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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法律顾问多次进村宣讲，现在咱
也懂得了一些法律知识，农民也要懂法守
法，遇事找法。”近日，金安区横塘岗乡金公
庙村村民吕永国在参与英锐律师事务所进
村开展的《民法典》宣讲培训会后说道。今年
以来，英锐律师事务所在金安区横塘岗乡、
毛坦厂镇等乡镇十多个村居建立村(居)法律
顾问制度，定期送“法”上门，助力乡村振兴，
这也是英锐律师事务所党员干部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践行为民初心的一个缩影。

让法治文化滋养心田，让群众在和风细
雨间感受法治力量。英锐律师事务所自2016

年成立党支部以来，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
服务群众为根本践行社会责任，积极参加法

治宣传、法治体检、法治扶贫、党建共建等活
动，充分发挥行业专业优势，让群众切实感
受到法律的温度。先后被司法部、省司法厅
评为“全国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先进集体”、

“律师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所党支
部书记尤良旺近日入选2021年“六安市十大
法治人物”。

开展村居法制宣传，与村党支部联合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讲解“民法典”、乡村振兴
促进法、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人民调解法等15

场次；通过“民法典”宣讲，致力培养一些农
村“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推动基层
民主法治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助力。为困
难村民免费办理民事案件10余件，解答群众

当面咨询或电话咨询120余人次；协助村委
会矛盾调处2次。

开展法律援助，彰显责任担当。去年以
来，全所律师参与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40件，
帮助农民工顺利拿到血汗钱；在律师事务所
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每年走进社区、乡村、
企事业单位开展学雷锋、3 . 15消费者权益保
护、12 . 4宪法日等普法宣传，组织律师进社区
举办模拟法庭宣传，提升全民法治意识，让
法治思想走进千家万户。积极为企业开展法
治体检，帮助企业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控长
效机制，为公共法律服务打开了一扇新窗
口。

服务中心大局，心系广大群众。在破产

案件中勇挑重担，积极为债权人、债务人及
其他投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针对破产
企业实际情况，律所及时为职工及农民工垫
付社会保险费用，使农民工按时领取失业保
险、生育保险等。在安徽蓝翔节能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件中，在六安市首次建
立“府院管联动机制”，创新并解决了破产案
件疑难复杂问题，为破产重整企业早日复产
经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负责的10件
破产案件中，涉及近2000名债权人及近1000

名职工，无一例上访。该所还在六安市率先
采取破产案件数字化赋能，利用网络系统践
行“为群众办实事”，实现债权人及广大人民
群众“一次也不用跑”便民通道。

将法治文化“种”进群众心坎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本报讯(刘诗政 记者 杨秀玲)今年以来，裕安区扎实推进全区
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医疗保障扶贫巩固提升，医保民生工程措
施有力，医疗待遇保障日益完善，医保基金监管成效显著，医药管理服
务全面提升，医药价格和招采改革有序推进，医保工作体系不断完善。

突出基金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先后开展2轮专项治理，共检查医
疗机构319家，取消定点医疗机构2家、定点零售药房2家，解除医保
医师协议6人、各扣12分，另对2名医保医师扣2分、1名医保医师扣4

分、1名医保医师扣7分处罚。
突出便民服务，打造优质名片。群众就医实现“一站式服务”“一

窗口办理”和“一单制结算”，参保群众在全国范围内住院，长三角、京
津冀、西南五省门诊和省内药店购药均可持卡结算。

突出改革创新，完善支付方式，“同病同保障”结算方式覆盖面不
断提升。落实5批次218个品
种国家集采药品，平均降幅
55%，最高降幅97%。全面落
地“17+13+X”抗癌药惠民政
策。开展第一批和第二批国
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医保
资金结余留用工作，确保结
余留用资金落实到位。

