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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朱世祥 )“非常感谢关工委
爷爷们对我的鼓励和关爱，一定用一颗
感恩的心励志成长，励志成才，做民族
复兴有用的人”。8月12日，收到9000元
爱心助学金的清华大学录取新生周桐
满怀感激。和他一样获得资助的学生还
有今年六安市理科第一、被清华大学录
取的田奕。

当日，市及霍邱县关工委老同志和
安徽苏盛置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等一行
来到霍邱县邵岗乡和临淮岗乡为两位
在逆境中励志成才的困难家庭大学生
开展关工助学活动。

据了解，2019年16岁的周桐在放学
途中被一辆失控的渣土车撞上，导致左
小腿截肢，历经8次手术7个月缺课，仍

然自强不息、愈挫愈勇，强忍伤痛，不
放弃一切机会学习，高考取得高分，被
清华大学录取。田奕同学克服家庭困
难，勤俭好学，自立自强，品学兼优，也
被清华大学录取。

据悉，六安市关工委在知悉周桐、
田奕励志向上的情况后，汪永义主任亲
自召开主任办公会进行研究，决定对这
类“自强不息、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
学子，市关工委要从爱心助学资金中设
立专项基金，进行专门奖励，实行正向
激励，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
人，并形成制度，长期坚持。

关工真 情助学 ，阻断 贫 困 代际传
递，始于6年前。此间，六安市关工委将
关心下一代工作融入全市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大局，动员组织各级关工委及
广大五老“尽关工所能”，四路并进，开
展织网助学行动，努力“急党政所急”，
为全市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搭把手、干
实事。

一是成立市爱心助学基金会，做大
助学蛋糕，重点对考上大学的寒门学子
实施助学，帮助他们圆大学梦。目前，
基金规模已突破千万元，年度收益近百
万元，均全部用于扶贫助学，共资助贫
困学生 1 3 18名。每年市、县两级关工委
都相继召开受助贫困大学生返乡座谈
会，给他们送温暖、送鼓励。这些大学
生一致表示：感谢党和政府帮助圆梦大
学，学成后定当回报家乡、报效国家。

二是动员部署、指导督促县区关工

委实施关爱助学行动。这两年各县区关
工委共筹措助学资金6 18万元，共资助
贫困学生8817人。

三是动员广大五老与农村留守儿
童开展结对帮扶行动，对他们既送亲情
又行济困，帮助他们健康成长。全市有
7 1 1 8名五老与2 2 7 3 5名农村留守儿童
结对帮扶。市住建局关工委18名老同志
已连续7年与单位扶贫村留守儿童实行

“1+1”结对帮扶，经常电话交流，上门走
访，且每人每年从退休金中拿出不少于
500元资金资助他们。

四是发挥五老威望优势，动员社会
力量献爱心。通过五老的牵线搭桥，全
市有5000多名社会爱心人士出资出物
超千万元扶助贫困学生和留守儿童。

梅 雨季节来临，天 空 变幻着面
孔，阳奉阴违的，不是雷电交加给你
眼前泼个水墨画，就是抛出一团火
球，炽烤大地，热得人们无处藏身。
即使这样闷热难耐的梅雨季，仍然
阻拦不了大山里的一群淘宝者，他
们冒着蚊 蛇咬的危险，肩背竹篓，
背篓一侧挂个蚊香盒，钻进荆棘丛
生的竹林，搜寻一种稀奇药材“金蝉
花”。

这阵子，聊得最多的是，谁一家
几口人挖一万多元金蝉花；谁因挖
金蝉花被马蜂蛰了……可他们神情
很淡定，脸上依然漾起满足的笑容。

金蝉花，听 老 人讲它 有 一 段 凄
美的传说呢！

从前，农家有女名金蝉，从小随
父上山采药，尝遍百草，精岐黄术，
行走民间，悬壶济世，远近闻名，经
常慷慨解囊，济贫救危，深受人们敬
重。一 年 ，疠 气 横行，染 者 甚众，触
者 多 死 ，金蝉置身 于 不顾，走访患
者，察色号脉，灸药并举，终因积劳
成疾。玉帝闻之感激，遣天使送
羽 衣 ，让 金 蝉 脱 疾 ，羽 化 成
仙。金蝉谢绝玉帝美意，绝
然留下，拖着虚弱身子，
跋 山 涉 水 ，寻 找良药 ，
终因体力不支，而长眠
于悬崖溪边 、翠竹之
下。

