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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会会广广角角

本报讯 (卢神亮 记者 周波 )近年
来，金寨县古碑镇全面推进紧密型医共体
建设,着力促其更加吻合群众心愿,持续深
化“人人见面、全程服务”活动,既培养
健康生活习惯、预防式“培本固元”,又
让群众就近就医方便实惠,整体提升群众
对医共体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

改善服务模式，让沟通更有温度。该
镇主要负责人把此次医改作为密切干群关
系、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抓手，成立工作
宣传组，加强政策宣传力度,通过发放宣
传册、入户走访、送医上门等方式面对面

沟通，派送印有医保标识的便民手提袋
1 . 5万余个 ,袋内装有《致参保居民一封
信》等宣讲材料。在全镇滚动播放医改广
播音频,广泛树立“能门诊的不住院、能
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不输液”等新理
念,扎实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引导群众有序
合理就医。

主动服务基层，让关爱更有深度。该
镇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工作始
终,走好群众路线，围绕“八个到位”畅
通医共体“最后一公里”,梳篦式开展县
外病人跟踪服务、慢病患者监测服务、特

殊病种专门服务、特困人员随访服务等医
疗惠民活动，坚持干部多跑腿、群众少操
心，协助群众审核材料、开展健康管理，
与群众一起算好经济账，厘清县外医院次
均费用高、自费比例高、或有过度医疗及
过度检查等状况。环环相扣、直达心扉的
服务受到群众点赞，从源头上改善居民体
质、关注心理健康，将预防式“培本固
元”进行到底,开展全民健身,减盐减油减
糖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筑牢人体健康
“防火墙”。

升华服务内涵，让服务更有效力。该

镇把群众对健康满意度作为工作的检验标
准,由群众批改“医改”作业,结合村干部
“激浊扬清”专项活动开展群众评议,以
无记名打分查验作业完成的质量,纳入镇
干绩效评价和对村重点工作考核，兑现
“干好干坏不一样”,促进“健康古碑”
常态长效。为抓细抓实、坚持久久为功,

镇村干部划片包干、方格式“填满”监管
责任,镇里成立了三个专项工作督查组，
由分管领导和包村干部带队到村巡回服
务，确保不漏一户，并将满意度作为改善
服务“风向标”。

本报讯(史雅男)1月20日，市残联召
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专题学
习教育动员会。市残联党组书记、理事
长高扬出席会议并作动员讲话。市残联
班子成员及全体在职人员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在全市开展“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专题学习教育，是市
委作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进一步提高
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刻认识
“为什么学”的问题，进一步体会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
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切实办好群众牵肠挂肚的民生大
事，做好群众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不
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着
力营造和谐融洽、联系紧密的干群关
系，着力营造平稳安定、积极向好的社
会环境。

会议强调，要坚持学做结合，准确
把握专题学习教育的要领和重点，必须
把握好“学什么”的问题。要把专题学
习教育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市委决策部
署结合起来，与为民服务解难题的实际
行动结合起来，与残联系统全年工作部
署结合起来，使全体党员干部在政治上
得到洗礼、思想上得到教育、作风上得
到淬炼，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干部作风真
转变、为民服务真实在。

会议要求，全市残联干部职工要切实担当作为，认真谋划好
“怎么学”的问题，领导班子要学先一步、学深一步、学实一步，
做领学、促学的表率，全体党员干部要迅速行动，掀起学习的热
潮。要运用好残联网站、微信新媒
体 ,广泛宣传正确引导，推动专题
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残疾人事业发
展的实际成效。

霍邱讯(张玉强 王兴远)1月9日，第六届中国职业教育百强发
布会暨第六届职业教育论坛在北京大学召开。会上公布了2021年第
六届中国职业教育百强入选名单。皖西经济技术学校成功入选中国
职业教育百强、中国中职教育50强。

本届评选活动，安徽省共有2所中职学校入选中职教育50强，
皖西经济技术学校是六安市唯一获此荣誉的中职学校。

皖西经济技术学校致力服务县域经济，助力乡村振兴。2014年
以来，学校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扶贫攻坚工作部署，结合
贫困劳动者需求，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产业扶贫、技能就业扶
贫、智力扶贫为重点，全方位开展技术技能培训，着力促进教育强
民、技能富民、就业安
民。学校被认定为省级扶
贫培训基地、省级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基地、霍邱县
万名劳动力转移培训基
地、霍邱县技能脱贫培训
基地；社会培训工作经验
在全省、全市交流。