裕安区

不断完善医保工作体系

本报讯(熊远玲 记者
谢菊莲)近年来，金寨县桃岭
乡对农村旱厕进行改造，没有
厕所的进行新建，树立文明新
风尚。

宣传发动，摸清底数。该
乡成立以乡长为组长的改厕
工作领导组，深入各村召开村
民大会，调动村民参与热情，
宣传“先建后补，先改后补、以

奖代补”的改厕政策，乡及各
村安排专人负责改厕工作，定
期召开改厕调度会、推进会。
逐村逐户逐项摸排，建立改厕
台账。

制定方案，科学实施。制
定“厕所革命”具体实施方案，
详细安排部署。统一将原来不
卫生脏臭差的旱厕拆除，统建
新厕，采用三格式化粪池，粪

便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无异味、
无污染，可用来种菜、给油茶
施肥等。

强化维护，确保实效。乡改
厕办定期对全乡的改厕及无害
化粪池进行督查监管，确保改
造一户成功一户。制定运行维
护机制，发挥管护人职责，让老
百姓用得安心放心。目前全乡
改厕验收660户，整改200户。

金寨讯 (吴继利 )深冬来
临，处于用电用火高峰期。为
了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金寨县斑竹园镇桥口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
深入各庄各户开展宣传防范
工作。

宣传用电用火安全知识。
指导群众了解用电气知识；采
取正确安全的取暖方式，严防

一氧化碳中毒；保持液化气
罐、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远离
火源。同时向广大群众宣传突
发事件发生时必须采取的急
救措施，掌握急救办法。

网格化管理，排查安全隐
患。村委主任、村民组组长为
防电防火第一责任人。村文明
实践站组织党员、电工志愿者
对各家各户的安全隐患进行

逐一排查，灭除可能发生事故
的苗头；对老化的电线、液化
气管进行更换，对家用电器设
备进行检查、维修或报废；对
木柴取暖炉烟囱出口的位置、
风向等仔细检查、调整定位，
防止引发村庄或山林火灾；为
1 1个家庭的留守老人安排志
愿者定期上门对用火用电监
管看护。

金寨讯(郭亮)为充分凸显
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人文关
怀，体现党和政府对社区矫正
对象的关心关爱，全面提升社
区矫正工作质效，12月16日，
金寨县司法局南溪司法所联
合镇关工委组织全体社区矫
正对象开展集中教育学习活
动。

该镇关工委“五老”团孙

校长深入浅出地为13名社区
矫正对象上了一堂精彩的思
想道德法治课，并针对社区矫
正对象的生活及未来的方向
进行分析与指导，表达了对社
区矫正对象的关怀与希冀。

同时，司法所工作人员组
织社区矫正对象重温《社区矫
正法》，增进了社区矫正对象
对《社区矫正法》的理解和认

识。同时，对社区矫正对象遵
规守纪情况进行讲评，通报和
剖析了身边社区矫正案例，特
别是涉及电信诈骗案例，告诫
社区矫正对象必须严格遵守各
项法律法规，加强法律知识学
习，坚决不能触碰红线。社区矫
正对象纷纷表示，要进一步加
强学习，认真接受矫正，争取早
日解除矫正，回报社会。

本报讯(记者 张玉)实施“阳光家
园计划”是推进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
服务体系的重大举措，对缓解当前智
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家庭负担，帮助
提高残疾人自信心，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具有重要意义。今年，省残联下达我市

“阳光家园计划”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
人机构托养服务任务数707人，实际完
成730人。

根据《安徽省“十四五”阳光家园计
划——— 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
务项目实施方案》，市残联第一时间传
达相关文件精神，并将任务分到各县区
残联具体实施。各县区残联高度重视，
召开专题工作会议进行部署，制定出台

实施方案，组织安排工作人员，对照残
疾人托养定点机构条件，多次深入多家
残疾人托养场所，进行评估认定，规定
具体实施时间，明确机构托养的条件以
及救助金额等情况，将任务分解到各托
养机构，现场核实残疾人托养人数，并
及时将补助资金拨付到位，所有资助对
象全部录入到数据库管理系统。为确保
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增加透明度，各
县区残联严格对各机构申请材料进行
审核和汇总，确保了托养救助资金的公
开性、服务性和严肃性。