不久，人们发现，
在金蝉长眠之处 ，翠
竹丛中，冒出许多 珊
瑚角的白色小花，拿回
来 泡 茶 喝 ，结果奇迹发
生 了 ，喝 过 这 种 小 花 的
人，不怕疬气传染了，身体
慢 慢 好 起 来 。原来 这是金蝉
姑娘用生命换来的良药啊！人们
为了纪念金蝉姑娘，就把这种花叫
金蝉花。

我们这里近几年才知道在梅雨
季节的毛竹林里，有金蝉花出现。我
查阅，南北朝 (公元五世纪 )雷敦《雷
公炮炙论 》记载：“ 凡使，要 白花全
者，收得后于东角悬干，去甲土后，
用浆水煮一 日 ，至夜 焙干，碾细用
之。”隋 唐 甄 权 的《 药性论 》记载：

“其蜕壳头上有一角，如冠状，谓之
蝉花最佳，味甘寒 无 毒 ，主小儿 天
吊 ，小儿 夜 啼心悸。”宋朝苏 颂《图
经本草》中有“今蜀中有一蝉，其蜕
壳头上 有角，如花冠状，谓之蝉花

也！”明朝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
“蝉花可以治疗惊痫，夜啼心悸，功
同蝉蜕。”

这 天中午下过暴 雨 ，天 气凉爽
许多，大约五点左右，邻居喊我和她
一道去街后山竹园看看，到底金蝉
花在土里出来什么模样。我高兴地
从躺椅上弹起来，找来小铁铲，拿个
手提袋，快乐地上山。

钻进竹林，里面刺草丛生，蚊子
嗡嗡嗡地贴近你，缠着金丝的多脚
虫在笋叶上、树丫上蠕动，小水沟哗
哗地淌着。就在我跨过小水沟的竹
根下发现一簇貌似珊瑚角的乳白色
的小花，经邻居辨 认 ，这就是金蝉
花。因竹根纵横，小铁铲口太宽，怎
么也挖不进去，急了，我掐枝竹梢，
使劲挖，才挖出来整株金蝉花。土下

的那截就跟蝉蜕的壳一模一样，用
指甲划开一看，里面全是嫩白而又
坚实的肉。挖了一棵，我信心大增。
接着我们挖第二棵，第三颗……有
的竹叶盖住了，用树枝一拨拉，又出
现一棵。

回来后我摸挲着这些奇特的金
蝉花，百思不得其解，好奇之下我又

叩开“度娘”的门，寻找答案。
搜“度娘”得知：蝉花也称大虫

草，属于虫生真菌，在全世界 5 3 0

多种虫草中，金蝉花和冬虫夏草仅
仅是其中两种。是一种外形“动物”
和“植物”形态特征的奇妙生物。根
是蝉的幼虫体，花是从单个式2一3

个蝉幼虫头部生长出来的约一寸
多长，从顶端分支开花，花粉为乳
黄色，也称为“蝉花孢子粉”，简单
地说就是种子。其形成过程，秋季
蝉钻入土中，产下卵 并逐渐变成
蛹，但在羽化前被虫草菌感染，寄
生，最终虫体被菌丝体完全占有，
只剩下躯壳，当温度达到 1 8—24摄
氏度，湿度大于80%的温暖湿润的
梅雨季节，毛竹园里浅土层里就长
出浅黄色或蛋黄色孢梗束，突破土
壤，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金蝉花。

挖采金蝉花，必须在蝉花长出
2一5天采挖，不然的话，金蝉花的
高营养就会在土中腐败。采挖回来
的金蝉花不能堆积，它会遇潮空气
霉变，应摊开放通风口晾干或太阳
下晒干，放冰箱保藏备用。

金蝉花之所以名贵，是它有很
高的药用价值。现代研究发现，它
主要功能是提高免疫力，抗疲劳，
改善睡眠；抗肿瘤；抗辐射；护肝和
明目；保肾。

如今，生活在太平盛世的人
们，都希望能“返老还童”。只
要听说吃什么能延年益寿，
不惜代价去购买 烹食。于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金 蝉 花
也就登上大雅之堂啦。

巍 巍 大 别 山 ，人
杰地灵，物产丰富，
更 有 名 贵 植 物 ，
数不胜数！金蝉
花 只 是 其 中
之 一 ，还 有
更 多 的 宝
贝 等 你 去
发 现 ，去
挖 掘 ，更
好 地 为
人 类 健
康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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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 工工 天天 地地
六六安安市市关关工工委委协协办办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关工委如何助力？