残残疾疾人人之之声声

市
残
联
召
开﹃
以
人
民
为
中
心
的
发
展
思
想
﹄

专
题
学
习
教
育
动
员
会

皖西经济技术学校
入选第六届中国中职教育50强

人人见面 全程服务

提升群众对医共体建设满意度

本报讯 (张正武 张正旭 记
者 徐有亭)近日，霍邱供电公司驻
村工作队和霍邱机关事务局包保人
员40余人，捐款38000多元购买了
大米、食油和春联，走进霍邱县岔路
镇元圩村。

据介绍说，岔路镇元圩村目前

133户脱贫户，1户监测户和6户边缘
户，合计140户。为了巩固扶贫成果，
助推乡村振兴，霍邱供电公司驻村工
作队和霍邱机关事务局两家单位联
合行动，捐赠一份爱心，让温暖放大
温暖，解决困难群众的实际困难，提
高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讯(孙瑞)1月21日，裕安区
交通运输局关工委举办2021年度
关工委优秀小通讯员表彰会。

据悉，2021年暑假期间，裕安区
交通运输局关工委成立关工委小通
讯员报道站，有7名职工子女成为第
一批报道站小通讯员。局关工委聘请
新闻老师为孩子们培训写作，组织参

加采访活动。成立半年以来，小记者
们利用课余时间写出身边人身边事，
传递正能量，其中1篇在安徽省《少儿
画王》刊登，11篇在安徽网少儿栏目中
刊登，2篇在《皖西日报》刊登。不仅小
通讯员们自身得到锻炼，综合素养得
以提升，也让通讯站成为宣传学校、
生活和社会实践的又一个窗口。

本报讯 (卢贤傲 记者
谢菊莲 )为进一步倡导良好的
社会风尚，弘扬家庭美德，提
升村民素质，1月24日，舒城县
干汊河镇靠山村“两委”积极
开展冬日送“温暖”行动，慰问
本村“好婆婆”“好媳妇”以及
90周岁以上老人。

岁寒时节见真情，寒冬慰
问暖人心。当日上午，靠山村
包村镇干部和村“两委”干部

等一行冒着寒冷风雨，分别深
入走访慰问高志英、李申兰、
韦宗芝、任永华、管大芝等5名
90周岁以上老人，给每名老人
送上1000元慰问金，并致以节
日问候。镇村干部还分别深入
到“好婆婆”汪安聪和“好媳
妇”周友余、龚万勤、陈华权户
家中进行慰问，将村“两委”颁
发的奖状和500元奖金送到她
们手中，表彰她们孝老爱亲的

美德。
据了解 ，近 年 来 靠山村

“两委”在每个中心组推选出
“好婆婆”“好媳妇”，经过村民
代 表 会 评 选 ，最终 1 名“ 好 婆
婆”、3名“好媳妇”入选靠山村
美德模范对象；还通过召开村
民议事会议商定，由村集体每
年对年满90周岁的老人给予
每人1000元福利慰问，让这些
老人们欢度晚年。

金寨讯 (郭亮 )佳节将至，金寨
县南溪镇党委、政府开展迎新春走
基层帮扶与走访慰问活动，让党的
关怀和温暖直达人心。

集中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对辖
区内的困难党员、低保对象、特困供
养对象及孤寡老人儿童等特殊群体
开展走访慰问，做到“走”与“访”结
合，“慰”与“问”结合，为困难家庭
送去爱心和温暖，倾听了解他们的
困扰和诉求。

关心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帮助解

决群众反映大的社会维稳信访问题和
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宣传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政
策。一方面做好疫情防控、防电诈宣
传，倡导外出务工人员就地过年，减
少外出人员返乡、本地人员外出，关
心外出务工人员工资支付问题，另
一方面组织南溪司法所和南溪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的普法志愿者们宣传
疫情防控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积
极引导群众广泛支持、参与建设生
态法治南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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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安区交通局表彰优秀小通讯员

南溪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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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殷殷殷关关怀怀暖暖人人心心

好婆婆好媳妇受表彰

1月20日上午，
市生态环境局驻陡沙
河村工作队，上土市
镇、村妇联一道走访
慰问困难户戚小红。
戚小红身患残

疾，家庭困难。此行
驻村工作队为她送上
米、油、肉、面等生
活必需品，并给予精
神上的鼓励，使困难
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殷殷关怀和温
暖。 菊管 摄

世间万物，皆有情缘。我在金寨县燕子河工作生活
十五年，其中任教于燕子河中学十年半，任教于毛河中
学四年半。在这十五年里，我与两所学校的师生、当地
的干部群众有着深厚的情缘，这情缘滋润着我的心灵，
渗进我的血脉，成为我精神财富的一部分。

