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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 年 3 月 3 日 星期三时事·广告

因实施裕安区淠河治理陶冲排涝站引水渠工程，为确保施工质量与安
全，将对独山大桥连接线道路进行封闭施工，现公告如下：

一、封闭范围：石板冲504乡道独山大桥连接线段道路
二、封闭时间：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4月29日(如该时间段内工程未

能按时完成，则顺延至施工结束之日)

三、封闭施工期间除本施工车辆外，一切车辆、行人、牲口不得在该
段道路内通行，私自通行者，自行承担由此带来的安全责任及行为后果。

在此，施工期间给沿途群众及车辆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敬请谅解与
支持。

特此公告
安徽畅达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封路公告

（上接一版）
当年12月，蔡永连到天津武警指挥学院集训。作为妈妈级学员，难

过的是体能关。为练好曲臂悬垂，她每晚都自带椅子在操场吊单杠。作
为班长，她还不忘关心帮助其他学员。45天后，她带领全班“九姐妹”
学员通过考核。

2020年10月底，省军区组织新任职专武干部集训，在军报学习的蔡
永连很想报道这项工作，有编辑认为此类稿件已很多，一个新人写不出
什么花样。她依然请假回到安徽，来回7天奔走6个市，召开5次座谈会，
采访43人，反复修改稿件获好评，刊发在了《中国国防报》一版头条。

“接到任何一项工作，她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是’、‘好’”。六
安干休所党委书记、政治协理员吴世胜感慨蔡永连给全所的印象是“三
强”，即服从命令意识特别强、吃苦精神特别强、能力素质特别强。

“文职人员的好榜样”

随着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发展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优秀人才加
入文职方阵。2018年7月，蔡永连看到军队文职人员招考消息，儿时梦想
再次涌上心头。

堂叔刘传明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斗英雄、革命烈士，爷爷、姥爷
都是老民兵连长，在家人的言传身教下，蔡永连儿时就有着从军梦。
“当不了现役，做一个为强军服务的文职也很不错。”于是，她辞掉企
业高管放弃优厚待遇，抱着一床被子、一口锅，把自己关进未装修的新
房，潜心备考。那段时间她体重骤减了10公斤，终于以高分超过文职考
试入围线。期间，她还在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中，以全市第一名成绩
被六安市人社局录取。坚持了内心选择，她创作歌曲《从文路上》，抱
起吉他唱出心声：“从文的路上，没有彷徨，每天都心向阳光。”

抽调到省军区帮助工作后，爱人在毛坦厂中学担任高中毕业班班主
任，女儿在市区刚上小学一年级，一家三口分居三地有着诸多困难。在
几次家庭会议后，张矛辞去班主任职务，将女儿转入毛坦厂镇上学。

有了家人支持，蔡永连更全身心扑在工作上。在抗洪一线的风雨长
堤上深受洗礼后，她主动请求到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培训，在新闻写作
中补短板促提升。3个月里，她用扎实的采访、清新的文风、细腻的文字
形成了独特的新闻报道风格，先后在中央级军地媒体发表文章56篇，更
是从报道员成为《中国国防报》、《中国民兵》特约记者。2020年12月
因工作实绩突出，被安徽省军区记三等功一次。

“这个三等功不一般！”……2月8日，安徽省军区、六安军分区等
相关部门把立功喜报送往蔡永连的霍邱老家。当日下午，蔡永连将3000

元奖励金捐给了霍邱县特殊教育学校困难学生。一份份成绩，一项项殊
荣，彰显了一名新时代军队青年文职人员的崇高价值追求。家人在为她
骄傲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作为一名军属的荣耀。

建功在军营

文职好榜样

（上接一版）
“激发内生动力，凝聚脱

贫合力，就是要做到发动群
众 ，依 靠 群 众 ，为 了 群众。”
驻村工作队队长刘军说。眼
看光伏电站项目就要化为泡
影，但是工作队一点也没有
退缩，与村两委一道不分昼
夜到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不厌其烦一次次上门，一次
次被赶出来，再一次次上门，
苦口婆心给群众讲科学、讲
政策、讲大局，给群众算补偿
账、利益账、德行账，经过不
懈的努力，群众思想终于慢
慢 转 变 ，最 终 项 目 顺 利 落
地 。如 今 ，光 伏 发 电 已 为 白
云村每年创造了近10万元的
集体经济收入。

乐做群众的“贴心人”

“没有吴队长，就不可能
有我们家现在的幸福生活。”
贫困户江从礼所说的吴队长
是金寨县纪委监委第五纪检
监察室科员吴正旺，现任张
冲乡张冲村驻村扶贫工作队
副队长。驻村扶贫以来，克服

孩子出世不久、父母身体状
况不好等困难，投身脱贫攻
坚一线。“我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把我当家人”是吴正旺
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和期望。

江从礼是张冲村龙窝组
贫困户，肢体三级残疾，不能
从事重体力劳动，家属桂启
英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儿子
大学才毕业。由于其本人有
残疾，家属身体不好，在本地
很难找到工作，家庭的收入
主要靠采茶收入，人均年收
入不足3000元。

吴 正 旺 了 解 情 况 后 ，积
极帮助江从礼想办法，通过
县人社局组织的企业招聘，
帮 江 从 礼 找 到 一 个 门 卫 工
作，每月工资2000元。同时，
帮助其家属桂启英安排了公
益性岗位，另外，桂启英还在
家养了两头猪。目前，江从礼
家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年
收入 达 4 万 元，并于 2 0 1 7 年
顺利实现了脱贫。