“阳光家园计划”让730名残疾人获托养服务

残疾人之声

桃岭乡：小厕所改出大文明

斑竹园镇：加强用电用火安全防范

南溪镇：开展社区矫正关爱帮教

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谢谢菊菊莲莲
EE--mmaaii ll ::4466774433667722@@qqqq..ccoomm

社社会会广广角角

红红 土土 地地

本本栏栏责责任任编编辑辑：：徐徐缓缓

舒城县南港镇缸窑村，是当代世界著名诗
人钟鼎文先生的家乡。他从台湾回大陆探亲，
回县城后对我说：“小时候缸窑制陶、烧窑、出
窑的热闹场面不复存在了，几家陶器厂和作
坊，生意很不景气，工人们对陶器生产的未来
感到渺茫，有一种强烈的被遗弃感。被谁遗
弃？我想不是被什么人，而是被琳琅满目的商
品市场。但中国陶器毕竟占据历史很长的时间
和空间，我们能用文字形式将它拣拾起来，对
后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会有好处。”

最近，我走进了缸窑村。它距县城 1 3公
里，离舒城四大名山之一的春秋山3公里，坐
落在岗峦起伏、林木葱浓的夹窄长廊上。据传
说：清朝中期到民国初，是缸窑最繁华时期，
在大窑小窑人口密集的中心，建起了一条由南
向北300多米的长街，街道两边，门市林立，
货铺俱全，有九家十八铺之称，生意茂盛，热
闹非凡，三米阔的街道，经常是人流拥挤、摩
肩接踵，“三窑合镇”的名字远传乡里乡外，常
住居民百余户一千多人。

我想传说不一定都是空穴来风，事实往往
比传说更丰富多彩。缸窑粗陶鼎盛时期，产品
有庞大的市场支撑。它不仅销售到灿烂明珠般
的大小城镇，而且渗透到山水田园般的广袤农
村。没有哪家哪户哪行哪业没有缸窑陶器？我
今年87岁了，对旧社会感受很深，人民生活极
苦，市场上虽有瓷器，能买瓷器的户子也是廖
廖无几。缸窑陶器，价格便宜，经久耐用。我
家虽然祖居县城，抗日战争前开的布业店铺不
小，自日寇飞机燃烧弹烧毁全部房屋财产后，
一夜之间变成极贫。生活用的缸 瓮罐、碗碟
茶具，取暖用的火球子火钵子都是缸窑粗陶。
民国三年我父亲到缸窑买窑煤子 (作取暖燃
料)，见制陶师傅做的小颈镡坯子很好，叫老板
拿根元钉让他在上面划几个字：“民国三年春
秋山缸窑制造”。写过后，又要求制陶师傅绘
制花草图案，上了金黄色的釉，烧结后老板送
到我家，作为缸厂赠品。母亲在使用时非常细
心，生怕破损，因为父亲在上面写了字。母亲
去世后传给我爱人，爱人就放进柜子里作为古
董保管。时隔111年，看上去仍光彩夺目。

1949年舒城解放，全县人口已达469920

人，陶器属低质易碎商品，假设每人一年破损
一件，就是近50万件。

1955年，缸窑陶器工业走合作化道路，成
立生产合作社。为适应市场需要，1958年缸窑

陶器生产合作社分出
一部分人员，到沈家
山嘴新建舒城陶器
厂，从业人员200

多人，年产日用
陶器120多万件，
产值 2 0 6万元，
三分之二产品都
销 往 县 外 。 同
时， 缸 窑 村几个
大窑仍继续生产经
营。沈家山嘴大轮
窑厂金光闪闪，缸窑
几口大龙窑火光冲天，
两三天就出一次窑，江淮
地区多数窑货商人都到舒城买
窑货，几百人在大窑边上等着，稍
一懈怠就取不到货。