市关工委：四路并进 真情助学

金寨讯 (钟翔 )近日 ，在
金 寨 县 铁 冲 村 ，人 们 会 看
到由老村干、老党员、老教
师、老 战士、老 医 生组成，
身穿红马甲的“五老”志愿
者 服 务 队 ，经 常 进 村 入 户
宣 传 移 风 易 俗 ，倡 导 文 明
新 风 尚 ，为 乡 村 振 兴 增 添
满满正能量。

组 织 健 全“ 有 分 工 ”。
铁 冲 村 关 工 委 专 门 成 立

“ 五 老 ”新风工作室，他 们
从 各 村 名 组 中 选 拔 ，人 熟
地熟，具有 政治、威望、经
验 、时 空 、亲 情 5 大 优 势 ，
共 9 人 组 成 ，分 3 个 小 组 ，
分 别负责铁冲村中心村庄
片、松山涧片和河口片，平
时在责任 区 内 开 展 移 风 易
俗 宣 传 活 动 ，遇 到 重 要 事
情 或 集 中 宣 传 时 ，则 共 同
参加，做到分工不分家。

校 外 辅 导“ 育 幼 苗 ”。
铁冲村 五 老志愿服 务 队 与
铁 冲 实 验 学 校 对 接 ，每 月
到 学 校 开 展 一 次 革 命 传
统 、良 好 家 风 家 训 和 法 律

法 规 宣 传 教 育 ，结 合 五 老
人 员 自 己 的 经 历 和 见 闻 ，
教育 学 生继承老 一 辈革命
家优良传统，好好学习、尊
敬长辈，养成勤俭节约、爱
护 公 物 、遵 纪 守 法 的 良 好
习 惯 。每 月 对 村 内 留 守 儿
童 上 门 看 望 一 次 ，和 儿 童
们谈谈心、答疑释惑，温暖
心灵，帮助儿童健康成长。

进 村 入 户“ 唠 家 常 ”。
谁 家 近 期 有 喜 事 ，哪 家 老
人 生 病 了 ，他 们 都 十 分 清
楚 ，宣 传 移 风 易 俗 既 广 泛
也有针对性，提前宣传。工
作灵活机动，时间没限制，
场地不固定，对象范围广。
有 时 在 田 间 地 头 ，有 时 在
农 户 家 里 ，有 时 在 集 镇 路
边 。见 到 宣 传 对 象 就 聊 聊
叙叙，以“ 唠家常”形式劝
导 群 众 婚 事 新 办 、丧 事 简
办 ，还 宣 传 开 展 文 明 新 风
的 评 比 奖 励 办 法 ，引 导 和
培 养 群 众 文 明 意 识 。李 祖
贵 是 位 工 程 老 板 ，其 父 病
逝 ，本 想 办 场“ 隆 重 葬

礼”，五老志愿服务队知道
情 况 后 ，和 铁 冲 村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站 人 员 一 起 ，来
到 李 家 表 示 悼 念 ，同 时 入
情 入 理 地 劝 其 不 要“ 大 操
大 办 ”，最 后 李 家 没 有 收
礼、没有请道士，简单进行
安葬。

红 白 喜 事“ 凑 热 闹 ”。
在 农 户 的 红 白 喜 事 现 场 ，
总能看到“五老”人员的身
影 ，他 们 不 仅 帮 助 农 户 照
应 事 情 ，还 督 促 农 户 移 风
易俗，做到不跟风宴请、不
随意请客、不乱摆宴席，用
积极健康 文 明 的 方式代 替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习俗。
做 到 事 前 宣 传 教 育 ，事 中
检查监督，事后评比奖励，
促 使 群 众 倡 导 文 明 新 风
尚。

目 前 ，全乡 6个村均成
立了“ 五 老 ”志愿服 务 队 ，
充分发挥“五老”人员在建
设 精 神 文 明 、倡 导 新 时 代
社 会 新 风 尚 的 作 用 ，促 进
乡村振兴，受到群众点赞。

乡村文明实践，关工委如何参与？

铁冲“五老”播新风

“你自立自强，愈挫愈勇，励志向上，考取清华，为青少年树立榜样，
值得向你学习。”
“我要身残志坚，发愤图强，勤奋学习，感恩党，感恩社会，做对民族
复兴有用的人。”
这是8月12日市县两级关工委看望慰问周桐时老同志与周桐的对