1965年11月份，我怀揣调令经过两天的跋涉，来到
燕子河中学。当时我比较年轻，学校便给我压担子，我
先后教过初中语文、数学、体育，高中政治，任燕中首届
高中班班主任和毛河中学政治教师、副校长。多年后，
学生撰文说我教学注重启发式，班级工作不盛气凌人，
注重调动学生积极性，我觉得，学生的评价基本符合实
际。支撑我这样做的感情因素是学生们对我“好”，有些

“好”我至今还记忆犹新。我泥垒的灶台上，常有学生从
家里带来的“红豆腐”；游泳返回时，他们每人捡了几株
从上游漂浮下来的树枝送到我家，给师母作柴禾；一次
语文课堂上，女同学“偷偷”从后门溜出，抱起隔壁空教
室中满脸泪痕的我那不满周岁的儿子；简约的毕业典
礼上，团支部书记代表全班赠给我一套四本《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购书款是他们背着我筹集的……

在那个人间最美四月天的季节，我和几个学生一
道出了校门，顺着阵阵飘香的方向，直奔大山的背阴
处、草丛中，走着走着，几株兰花映入我们的眼帘，它
那青绿的长叶，托着白色的花茎，花茎上伸出几片淡
黄色的花舌，舌根部镶嵌着几许红点色调是那么鲜
明，身姿是那么窈窕，我和学生都欢快地跳起来。唯美
师生情，风景最隽永。几十年来，给学生上课，带着学
生劳动，翻山越岭去学生家访问这样的师生互动场
景，不止一次在我脑海中呈现。

燕子河中学的校舍像山坡上的茶园，一层高于一
层，第一层也就是第一排的正中间是校门，校门右侧
是办公室，每学期期末的总结会在这里举行，总结会
上要评议家庭困难的教师，从工会福利中给予5元或8

元的困难补助。我当时已有两个孩子，而每月工资仅
39元，生活很是拮据，每年总结会上，两位教师总是力
排众议为我提出申请，面对那僧多粥少的局面，我又
多次婉言谢绝，但是他们的这片心意令我非常感动。
1972年冬我女儿出生，二十多天后，几位女教师翻山
越岭，拎着一块约四五斤重的猪肉来看望，在那个物
资匮乏的年代，在远离亲人的异乡，有一群热心肠的
姐妹们来看望，我们夫妇简直是受宠若惊，小屋中充
满了喜乐的空气。

大约在1977年初冬，我应少康老师之约来到燕子
河区毛河公社大坳大队，这里山高林密，林木资源丰
富，主峰海拔1100多米，有“六月冻死鸡”之称。来这里
第二天，一场大雪就像鹅毛一般纷纷扬扬飘落下来。
由于大雪封山，参观林场的计划未能实现，很扫兴，但
是每晚和同学们、林场工人一起围着熊熊燃烧的火炕
高唱革命歌曲的场面很是火爆。少康老师是根据公社
的安排，一年多前就带领学生来这里创办林场，实行
半耕半读，少康是革命烈士后代，忠诚于党的教育事
业，吃苦耐劳精神特强。后来他从山上带了两把仿古
样式手工木制的靠背小椅子送我，我用山漆漆了两
遍，一直保存至今日，孩子们调侃说，这是我家两件古
董。睹物思人，难忘岁月，难忘战友。

燕子河区委召开区直机关干部大会，进行忆苦思
甜教育，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赓续红色血脉，弘扬革命
传统，报告人是皖西地区宣传马列主义第一人、燕溪小
学校长徐狩西的儿子、燕子河公社转春大队书记徐先
述。徐书记讲了刘仁辅领导农民群众“反转庄，夺回永
佃田”的经过，还讲了徐育三率领赤卫军发动“西镇暴
动”和周维炯率红32师80多人星夜赶来支援的故事。最
后他用一首《换了新乾坤》的歌词作结：“河南老红军，
来到我西镇，钢枪打前阵，后跟赤卫军，先打闻家店，后
打楼房湾，回头捎带打了三个保安团，打土豪杀劣绅，
反动团总消灭净，全区大暴动，换了新乾坤”。这首歌词
是徐狩西当年触景生情而作，一直流传至今。

近年来，因为参与燕子河中学首届高中班毕业46

周年师生聚会和协助编篡《燕子河镇志》，我又多次来
到燕子河，先后瞻仰了位于老街中段的五星县苏维埃
遗址，位于燕子河镇南约一公里的凉亭岗的红军西征
会议遗址，位于闻家店东岳庙的“六霍起义总指挥部”
和“西镇革命委员会”遗址。每次回忆起徐书记的报告
及瞻仰燕子河革命遗址，我都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深深
地为革命先辈忧国忧民情怀和英勇斗争精神感动，他们
用鲜血和生命诠释
了对党和人民的忠
诚。