谁也没有料到，上世纪90年代后粗陶市场
由盛转衰，一直走下坡路，而且走得很快。沈
家山嘴陶器厂破产了，缸窑村十多家制陶企业
只剩下两三家。由于销路不畅，三天打鱼两天
晒网。主要原因是传统的制作工艺在成本上、
质量上都失去竞争能力。与日用陶器一样，传
统的建筑陶器市场也步入低谷，以前缸窑村几
乎家家窑里都烧制大黄瓦，现在人们的住房条
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小瓦房除少数大
山区可见到，其他地方看不到了。

出了陶器厂，登上黄土高坡一座古窑头
上。我站在古人或许站过的方位上用同样的黑
眼珠观赏自然风景，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多
少变化的风声、鸟声。青山、绿水、公路、美
丽村落映入眼帘。身边的苏厂长介绍说：“您看
的大小土丘上都能采到红心夹白陶土，起初丘
上的浮土黄泥都是制陶器的最好原料。经过几
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采集，浮土没有了，就到土
丘上挖，很多土丘一公尺以下就能挖到。土丘
上茂密的松树松枝和乔木又是烧窑的好燃料，
窑温能烧到1300度以上，比荒草烧的产品经久
耐用。”听了他的介绍，心想难怪这里是个成
大器地方，原来是大自然恩赐它的得天独厚的
制陶条件。我思想的野马突然回奔千年，仿佛
看到窑烟四起，火光冲天，人来人往，肩挑车
载烧窑出窑的热烈场面。感慨时空的轮回，历
史的沉淀，缸窑的沧桑，社会的巨变。世界上
没有永动的机器，更没有永不衰败的工厂企

业。传统的制陶工艺产品不可能万古长青，它
即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它已经在我国传承了
数千年。

时至今日我们还无法考定缸窑粗陶生产始
于何年？目前只有两种答案：一是舒城

县新编第一轮县志记载：缸窑制陶
历史，最早产生于汉代。这主

要是根据1973年南港乡北风
岭在汉墓群里挖出相当数
量的陶器 (香炉、坛、
罐、碗)，经省有关部
门鉴定，为本县缸窑
产品。二是舒城县新
编第二轮县志记载：
缸窑制陶历史，最早
产生于汉代，最迟也
在明代。2017年缸窑
村新编村志记载：据
《 朱 元 璋 全 传 》 记
载，公元 1 380年 (洪武

1 3 年 ) ， 李 桢收服桐、
舒、庐州。舒南各地荒无人

烟，缸窑到明朝中期仍然人口
稀少，被称王家大坟滩。由于明

朝政府大力推动移民，土地开垦合法登
记为私有财产和赋税优惠，江西瓦屑坝移民见
缸窑有制陶条件，就纷纷到缸窑开办窑厂，其
中冯、任、王三大姓先办起三个大窑厂；其余
会制陶的移民也办起小窑厂和杂坊。这大概
“最迟也在明代”的出处吧！

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的人，向来对
一切以实物为证据为唯一依凭的主张不以为
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

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传说有不真实的外貌，
但既然能与不同时空间无数传说者的感悟对应
起来，也就有了某种深层真实；实物证据有真
实的外貌，但世界万事衍化为各种实物形态的
过程实在隐伏着大量的随机和错位。时空飘然
而来，又溘然而去，终于留下了星罗棋布废弃
的古窑址，古窑中曾经清出堆积如山的废渣，
一座古窑头上长成的三人合抱的黄栗树，脚底
下一米多厚不同颜色的古陶片。缸窑昔日的辉
煌，远远超过我曾经作过的最大胆想象。缸窑
粗陶制作历史悠久，不愧是皖西的粗陶之乡。

