜库

的工作人员已经为她办理了眼角膜捐献手

续，并联系当地红十字会医院让其住院接受

治疗。

治病基本不花钱
我省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完善

星报讯（记者 王玉） “现在我治病基

本上不花钱，医疗费用医保能报销一大半，

剩下的医疗救助政策都给补上了。”淮南市

潘集区潘庄社区老人朱广仁昨日兴奋地对

记者说。

朱广仁曾患食道癌，医疗费用负担很大，

民政部门将其纳入低保范围，现在除了看病

不花钱，每月能领好几百元补助，逢年过节还

有补贴。

近几年，我省持续加大资金投入，着力健

全运行机制，以城乡低保、农村五保供养、孤

儿救助保障等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体

系基本建立并逐步完善，困难群体更多地分

享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生活水平稳步提升。

十年间，我省城市低保标准大幅提升，农

村低保制度从无到有，实现应保尽保。

2002年6月，安徽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实施办法正式施行。2005年，省政府出

台意见，要求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适时

调整保障标准。

随着资金投入的不断增加，目前，我省城

市低保月保障标准已提高到303.13元，人均

月补差水平达到250元。

2007年，我省启动农村低保制度建设，

到当年6月底，全省就有141.8万农村困难群

众被纳入保障范围。经过多次提标扩面，目

前，全省农村低保保障人数增加到214.65万

人，保障标准由最初的年人均683元提高到

1966元。

近年来，我省还建立健全低保标准与物

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在物价上涨达到一

定幅度时，向低保、五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发放

物价补贴。2011年共发放物价补贴3.66亿

元，有效缓解了物价波动给低收入群体生活

带来的影响。

病魔吞噬了身体
我想用双眼守望光明
天长一14岁孤女身患重症，弥留之际决定捐献眼角膜

记者 李皖婷

星报讯（许雪强 记者 陈明） 昨日9

时许，在祁门县闪里镇文堂村，几个矫健的

身影带着几只迅猛的猎犬，守候在一庄稼

地旁的坝下。突然，目标出现，随着一声清

脆的枪响，一头一百公斤左右的野猪被击

倒。这也是该镇自今年8月15日成立狩猎

队以来击毙的第8头野猪。

近年来，随着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实

行，自然环境好转及猎枪使用管理的控

制，加之野猪繁殖能力超强，其种群数量

迅速扩张，成群结队地光顾农民庄稼，造

成多地受灾。

据农技部门统计，2011年，闪里镇有

920位农户、1546亩稻田不同程度受损，直

接经济损失达到45.2万元。

每到山坞间水稻成熟时，一些农户稻

田里总是遭遇“猪害”，无奈的农民只得采

取扎稻草人、吊铁桶风铃、插“白旗”、扯“白

墙”、围铁丝等手段防范野猪侵害，更有农

户从夜晚10时许到凌晨4时采用不定时燃

放爆竹、睡地头等方式与野猪抗争，保护

“胜利果实”。

据该镇狩猎队负责人陈胜仁介绍，狩

猎队现有5人，自成立以来，每天都接到村

民求助电话，他们按照求助先后赶赴现场

蹬点守候。除此之外，夜晚大家还分成两

组，到野猪经常出没的地方进行巡逻。陈

胜仁说，由于地域面积大，狩猎队人少，加

上野猪比较多，大家有点力不从心。

记者从该镇获悉，除了规定的狩猎

时间外，在特殊的情况下，可申报开展临

时狩猎活动，做到有效严防野猪泛滥成

灾。

同时，因野猪而受灾的农户，可根据情

况自行申报，由农业部门组织核查，根据灾

情，由保险公司给予一定的理赔。

千亩稻田遭“猪害”，农户“奋起抗争”
成立狩猎队，已击毙8头野猪

现在流行喝小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