张冲村花庙组贫困户桂
启利患有精神病，妻子体弱多
病，女儿和儿子都在上大学，

家庭负担十分沉重，住的是上
世纪80年代盖的三间土坯房
屋。期间，村两委干部向他宣
传两项搬迁政策，由于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桂启利始终不愿
意搬迁老的宅基地。

吴正旺和工作队成员一
起多次到桂启利家做其思想
工作，帮他算经济账，“功夫
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的走
访和劝说，桂启利终于同意
搬迁了。现在在花庙居民点
桂启利家的两层楼房早已装
修好并搬迁入住。每次见到
吴正旺，桂启利都热情打招
呼，他说：“感谢党的好政策，
让我住上了好房子，要感谢
吴队长，不然我脑袋真转不
过这个‘弯’呢。”

驻扎一线“摘穷帽”，倾
情 扶 贫“ 拔 穷 根 ”。近 年 来 ，
全市各级纪检监察 机 关 扎
实推进定点扶贫工作，广大
纪检监察 干 部坚持 把 帮 扶
村 当家园 ，把 群 众 当家人 ，
用心用情用力，一个个奋进
又 暖 心 的 故事在 扶 贫 村 生
动演绎。

“驻”进群众心里“扶”出一片真情

正 值 产 羔季，安 文 成 看 着 自己的
2 0 0 多 只 羊 开始盘 算 今 年 的收入 。对
他来说，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4 9岁的裕固族群众安文成生活在
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西岔
河村。2 8 0 0米左右的海拔孕育了丰沃
的草场和养畜的传统。然而传统养殖
技术粗放，羊羔成活率低，安文成过去
一年只有几千元的收入。

“ 生 活 就 这 么 过 ，没 钱 能 有 啥 想
头。”安文成曾这么说。

2 0 1 3 年 他 被 列 为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生活的激情随后被一系列脱贫政
策点燃。

危房改造将家里的土坯房改成了
红砖灰瓦，贴息贷款让羊群的数量成

倍 增 加 ，抬 水 蓄 水 的 生 活 一 去 不
返……

技术员 定 期手把手指 导 ，安 文 成
也参加了村上组织的数次培训。从饲
料配比，到防疫意识，再到加强保暖等
管理方法，不断提高的羊羔成活率增
加的不只是安文成的收入，也增加了
他对生活的热忱。他将家里的摩托车
换成了轿车，“心情美了，生活也得更
有质量”。

近 两 年 ，村 里 建 起 巴 尔 斯 雪 山 景
区，再加上裕固族的独特文化，农牧民
有了更多转型发展的机会。

2 0 2 0年，安文成当上景区旅游观
光车的司机，成为一名月工资3 0 0 0多
元的“上班族”。

2020年安文成一家年收入近 1 0万
元。他说，每年的余钱除了用来给女儿
存嫁妆，还想在城里买房。

如 今 ，安 文 成 将 裕 固 族 对 鲜 艳 色
彩的喜爱融入生活，“蓝蓝的天，红红
的房子，黑色的柏油路，我的家园是彩
色的。”他说。

肃 南 县 扶 贫 办 主 任 贺 鹏 飞 介 绍 ，
近年来全县基础设施建设、富民产业、
教育医疗等在内的民生事业均有明显
改善。2 0 2 0年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人
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 . 6万元。

像安文成这样的裕固族群众生活
的变迁，也被文艺工作者以艺术作品
的形式忠实记录。肃南县民族歌舞团
副团长索卓玛介绍，融合裕固族服饰、

音乐曲调等特色民族文化，他们创作
了一部书写脱贫攻坚历程的情景歌舞
剧《家园》。该剧预计在3月正式演出。

索卓玛经常在基层演出。她说，群
众灿烂的笑容印证了生活的幸福，而
物质生活的富足更激发了他们参与文
化生活的热情。“裕固族群众本就能歌
善舞，如今生活更好，他们还自发编排
节目丰富精神生活。”

贺 鹏 飞 表示，下 一 步 肃 南 县 将 在
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上，持续改善人
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同时立足本地民
族特色和红色旅游资源，发挥重点村
落示范作用，发展有特色的乡村振兴
产业。

（新华社兰州3月2日电题）

“我的家园是彩色的”
新华社记者 何问 王博

新华社贵阳3月2日电(记者 骆飞)贵州省所有中小学及幼儿园1日
全部开学，这也标志着全省669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配套学校
全部开学。据了解，“十三五”期间，贵州多措并举着力加强安置点
配套学校规划建设，实现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配套全覆盖。

1日上午，位于毕节市黔西县城郊的锦绣花都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内的黔西县锦绣学校1700多名学生唱国歌、升国旗，迎来新学期的孩
子们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配套学校，全校32个班的学生几乎
全是搬迁户子女，孩子们能在‘家门口’上学，家长都特别安心。”
黔西县锦绣学校校长洪亮说，开学第一课除了组织学生升旗、校内劳
动外，学校还针对孩子们习惯差异大等情况，重点开展习惯养成教
育，让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搬迁进城后的学习和生活。

“十三五”期间，贵州省作为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数最多的省
份，全面完成了188万人的搬迁任务，实际搬迁群众累计达192万人，
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57 . 8万人。

为了让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各级政府积极加
强教育、医疗、就业等保障。在满足搬迁户子女就学方面，贵州在充
分统筹、共享安置点周边原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累计投入资金
181 . 46亿元，完成新建、改扩建安置点配套学校669所，实现全省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教育配套全覆盖。

洪亮表示，保障易地扶贫搬迁户子女入学是县里重要的教育保障
工作，接下来还将进一步加强学校师资力量建设，不仅让孩子有学
上，还要上好学，切实发挥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作用。

贵州669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教 育 配 套 学 校 全 部 开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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