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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会会广广角角

本报讯(记者 张世巧 通讯员 张
燮竹)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保障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入学，裕安区聚焦精准，强化
措施，扎实做好春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民生工作。

5月初，裕安区已完成春学期中职和普
通高中国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发

放工作，共计发放资助资金694 . 75万元，
受助学生6063人次。其中，中职国家助学
金69 . 6万元，受助学生525名，免学费补助
159 . 36万元，受助学生1328名。普通高中
国家助学金377万元，受助学生2922名，免
学费补助88 . 79万元，受助学生1288名。

为做实春学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工作，该区立足精准，反复核实受助学生基
础信息，并根据学生的家庭情况动态调整
资助对象，确保精准识别、精准资助、精准
发放。加强学生资助工作的监管，确保资助
资金规范安全发放到位，按照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统一要求，做好资助
数据录入和系统维护工作，提升资助信息

化管理水平，做到“3个100%”和“3个零误
差”。同时，创新形式，灵活多样地宣传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民生政策，切实提高资
助政策知晓度和满意度。

裕安区精准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裕裕安安民民生生

霍山讯 (沈慧 )

为 提升残疾人精准
康复服务，做好困难
残疾人康复民生工
程工作 ,实现残疾人

“ 人 人 享 有 康 复 服
务”的目标，今年以
来，霍山县与儿街镇

“精准三到位”为困
难残疾人保驾护航。

精准发力，宣传
到 位 。统 筹 线 上 线
下，持续开展政策宣
传，坚持做好日常宣
传与集中宣传工作。
同时结合“我为群众
办实事”文明实践活
动等宣传、解读惠残
民生工程政策，切实
提高群众知晓率和
满意率。

精 准 摸 排 ， 发
放到位。全面开展
入户走访摸排、调
查、评估，实行残

疾人信息动态管理。2021年摸排出残疾人精
准康复需求79人，辅具适配需求35人，药费
补助精神残疾人33人。规范程序，确保残疾
人药费补助、生活补贴和护理补贴等应补尽
补，发放到位。

精准落实，服务到位。优化流程，帮助
残疾人准备相关申报材料，让群众少跑路，
提升服务质量。积极开展家庭医生签约、为
残疾儿童送适配假肢矫形器、辅助器具和提
供康复训练救助等上门服务，确保惠残民生
工程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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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残疾疾人人之之声声

6月16日,金寨县斑竹园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镇平安办、关工
委在该镇志愿服务中心广场联合举办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
活动紧密结合当前常态化新冠疫情防控实际，利用微信群、

展板展示、发放宣传单及印制宣传内容的手摇凉扇、现场解答等多
种手段，面向社会公众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疫情防控、交通出
行、等安全常识和应急救援方法，提高公民安全意识、安全素质
和安全技能，为乡村振兴、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

吴继利 王卓 文/图

近日，舒城县干汊河镇成立退役军人“为军为民”志愿者服
务队，由1名队长、3名副队长和17名队员组成。
据悉，服务队以服务军人、服务群众、倡导“友爱、互助、进步”的

奉献精神,无偿地服务于全镇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突出在辖区
抗击疫情、抢险救灾、夜间巡查、环境卫生整治、以及其他社会公益
活动等方面开展志愿服务。 卢贤傲 祝平锋 文/图

近年来，叶集区水利局关注农村饮用水安全，通过强化水质
监测和水源地监控，让老百姓喝上干净卫生、优质放心的自来
水。“自来水入户后，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平岗街道尧
岭村脱贫户崔道秀说。 冯克运 甘宏 文/图

使命呼唤担当，关爱没有
终点。

3月4日上午，裕安区西河口
乡上海城开希望小学乔义磊、朱
启航等4名同学十分感动，老校
长、原乡关工委主任程士华爷爷
专程来学校看望他们，了解他们
的生活学习情况，还给了他们每
人一个500元的大红包。“这下好了，买图
书、买学习用品不再发愁了。”连续4年受
到程士华资助的六年级学生汪杰说。

今年74岁的程士华，2010年2月担
任西河口乡关工委主任至今年 1月，一
干就是10多年。他爱岗敬业、助人为乐
的事迹曾打动许多人，2014年、2015

年，连续两年荣登“六安好人”榜。
2019年8月，他患上腰椎间盘突出滑脱

病。开始时，他坚持从家步行5公里到
乡关工委上班。随着疾病加重，行走困
难，今年 1月，他不得不离开所热爱的
关工工作岗位。人虽静下来了，但心却
静不下来。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作为有52年党龄的老党
员，我要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关工委主任工作因身体缘故不能再
干了，但弘扬五老精神的初心不能改，