对缸窑陶器历史的辉煌过去，全县各级领
导和有识之士早给予关注。2005年，《舒城
报》曾给予一个整版刊登报道——— 《访缸窑陶
器古镇》、《缸窑——— 陶文化遗产地》、《他
们是最后的乡间陶艺师吗？》。紧接着，舒城
电视台在《舒城印象》42期专期报道了《缸窑
村缸窑情》。不久，县政府积极向市和省上报
了缸窑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希望留住缸窑的
陶器根，曾经服务千家万户的黄泥韵，以及和
陶器世代相连的缸窑人民感情。今天的缸窑陶
艺后人，早不再以陶为生，但这个有着千年陶
文化的地方，人们将对陶的情感已深藏进时光
记忆里。他们深知热火朝天的制陶生产飘然远
去不再回，空留白云千里；不如紧跟时代，昂
首挺胸走进光鲜亮丽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2020年7月，六安市人民政府为南港镇缸
窑村颁发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缸窑粗
陶技艺”证书。今年以来，中央电视10套、安
徽电台“自由时间”、“安徽卫视”等新闻媒
体，先后派记者到缸窑村采访报道，为非物质
文化遗产留下珍贵史料。

目前，缸窑村仅剩下一家制作粗陶的龙窑
厂——— 舒城枣林陶器有限公司。这个厂是缸窑
村集体的，现经理苏少柱 1988年担任厂长，
1 990年村里就承包给他私人经营。苏少柱是
“缸窑粗陶制作技艺”最佳传人。这不是因为
他是厂长，而是粗陶制作技艺十八般武艺他样
样精通。他今年60岁了，18岁中学毕业后就到
窑厂学手艺。他天资聪颖，在学校学习成绩优
异，身材高大壮实，于是厂长就安排他学重体
力的大货手。不到一年，他不仅能将七担水
缸、装五六百斤米的大瓫罈做得很好，连小货
手的活他也偷学会了。三年师满，大货手、小
货手、车货手的活全都会了，做出来的坯子不
比老艺人差，而且有新意。从此以后，陶泥鉴
定、坯料配方、装窑烧窑，疑难杂事，老厂长
都放手叫他学让他干，到40岁，就成为全厂公
认的《通作师傅》、有效的管理者和经营者。

我在采访中感受到，他在粗陶制作上有丰
富经验和真才实学。他对每道工序都非常熟
悉，讲解使我一听就懂，示范操作使我震惊。
他带我看爬在土丘上35米长的大龙窑，从龙头
看到龙尾，讲到龙尾。我问龙身上每米留个带

瓦盖子的大圆洞是干什么用的？他说那是添火
眼，也能从眼中观察到每截产品的烧结情况，
火力不够就从圆洞添柴。到龙的中部，他还弯
着腰扶我走进龙窑内体，介绍装坯程序。我问
窑内有些砖头瓦砾为什么未清出去？他说是垫
坯用的“坯垫”。因为龙窑是由下而上的，整
体有个很大的坡度，不用垫子坯子不可能放得
很平，烧结容易破损。

离开龙窑，走进制坯车间。一位从外地请
的制陶老师傅正在做花盆，他叫老师傅歇歇，
他来示范做一个。他先捧起一团坯泥，在案板
上用手心一按，将泥中黄豆大、米粒大几个粹
石沙子就取出甩掉了。接着将坯泥放到制陶机
的盘顶上，后又用双手拿根木棒插进水泥底盘
的一个眼里，用力右转几转，当圆盘飞速转起
来时他敏捷地拔出木棒，两手又合抱坯泥，很
快由下而上一个小花盆就神奇般形成了，盆上
的狗牙边随着转动用手指也捏出来了。站在一
旁的老师傅说：“厂长真有本事，转速和制坯一
致，我是做不到的。我有时坯子未做好，转盘
不转了，还得用脚助推两下。”