话。 本报记者 王丽 摄

本报讯 (马承风 )裕
安区关工委以助力脱贫
攻坚、融入乡村振兴为
己任，组织广大农民“学
科技，育新人”，发展新
型农业经营实体，打造
新业态，形成绿色安全、
优质高效的乡村产业体
系，为助推乡村振兴做
了有益的尝试。

组织队伍，强化培
训，助推科技兴农。区农
业农村局聘选了12名农
业技术骨干为关工科技
员，把青年职业农民培
育成适应现代农业生产
的“新农人”。2017年以
来，培训团队分3期培训
了1000多名青年职业农
民，经省、市专家考核合
格后，颁发职业农民证
书；同时，局关工委副主
任和科技团副团长带领
乡镇科技队对农民进行
实地培训“农村科技实
用人才”；抽调3名科技
骨干参与区关工委联办
的科技巡回报告会。

区关工委成立科技
服务团，深入农村进行
科技服务。据统计，至
2020年底，共培训2547

场，培训农民8 . 33万余
人次。创办以粮、果、茶、
菜、鹅、水产养殖等种养
殖业的“关工十大科教基地”，协办
6个“关工科技员绿 色示范指导
点”，组建“专家热线”“微信群”，创
办《科技园快讯》服务期刊，以解决
农民科技、救灾、防疫等疑难问题，
及时推介农业发展前沿信息，指导
农民生产。

示范引领，助力脱贫和乡村振
兴。创办、协办、领办新型农业经营
实体，引导农民发展现代农业。关工
科技员藤德文帮助石婆店镇三岔村
引进茶叶新品种，采用新工艺，创建
新品牌，促使山区经济产业化，并与
大城市接轨，帮茶农把产品打入国
际市场，使人均收入由每年3000-
4000元，增加到1万多元。关工科技
员张玉林协助顺河镇王滩村发展绿
色蔬菜种植，促进“国家级蔬菜生态
园”的发展。2014年王滩村有贫困
户111户240人，到2016年村经济增
长率达到32 . 9%，人均收入(不含务
工经济)达到1万多元，全部脱贫。

帮助创建专业合作社，开发生
态农业，引导农民发展规模经营。科
技员赵炜组织农民成立专业合作
社，引进互联网技术，发展绿色农
业、智慧农业，使15户农民致富。在
她的带领下，2016年，分路口镇江
堰村土地流转达到90%，3年经济增
长率达10 . 3%，人均收入1 . 07万元。
村民黄明贵由贫困户到年人均收入
1万多元，盖起130多平方米的二层

楼，开上轿车，购
买了农业机械。

科 技 员 方 鸿
远在林寨 村流转
农 民土地 2 . 5 万
亩，带领创建新型
经营实体。江店镇
林寨村、华祖村经
绿 色 认证的 生 态
农业达1 . 2万亩，5

个村稻田养虾，养
泥鳅 1 9 26亩，3个

“知农”徐德芳和
艾启凤、艾启北姐
弟分别办“康辉生
态农业”1700亩和

“生态农业科技示
范园”1 0 0 0亩 (规
划30000亩 )建成
稻 鱼共生 生 态 农
业。目前，江店绿
色产业初成规模。

突 出 技 术 支
撑，引导农民科学
种植、养殖。科技
员李宗如 引进蔬
菜良种技术，带领
农民种菜；开展养
猪技术培训，全镇
7 0 多户贫困户发
展养猪致富；着力
供给侧结构改革，
发 展“ 三 微 农
业”，农民高大军
食用菌培植，初期

年收益就达80余万元，还有瓜蒌、
中药材、绿色油菜两用种植，增加
农民收益。

积极为回乡创业“新农人”“知
农”“凤还巢”青年提供技术支撑，引
入新理念、新业态，发展乡村产业。
科技员刘礼明、邹怀国和青山芮草
洼村关工委助力协调、指导，帮助解
决土地、技术和项目资金等问题，使
芮草洼村“凤还巢”青年创办企业10

家，其中 3个转产 ，7家创 年 产值
2 . 9 9亿元，年创利润3 280万元，
600多名村民就业。该村人有一技，
民无无业，村无留守，经济发展，村
民富裕；一批“新农人”“知农”生根
发展；新型农业园区、农业科技园、
农业生态园、休闲旅游农业不断涌
现，像一块块锦绣镶嵌于皖西大地。
一批批高规格、高技术、高效益的新
型农业产业体系已初具规模，对现
代农业发展、乡村振兴产生深远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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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话