为关心下一代事业作出力所能
及的贡献是我的使命。”他用
行动兑现自己的诺言。

3年前，程士华在原来任教
的小学结对乔义磊、汪杰两名
品学兼优、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的孩子，为他们每人每年捐助
爱心款500元，帮助山里娃购

买学习用品，直至小学毕业。今年在
继续兑现诺言的同时，程士华又增加
资助 2 名困难家庭的学生，每人资助
500元爱心款。现任校长潘传应深有感
触地说：“老校长虽退休多年，但自
掏腰包资助贫困学生已达5000元，他
不 愧是六 安 好 人 。 我 们 都 要向他 学
习，用真心真情关爱贫困学子，给更多
的困难家庭以希望”。

关爱没有终点
康 渠

本报讯(记者 谢菊莲)党史学习教
育开展以来，金安区椿树镇聚焦群众关
心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坚持以学促干，
积极解决群众“急难求盼”，在全镇掀起

“我为群众办实事”热潮。
为民服务零距离。聚焦基层一线，建

立“党建指导员+联村干部+先锋党员”为
民服务小队，深入19个村(街)与党员、干
部、群众面对面了解村情民意，倾听群众
呼声，解决群众困难。依托村(街)党群服
务中心广泛征集群众意见，结合“四联四
帮”工程，主动认领群众“微心愿”。目前，

全镇共有4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到基层
一线，共梳理出群众“微心愿”106条，已
解决105条，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聚焦民生热点。坚持出实招办实事，
将“民呼我行”落到实处。疫情防控期间，
组织300余名党员志愿者参与疫苗接种、
核酸检测、定点排查等工作，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组织适龄妇女免费“两
癌”筛查，提高群众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
水平；聚焦脆桃滞销难题，积极联系桃
商，开辟“金安脆桃”疫情防控专项检测

通道，确保疫情防控不误脆桃销售，切实
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开展暖心帮扶。依托“主题党日”活动
载体，开展40余场“社保政策进基层”、“优
抚对象大走访”、“爱心党员助桃农”等形
式多样的为民服务活动，提高了党支部的
组织力、凝聚力、号召力。同时立足农村实
际，积极组织辖区派出所、卫生院、残联、
妇联等单位，深入开展“访贫问苦”、“关爱
残疾人”等送温暖活动，走访慰问困难群
众、发放慰问品等，以暖心帮扶提振群众
志气，为乡村振兴凝聚人民力量。

金寨讯(吴继利 王卓)金寨县斑竹
园镇党委、政府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认
真学党史开新局，积极探索，勇于实践，
注重“老”与“小”接续，按照人口结构，关
注老、少群体，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和老
年工作，为群众办实事。

斑竹园镇生态环境良好，高寿老人
较多。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21 . 5%，大
大超出目前安徽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

18 . 79%的比重。面对社会老龄化速度增
快，老年群体日趋庞大,老年工作任重道
远。

该镇把老年教育作为老年工作的重
要突破口，把创办老年学校作为老年教
育的主要阵地。2020年1月斑竹园镇老年
学校通过省级老年示范学校验收。2021

年80%的行政村创办了村级老年学校，
其中桥口村老年学校、万何村老年学校

办学先进，得到县老教委的充分肯定。
该镇党委、政府把关心下一代工作

提升到关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加
以重视。通过学校、家庭、社会联动机制，
对青少年生活、学习、心理诸方面引导，
开展革命理想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关心他们健康成长。2020年4

月,斑竹园镇关工委被省关工委授予全省
关工委文化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弟弟的儿子出世时，一
家人满心欢喜，喜悦洋溢了
一个多月，最后落实到取名
字这样具体的事情上来。

谁不想把这世上最美的
字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翻
字典、查典故，挖潜力、开
脑洞，总是这个字觉得很有
意义，那个字也觉得非常美
好，可名字总不能像外国人
一样来个一长串儿，鱼与熊
掌 不 可兼得 ， 竟 然 很 难 取
舍。

由此我想到了我自己的
名字，我出生时父母两地分
居，于是两个城市的简称便
成了我的名字。它很普通，
却寄托了父母长长的牵挂。
而且在我稍长之后，母亲告
诉我，我的名字除了是两个
城市的简称而外，还寄寓了

他们对我的期望：将舒适安宁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公公婆婆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婆婆只在刚解放

时上过“扫盲班”，认字写字都很有限，但他们十分
认同“三代不读书，不如一头猪”这样一句俗话里简
单的道理，于是从两个最普通不过的词——— “读书”
和“学习”中各取一字，永远地嵌进了儿子的人生。

我的同事是名军嫂，她的女儿出世以后，她爱人
给女儿取名“采薇”，这个看起来像言情小说里女主
角的名字，却让我仿佛看到一个卫国戍边的军人正满
掬对妻儿家乡的思念深情，从遥远的《诗经》里走
来，从几千年前的那篇动情的《采薇》里走来，用简
单两个字的温情灯火，将妻子孤单的身影照耀成默默
坚守的风景。

