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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叶集区的敬老院或是边远乡村
的小学，人们总能看到一群忙碌的身
影，他们以关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
己任，志愿路上甘之如饴，他们是叶
集区蔷薇公益志愿协会的志愿者们。
多年来他们用志愿者的萤火之光温暖
着 这 座 城 市 ， 滋 润 着 身 边 的 每一个
人，用爱心与行动谱写出一首大爱之
歌。

国庆节前夕，叶集区银和老年公
寓 的 老 年 朋 友 们 迎 来 了 他 们 的 老 朋
友。这几年，蔷薇公益志愿协会的志
愿者们总是不定期出现在敬老院，带
着老人们唱歌跳舞，丰富他们的老年
生活，为他们洗脚剪指甲，和他们聊
家 常 ， 声 声 问 候 滋 润 着 老 人 家 的 心
田。

“这些孩子太暖心了，经常过来
给我们送物资和精神食粮，每次他们
一来，有吃有喝，还带我们玩，小院
一下就闹腾了。”银和老年公寓的老
人们说起这些志愿者，就像说自己的
孩子一样，脸上流露出开心幸福的表
情。

近年来，叶集区着力打造“志愿
之城”，通过加强队伍建设、夯实阵
地基础、创新品牌活动、嘉奖回馈典
型、强化制度保障，深入推动志愿服
务制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在政府
的大力推动下，叶集区蔷薇公益志愿
者协会应运而生。叶集区蔷薇公益志
愿 者 协 会 成 立以来 ， 始 终 秉 承 “ 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公益志愿
者精神，以关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
己任，以新时代社会公德为志愿者的
基本要求，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为目
的，团结社会力量，在历次公益活动
中 ， 无 私 奉 献 ，引领 亲 友 ， 带 动 他
人，把文明意识、大爱观念和志愿者
精神融入到每个人身边。近年来，持
续举办“放飞梦想”武昌小学捐书义
演 ， “ 五 四 青 年 节 ” 敬 老 院 爱 心 理
发，“让心靠近·将爱传递”为患病儿
童和孤儿筹资义卖，“桃花·梨花”艺
术节免费饮水，“绿色出行·你我同
行”全民徒步活动给困境儿童争取
助学金，“礼遇环卫工·夏
日送清凉”3 0个爱

心饮水点服务，“关爱老者·情暧叶
集”重阳节慰问敬老院老人义演送礼
物，“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敬老
院老人包粽子包饺子举行慰问演出，
发动社会力量给孤儿和孤寡老人慰问
送礼物送关怀，给手脚残疾孤寡老人
采购洗衣机电饭锅等生活用品，“与
爱童行”带领贫困家庭儿童举办系列
慰问和研学，年终邀请困境孩子和孤
儿举办“遇见·不再孤单”温暖晚会等
等活动，逐步构建起支撑振兴发展的
雷锋文化，叶集区蔷薇公益志愿者协
会荣获第十八批六安市志愿服务优秀
集体。

“当初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就是想把温暖传给身边的人。”蔷薇
公益志 愿 协 会 创 办 人 陈 楼 运 告 诉 记
者。2016年的冬天，陈楼运和叶集区
几名爱心青年在一起讨论着学雷锋、
做好事，关怀老人、关爱孩子，开始
了他们的规划，于是有了2016年腊八
节志愿服务项目，为叶集区孙岗乡敬
老院的老人们送去他们的爱心。从此
以后，叶集区蔷薇公益志愿协会开启
了公益活动之旅。该协会发展至今注
册志愿者达80余人，累计帮扶困境儿
童150余人次，帮助孤寡老人2100余人
次，参与公益活动服务人群5000余人
次。

在长期的志愿服务过程当中，协
会志愿者还发现，很多贫困户家庭都
是因病 致 贫 ， 有 的 脱 贫 后 又因病 返
贫，大病让一个农村家庭毫无抵抗能
力，并且因为生活质量急剧下降导致
上 学 的 孩 子 出 现 很 多 无 法 预 料 的 问
题 。 经 过 商 量 ， 协 会 志 愿 者 组 建 了
“每日一元捐、爱心满人间”的线
上会员团队，线上会员每人每天
捐赠一元，集中起来给这些因
病致贫家庭的孩子每户每
月 6 0 0 元的助学金帮
助 ， 经 常 慰 问 开
导 患 者 家 属
陪 他

们一起度过难关；用助学金的方式给
患者家庭的孩子进行关怀，让孩子们
知道病魔无情但是人间有爱，同时也
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树立正确的三
观，懂得感恩，在有能力的时候回报
社会。自从2019年3月份以来，“一
元捐”团队成员从10几名会员发展到
180多名，共捐赠善款30余万元，帮
扶青少年儿童450余人次，慰问大病
贫 困 家 庭 6 0 0 余 次 。 “ 爱 心一元
捐”助孤扶贫项目在安徽省第五届
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成绩优
异，荣获二等奖。