金 蝉 花
于秀玲

工作之余，站在办公室窗前，静静地望着窗外绿色公园，眼
前秀木似冠，青草如茵，翠鸟飞鸣，惬意油然而生。浑身上下仿佛
被 大自然之手轻 轻 地 摩 挲着，让 人 愉悦，让 人舒畅。莫 道 方 寸
小，纳进乾坤大。窗含千层绿，心怀万年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向往和
追求，也是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硬道理。喜欢树木，喜欢花
草，是很多人的共同之处。政府忙着搞绿化工程，让市民们在城
市里感觉是在公园里，生活舒服；自己在家里栽草养花，总能
使家里绿意盎然，看着舒坦。

记得有一次我到合肥裕丰花市去，迎面遇到一位老太太，
背微驼，头发花白，估计8800多岁了。只见她面含微笑，右手拄
着拐杖，左手拎着一个塑料袋，袋里装着一盆露出几个花苞
的茉莉。我被耄耋老人独自到花市买花的举动感动。我想
这位老人家一定非常热爱生活，在她的心里，有一朵生命
之花永远盛开。

由生命之花想起去年我在县医院病房里一起待过
的一对农村老夫妻。老俩口 77 00多岁，儿子在外打工，
女儿远嫁江苏。老头子瘦削的身材，高高的个子，腰
干挺直。说起话像是在演讲，点评社会现象有条有
理，论起国家大事头头是道。老伴矮矮的个头，满
脸皱纹，迈着八字步，热心快肠，说话大声大气，
成天乐呵呵的。老头子长篇大论说话时，她目不
转睛地望着他，似懂非懂地认真听，看得出，
她很崇拜他、很爱他。

她把老头子服侍得像女人坐月子一
般。除了早中晚三餐外，每天晚上 1 1点半
准时把柜子打开，拿出小饼干或者冲泡
一杯麦片。她说他胃不好，这时候不
吃点东西会饿的。她自己舍不得吃，
高兴地看着他吃。而他呢，心安理
得地享受老伴周到细心的护理。
其实老奶奶也是一身病，但她

全身心放到老头子身上，用自己病弱的身体
为老头子滋润着生命的养分。老夫妻俩相濡
以沫、相搀相扶，上演着生命之爱的情景剧。

人生之窗又何止一扇呢？命运关上了一扇
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每一个窗口都有不
一样的风景。假设人生是一个有很多窗户的
城堡，你勇敢地打开一个窗户就是一片新天
地，就会发现一条新的人生之路。不要锁闭
自己，要融入社会，积极向上地生活，活得精
彩。打开窗户容易，走出窗户不易，融入社会
更难。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有生存的本
领，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要有热爱大自然
的心胸，更要有热爱生命的情怀。

现代诗人卞之琳把普通平淡的窗子写出
了著名且传神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
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着你。明月装饰了你
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站在桥上看风
景的你，不曾想却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你
不是孤立的你，你是社会的你，是大自然的
你。我们不是孤独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
们每个人和万事万物都是相联着的，是相互
依存的。不能用孤立的眼光看事物，要联系
地看；不能只看眼前，要看到长远；不能只看
局部，要看到全局。

有句话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是的，通
过房屋的“窗口”能看见远方的风景，通过眼
睛的“窗口”也能洞察人的真性。孟子在两两千
多年前就道出观人的个中真谛：“存乎人者，
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
子 焉；胸中不正，则眸子 焉。听其言也，
观其眸子，人焉 哉？”著名作家刘心武从另
一个方面建议把心灵之窗安上百叶帘，他在

《心灵百叶窗》中写道：“如果你的心灵之窗
安装了操纵自如的百叶帘，那么，你就可以
灵活调整那叶片的开合程度。。””“在生命的更
多时段，还是以心灵之窗的百叶帘，把内心
的光线与氛围调节在对自己最恰切的状态
吧。如果外界泻入的光线太强，就把百叶合
拢一些，保持一派安谧平静。。””“你那心灵小
木屋的窗户还没有安装百叶帘吗？莫迟疑，
快动手，赶紧把它装上！”

伫立窗前，天马行空般的意识流在奔腾
跳跃，我思绪万千……

城城事事··茶茶舍舍

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徐徐缓缓

临窗随想
张 林

晚霞卧波
胡晓玲 摄

7月20日，市爱心助学基金会举行爱心助学资金发放仪式，将本年度
基金80万元收益款全部拨付到县区，目前已陆续发放到相对贫困的大学
新生手中。 本报记者 袁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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