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的女儿出生之时，在婆家这边
她是最小的孩子，在娘家这边她是第一个孩子，真可
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两边的老人都喜不自禁，
相继推出若干个各自认为绝佳的好名字，特别是她的
爷爷和外公，热情最高。但当两个老人得知对方已给
孙女取了名字之后，都要求不用自己取的名字，谦让
之风让我们晚辈也为之动容。为了不让两位长辈失
望，我和孩子爸爸放弃了自己给女儿取的名字，在两
位老人所取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作为女儿的名字上
了户口。

记得女儿的老师曾出过一个演讲题目：《我的名
字有这样的意义》，让孩子们在班会上演讲，可是女
儿这两个不相干的字凑来的名字，实在找不出什么深
远的意义。当时我告诉女儿：咱们这个普通名字虽然
说不上什么深远宏大的意义，但它却承载了两个家庭
的“和”，两位长者的“谦”呀！论语有云：道不远
人。人生的最高境界，应该就是朴素、温暖、天真，
字面意义再深远的名字也不能脱离人类谦让、尊重、
和谐这些朴素温暖的道理。女儿的名字很普通，却更
应该值得她骄傲，并值得她为这个名字背后朴素的精
神和品格努力终生。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时节，把几
枝茁壮的艾蒿插在门旁，和手写的春联一起
辟邪镇宅，仿佛是自然与中国的节气从远古
时便已形成的某种默契。

“两块钱一根，两块钱一根了。”端午节上
午十点半，老菜市场一角，近午的阳光火辣辣
地炙烤着。卖艾蒿的老妇人一脸的汗水也顾
不上擦一把，地上一小堆别人挑剩下的青灰

色艾蒿短小瘦弱，最长的只有尺许，阳光下原
本鲜绿的叶子已有八成蔫了。

“要买就买，就这些了。”“还是买两根算
了吧，别的地方怕也真没有了。”在这端午的
中午，想买到像样的艾蒿回家的可能性也在
随着日头上升而在不断下降着。其实，昨天早
晨送儿子上学的路上，就已经看到不少人雄
纠纠地扛着足有丈余长的艾蒿回家了，因为

太长不好带就没买。“算了，也就是应个节气
吧，有就行了……”

到了4楼家门口，却见一支鲜活挺拨的艾
蒿斜斜地依在自家门框边。“许是孩他妈刚刚
才买的？应该不会，否则会打电话说买过了
的。”往右边一看便明白了，邻居家门边也竖
着一模一样的一支艾蒿。一定是邻居买了艾
蒿回来，看到我家没有，便替我家也放了一
棵。

在那一刻，我的心被什么暖暖地撞了一
下，我甚至都不知道邻居姓什么。

从搬入城里到现在，我只是偶尔几次看到
隔壁邻居，五十多岁的夫妇俩，憨厚实诚的样
子，据说孩子在外地上学，几年来一次也没见
过。夫妇俩从事什么职业也不清楚，上下楼梯
偶尔遇见只是象征性地问声：“上班了？”“买
菜啊？”

如果是我先买回艾蒿，会不会想着在邻居
家门前也放上一棵？应该不会，不是舍不得那
两块钱，而是出于一种想当然的规避，规避一
种想当然的危险。不是因为敌视或仇视，而只
是因为一种自我保护性的礼貌，让我们刻意

地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我们只是生活在自己
家很小的空间里，到家门一关，出门门一锁，
虽无鸡犬之声相闻，但至老死仍不相往来。

“一墙之隔不往来，擦肩而过不搭话。”虽然我
们比邻而居，但却是这城市中最熟悉的陌生
人。

忽然很怀念小时乡村邻里，那时虽然也有
偶尔因鸡毛蒜皮的小事相互拌嘴，但大多时
候还是往来无嫌隙的。无论贫富，没谁家大白
天关门闭户过日子的。村子不大，像极了一个
和睦的大家庭。

那时候，家里烧菜如果忽然发现没盐了，
妈妈会在灶间喊一句：去隔壁余二婶家借点。
于是，我乐颠颠跑去，她也二话不说连盐罐一
起给我拿回家用。谁家有事要出门去，也会隔
墙喊一嗓子：“三奶奶帮我家望着门哟——— ”
便可以毫无挂念地掩上门出去。若是谁家灶
上煮了啥好吃的，也是第一时间让孩子先用
海碗端一份给左右邻居。谁家有个红白大小
事情，更是不必张嘴，邻居必是能当半个家地
操持着场面……那时候的人们就是这样朴实
地相互帮衬着生活。