“蔷薇”花开分外香，志愿
者们的身影感动温暖、影响带
动了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目
前 ， 叶 集 区 注 册 志 愿 者 达
3 4 9 0 9人，占比 1 3 %，主要
包括日常活动、青领创城、
医疗卫生、教育培训等学
雷锋志愿服务队。各级党
组织、各社区成立学雷锋
队伍约150多支，真正把

“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公益志愿者精
神 融 入 到 群 众 身
边，将文明意识、
大爱观念和志
愿 者 精 神 融
入 到 每 个
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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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挂面和豆制品都是纯手工制作
的，可以下鸡汤挂面，烹制豆油皮红烧肉，
味道特别好……”9月29日，叶集区史河街道
叶南村第一书记、扶贫工作队长王强和村党
支部成员起了个大早，赶赴2021年首届叶集
羊肉美食文化节。在叶集农特产品展区，他
耐心认真地向前来参观咨询的群众和客商介
绍，当天在他的推介下，叶南村的挂面和豆
油皮成了美食节上的畅销品，也让人们对叶
南村留下深刻的印象。

“每次参加这种大型活动平台展示，对
我们村的产业发展都是一次提升，收获满
满。”王强告诉记者，这几年，叶南村陆续
参加了省举办的优质特色扶贫产品大赛、
“中国农民丰收节”特色扶贫产品等大型展
销活动现场，通过展示推介，扩大了叶南村
和叶南村产品知名度和影响力，也为该村推
进乡村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

叶南村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挂面村、豆腐
村，目前全村制作挂面的有6 0多户。近年
来，这两种纯手工农产品在市场上产销两
旺，供不应求。当地群众为了脱贫致富，在
传承传统的面食深加工——— 手工挂面的同
时，不断拓宽经营理念，精工制作，优化产
品，把挂面、豆制品做成了叶南的特色产
业。

可在2014年以前，叶南村还是远近皆知
的贫困村，这个有着822户3072人的小村，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146户272人，贫困发生率为
9 . 80%。1 . 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资源匮乏，
没有大片肥沃的土地、林地，靠发展种植、
养殖实现脱贫致富，显然不符合实际。穷则
思变，叶南村两委、驻村工作队钻研扶贫政
策、谋划发展思路，不等不靠，通过发展挂
面产业，带领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依靠劳动

脱贫致富，走产业扶贫之路，现已形成品牌效应。
和村里所有挂面加工户一样，曾经的贫困户翟培艮依靠制作挂面，实现

了脱贫。翟培艮的儿子重度残疾，2014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村两
委和驻村扶贫工作队的扶持下，翟家通过制作挂面，入股合作社，经济生活
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我家每年能做5000公斤挂面，做好了全交给合作社销
售，听说都远销北京、上海了。”这几年，翟培艮和爱人陈乃琴浑身似乎有
使不完的劲，脱贫后的两口子也有了新的生活目标。为了制作出更好的挂
面，两口子每天都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有太阳最好，只要不下雨雪，阴天
有微风也行，自然晾干，更有光泽度，味道更好。”做了几十年挂面的翟培
艮说起挂面制作诀窍，一肚子的“干货”。在叶南村，除了像翟培艮这样的
贫困户，其他农户近年来也通过合作社、挂面公司销售平台出售自己的农产
品。叶南村的手工挂面产业在浓厚的氛围中规模越来越大，年产近45万公
斤，销售额400多万元。

为了带动更多群众脱贫致富，2017年，叶南村成立了叶南民强传统手工
挂面合作社，投资20多万元建成自己的加工厂。2018年，全村顺利脱贫，摘
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为了取得更大的市场，2019年，该村申请并获得了
SC认证，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现在挂面、豆油皮等农产品已经进入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超市。豆油皮在2020年六安文化旅游商品创意设计大
赛斩获铜奖；2020年11月产品成功入驻中国社会扶贫网。2020年10月，成立
六安市叶集区旺南手工挂面有限责任公司，扩大经营规模，延伸产业链条，
推动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相结合。2020年，即使是在疫情、汛情的影响下，
村集体经济收入也超过50万元。

如今，叶南村的挂面和豆油皮不仅通过线上线下销售，客商还直接上门
采购，村里33户贫困户通过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有了持续稳定的收入，
2020年9月消费扶贫月合作社销售收入达20多万元，全年销售额超70万元。

金风送爽，稻谷飘香。连日来，叶集区姚李镇
金黄色的田野里稻浪翻滚，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
梭，正是水稻收获的季节，粮农们把盛满稻子的口
袋有序地排放在田埂上，扎好袋口，装运上车，一
个个汗流浃背，脸上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姚李镇是农业大镇，总面积144平方公里，耕地
面积10万余亩，年生产粮食约5 . 3万吨。主要是以种
水稻、玉米为主，素有南蓼“绿色粮仓”之称。近
年来，该镇通过土地流转141户4 . 3万亩，其中规模
农业合作社21家，市级示范社4家，家庭农场55家。
这些种田大户、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为绿色粮
仓增加了粮食存储量。