他又陪同我参观产品陈列室。货架上摆着
小货手做的不同产品：小至酒壶，大到小 小
罐；有上釉的，也有不上釉的。看上去都是历
次出窑中选出的精品，市场上不可能件件都如
此完美。使我惊奇的是，有一个架子是粗陶艺
术品，形状不像大自然中的花草虫鱼、深山中
的豺狼虎豹，而像《封神榜》中神仙和妖魔骑
的奇虎怪兽、飞马麒麟；有灰褐色的和淡黄色
的。我拿到手瞅瞅闻闻，很像从石灰岩中取出
的，似乎还有柴草的烟味和陶土的芬芳。这些
形状各异的“四不像”，出自艺术高手，内含
莫测高深，或凶或善，似真非真，似像非像，
送到古玩店，遇上慧眼知音，还能卖上好价钱
呢！我问他厂里还有这样艺术师傅？他笑着
说：“前年夏天，北京有几位雕塑家到厂里参观
陶器，每个人见到陶泥，都争着捏几个，谁知
烧后就成这样，哪一个我都讲不上名子。”他
还对我说，2021年烧11窑，大小货10万件，产
值30万元，产品基本能卖掉。

我深知他一直在坚守着，只要市场有一线
希望，他也不愿放弃粗陶生产，不愿丢下40多
年的老本行。

舒城缸窑陶器盛衰史
朱忠礼

1 2 月 2 6
日，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
团委联合霍邱
县团委在宋店
镇中心学校开
展 中 小 学 生
“圆梦微心愿
爱 心 助 成
长”公益帮扶
捐赠活动，为
宋店镇54名中
小 学 生 发 放
“微心愿”爱心
礼物。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是霍邱县和宋店镇南北四村唯一定点帮扶中央
单位。自结对帮扶以来，公司团委每年面向宋店镇等乡镇中小学开展一次
“圆梦微心愿·爱心助成长”一对一认领公益帮扶捐赠活动。
据了解，从2018年到2021年12月，中国信保公司团委已经在霍邱县连续

开展四届中小学生公益帮扶捐赠活动，先后帮助295名学习成绩优异的学
生和贫困学生圆梦“微心愿”。 赵广才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文/图

乡村娃圆梦“微心愿”

霍山讯(余玉明)今年以来，霍山县人
社局聚焦群众关切的“就业难、养老难”
等问题，立足本职，科学谋划，精准施
策，做实做细四项民生工程，促进群众满
意度提升。

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先后在11个乡
镇开展了14期16个班的脱贫稳就业技能培
训，涉及农作物栽培、水产畜禽养殖、中
药材种植等技术，培训合格613人，拨付
培训和生活补贴52 . 61万元；为提高新进企
业职工技能，为安徽金越轴承有限公司等
18家企业开设了24个班次的企业新录用人

员岗前技能培训，培训合格1203人，拨付培

训补贴96万元；组织技工学校开展新技工系

统培养372人，拨付补贴资金150 . 05万元。

稳步推进就业促进工程。为帮助零就
业家庭成员、大龄人员、长期失业等各类
就业困难人员提供就业托底，用心开发公
益性岗位270个，及时拨付就业补贴435 . 7

万元；为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及其他16-24岁失业青年开发就业见习岗
位349个，进行3-12个月的就业见习，拨
付补贴392 . 22万元。

高质量发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为推动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随经济
发展逐步提高，组织动员全县21 . 17万城乡
居民购买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应保尽
保”。全县缴费到账6233 . 07万元，人均
缴费达604 . 2元，在六安市各县区中处于
领先位次。按时足额调整和发放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全年累计发
放养老金65 . 23万人次，合计9116 . 86万元。

精心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适时组织技工学校对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进行摸底造册，严格审批程序，科学确定资助对象。
一年来，共为344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核发春、秋季助学金34 . 4万
元；为2224名学生免除春、秋季学费311 . 36万元；为1名家庭困难
且成绩优秀的技工学生申报国家奖学金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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