乡亲便是乡里的亲人，有时还真的是“远
亲不如近邻”，因为亲戚或许住在远处，而邻居
则是邻墙隔壁走得最近的人。如今高楼里的邻
居能这样吗？大家都唯恐心中所想藏之不深、
掩之不厚，哪还能指望隔着层层的防盗门，与
非亲非故的邻居喝一杯清茶、谈几桩心事？

我把手中那支纤弱的艾蒿也放了一支在
邻居家门前，看着两支挨得近近的艾蒿，心中
油然溢出淡淡的艾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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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一头银发是智慧的象
征，就像戴眼镜的人，总会让人感觉到学识渊
博。后来，特别喜欢曾经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
莹，她满头银发，却毫不掩饰，露出的笑容灿
烂迷人，透出一种端庄大气和知性的优雅，简
直是我的偶像。那时，我对别人热衷于把白头
发染黑很是不屑，想着等我老的时候，就要像
傅莹一样，不染头发，就留一头银发。

年过四十之后，白头发却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袭来，让我有些猝不及防，先是一根根的
夹杂在黑发里，接着就成了一簇簇。而且，近
两年，不知什么原因，头发还脱落得特别厉
害。每次打扫卫生，看着地上掉落的扭曲挣扎
的头发，我感觉欲哭无泪，而让我更奇怪的
是，每每掉落的又总是黑头发，白头发却似有
泰山压顶亦岿然不动之态。

为了保证头发的总量，我坚定地采取了宁
剪不拔的政策。洗过头发后，我就让孩子来帮
我剪白发，开始她还兴致勃勃，一边帮我剪，
一边听我说小时候写作文的事。那时候，好像
大家一写到有关爸爸妈妈的文章，总是会说
爸爸妈妈工作很辛苦，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操
劳，当看到爸妈头上出现第一根白发，就会觉
得爸妈老了，会情不自禁地伤感和难过。

其实那时懂个啥，不过是看别人文章都这
样写，老师课堂上拿来读的范文也是如此，自
己算借鉴来随个大流罢了。剪得时间久了，孩
子便有些烦，不情不愿地说：“妈妈你的白头
发好多，剪了半天都剪不完。”于是，我只好自
力更生，对着镜子亲自动手。

单位电梯正面有面很大的镜子，一直都不
太喜欢这面镜子，原因是它太清晰，脸上长个
包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进电梯后我总是背

过身。有天上班，无意中一瞄，看见头顶端几
根白头发肆无忌惮地矗立着，映衬在边上无
精打采的黑头发里，颇有些笑傲江湖的味道，
别提有多扎眼。仓皇下了电梯，唤来隔壁小同
事，让她帮我剪掉白头发。她一手拿着小剪
子，一边有些为难地跟我说：头顶后面还有好
几根，都太短了，我怕剪的时候会剪到边上黑
头发。我连说，不用怕、不用怕，照剪，宁可错
剪一百，不能让一根白头发漏网。

心有不甘之时，再看看同龄人，也大多青
丝变白发。有个年少时的朋友，自小发质很
好，浓密乌黑，前次见到，依旧不见变化，便有
些羡慕“嫉妒”，遂问起保养秘方。她却轻轻叹
息着告诉我，其实三年前在父亲生病时，她每
日奔波、忧愁操劳，头发就已经变白了，也是
在三年前，她开始染起头发。两人便相坐无
语。

于是叹光阴渐短，叹白发渐生。心底下，
便有些戚戚然。想起去年参加市里书法比赛，
准备的作品是李白的《将进酒》，里面有“君不
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句
子。时光，就这么忽悠一下，就把我们的青春
带走了，又是这么忽悠一下，就让我们的青丝
变成了白发。于是，我的心有些慌乱了，我不
知道，还能不能坚持自己曾经的想法，将银发

进行到底。更何况，我辈远不如傅莹气质出
众，要是顶着一头花白头发招摇过市，怕也是
要影响市容的。

无意中，又看到冯骥才写的一篇关于白发
的文章，自述对于白发的染与不染，颇为踌
躇，很是两难。便有邻居一老者，应该说是一
位智者，告诉他：人的事，生而尽其动，死而尽
其静，人生就如四季，各有美感，听其自然，就
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作者听罢，顿觉
地阔天宽，心情快活，即便是晃一下头上花

发，也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看完，似乎也有些许的轻松。好在，白发

虽越来越多，但是完全变白还是要有个过程，
这样，我也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我的白发到底何去何从？正如我也需要一些
时间，来好好规划一下我的未来。因为即便满
头白发，今天的我也永远会比明天更年轻。依
然有所期、有所待。

白 发
张 莉

艾之物语
陈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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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树镇：聚焦“微心愿”为民办实事

斑竹园镇：注重“老”与“小”有效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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