记者从该镇农业中心了解到，今年秋季，该镇
种植水稻98万亩，预计总收入达到49万公斤，其中
优质专用粮达60%，40%粮食符合食品标准成为绿色
粮食，全力打造优质绿色粮仓。今年国家对粮食进
行宏观调控，并在往年的基础上对粮食收购价格进
行上调，粮食补贴资金逐年增多，并按时打卡发
放，大大提高了粮农种田的积极性。为了做好今年
秋粮的收购，该镇“姚李粮站储备仓”、“小店国

家粮食储备库”以及“杨成全精米加工厂”等，都
积极地做好粮食收购准备工作。其中“小店国家粮
食储备库”库存量达到25000吨，做到有备无患。

近年来，党和政府的惠农政策落实到位，该镇
始终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无农不稳”的
理念不放松，坚定不移地把粮食生产放在经济工作
的首位，认真落实党的惠农政策，积极引导农民调
整产业机构，扩大优质粮食播种面积，通过及时兑
现粮食补贴资金，并按时打卡发放等有效措施，提
高粮农的种粮积极性。

为了让农业增效，农民增产增收，该镇农业科

技部门热心服务于“三农”，通过在叶集职业学
校、政务中心等举办“农业科技培训班”、“水稻
栽培技术”等多种形式的农业科技培训班，让越来
越多的粮农懂得科学种田知识，掌握水稻栽培、施
药、除草等一系列田间管理技能，提高水稻产量。
同时，积极向广大粮农推广品种优质化、栽培生态
化、技术轻简化、防治无害化、施肥配方化等“五
化”方法，进一步提高粮食品质和质量安全水平。

“遇到了好年景，五谷丰登，粮食增产增收。
这让我们对未来种田充满信心。”双红村种植大户
陈业清这样说。

8月25日下午，金寨县斑竹园镇商会与桥口村签
订了为期3年的结对共建协议书，并制订实施方案。
商会常务副会长王洪涛，桥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
会主任王绍政，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镇分管领
导、党委宣统委员吴芳兵、镇联系桥口村班子成
员、副镇长严崇秀和村民代表们一同见证这一助力
乡村振兴举措。

桥口村原10个村民组，2021年并为5个村民组，
2000多人口。山场面积1133公顷，耕地110公顷，主
要经济收入以种植业、养殖业、务工为主，有王畈
有机稻、油茶、养猪场、农副产品加工、光伏发电
厂5个产业基地，集体经济收入约65万多元。在新的
发展征程上，该镇商会积极融入乡村振兴主旋律，
以“就业稳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用“乡风文明
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实施方案》明确商会以党建为引领加强组
织建设，实现政府与商人、商人与商人、商人与

社会之间沟通对接，发挥商会自身优势，壮大队
伍，齐心协力实现共建。结合桥口村的发展现状
和实际情况，商会引进适合当地发展环境的龙头
企业和小型加工项目，鼓励商会涉农会员企业在
共建村培育和发展产业种养基地。积极帮助镇内
会员企业实现正常运转，稳定和提高就业人员务工
收入；通过引进新项目和培育产业基地增加就业岗
位；同时，搜集县内外市场用工信息，不定期向共
建村反馈。

商会支持共建村开展群众性文体活动，传播好
声音，弘扬正能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开展社会公益互助活动，把共建村孤寡老人、困难
老党员、军烈属、困难学子列入公益活动重点对
象；引导带动会员企业参加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开展志愿服务，在抗灾救灾、疫情防控、移风易俗
等方面树立典范。

据悉，金寨县斑竹园镇商会在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积极探索，彰显作为。商会秘书处每月定期组织
人员到各企业走访调研，将情况向镇里反馈，为镇
经济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利用自身人脉资源优势，
向政府提供各地商会及在外地创业成功人士信息，
牵线搭桥联接乡邑情谊，凝聚乡亲力量，谋划家乡
发展。争取省工商联、金寨县在沪创业人员协会结
对帮扶，今年7月份招进安徽医科大学党外人士联谊
会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
积极支持政府中心工作，今年以来参加政府各部门
活动20余场次。

该商会积极开展捐资助困活动。抗疫中，商会
班子成员捐赠口罩10万只、其他物品价值5000元、
保健品灵芝孢子粉1920盒价值80万元；2021年商会
理事会成员集资1万元为教师节捐款、中秋节为镇康
养中心老人捐赠生活物品价值近5000元。各会员企
业纷纷慷慨解囊热心公益。

绿绿色色粮粮库库添添新新谷谷
程程度度厚厚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谢谢菊菊莲莲 文文//图图

商商会会牵牵手手共共建建助助振振兴兴
吴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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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雨露，雪中送炭；真爱，慈善，
人间温情。人间有爱，城市变得美好，叶集
区蔷薇公益志愿协会的志愿者们数年如一
日，用自己的爱心之举，传递美好与温暖，
日积月累的爱心在无形中又汇成一股巨大的
正能量，在人与人之间展开接力与传递，热
潮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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