燕子河是一方
热土，我在那里生儿
育女，我在那里奉献
青春年华，燕子河这
方热土哺育了我！

张张彬彬 摄摄

渗渗进进血血脉脉的的情情缘缘
丁仕龙

我老舅家就住在三家院，离我们朱
家大院二里多路，离我童年读书的三旺
冲小学不到半里路。其实，三旺冲小学
的校址原来是三家院生产队的地盘，校
舍边上一直都还是三家院 村 民 的庄稼
地。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隔三差五就
会去一趟三家院。

我想去时，就跑到学校那一长排房
子中间的办公室，征得父亲同意后，放
学背上书包就去老舅家了。我喜欢去三
家院，主要原因是老舅很会烧菜。无论
是青菜豇豆萝卜，还是莴笋菠菜茼蒿，
只要是老舅烧出来的，闻起来香喷喷，
吃起来甜丝丝。连他干煸的青椒，吃起
来好像也不怎么辣。当然，每次只要我
去，他总要蒸碗鸡蛋，分给我的总是比
表姐表弟表妹的多。表妹最小，看我每
次都最多，有时候不高兴。但是她嘴还
没 撅 起 来 ，老 舅 就 说 ：“ 你 每 次 去小姑
家，小姑不是把墙洞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给你吃?”表妹就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喜欢去三家院的另一个原因，是
在老舅家可以疯玩。三家院庄前是一个
大平台，平台下面是一个小稻场，稻场
下面有一口小池塘，庄子东边还有一个
大稻场和一口大池塘，还有许多枝桠蓬
勃的大树。我和表弟以及庄上差不多年
纪的孩子们喜欢在稻场上疯跑玩耍，在
池塘边钓鱼捉虾，在树上爬上攀下。等
到我们玩得像泥猴才回家，老舅也总是
温和地笑，即使作业忘了写也没有什么
关系。

晚上，老舅带我和表弟睡在厢房的
大床上，他坐在床头，总是等我和表弟

吹牛打闹够了，才让我们赶紧睡觉。上
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三旺冲村还没有通
电。夏夜，老舅总是要先给我们赶走蚊
帐里的蚊子，再扇好一会扇子才睡；冬
夜，老舅怕我们冷，总是侧身睡在另一
头，把我和表弟的脚焐在怀中。

我不单是上学的时候去三家院，放
假了也 要 去 。从 我家到 三家院有四 条
路。如果是跟着父母一起，我们常常是
走大 路 ，就是从 我 们朱家大 院 经社公
庙、碾湾到三家院的机耕路，路上遇到
熟人，我父亲总说“我们去三家院”。如
果是我一个人去玩，我喜欢从我们庄出
发，向东北翻过单 岭头，经汪家庄下
到河埂，再顺河而下，走到老舅家对面
的河边才拐上一段通往三家院的田埂。
我走这一条路，春夏时可以从汪家庄后
山采上一束金银花、映山红，秋天时可
以摘上两口袋板栗毛栗，带给表姐表弟
表妹。

另外还有两条路，一条从我们东边
岗头翻山，下到社公庙对面的河埂，再
顺河而下，翻山的路又窄又陡，很不好
走。一条从我们村东北的锅底塘洼翻过
去到永安桥，再顺冲而下，走这一条路，
路边有四五口水塘，还有很长一段看不
到人家，我一个人走，有点害怕。最主要
是每次我去老舅家，老舅都会问我从哪
条路来的，如果听说是走的这两条路中
的任意一条，他都不高兴。他故意板着
脸说，下次再敢走这条路，你爸妈就不
让你来了。

为了能继续去三家院，我当然也不
能独自走这两条路。但是有时我从三家
院回家，会邀上表姐表弟跟我一起。这时
候，我就想带他们走这两条小路，因为这
两条路边好玩、好吃的东西很多。春天的
路边有鲜嫩的刺苔、毛芽，夏天的塘坎下
有酸甜的麦泡和白胖的巴根草，秋天

的山坡上有脆香的毛栗、板栗
和甜甜的松毛糖，冬天

遍野都是厚厚

的白雪还有偶尔从雪原上跑过的黄狗和
野兔。当然，我们也拉过钩，谁都保证不
跟大人说。

老舅也常到我家来。分田到户前，每
到春天，我家就要到处借粮，老舅常把自
己家省下的粮食送来。包产到户后，每到
割麦子、插秧、割稻的时节，他也总是会
来，如果他家的麦子或者稻子已经割了，
他还会带两斤新磨的面粉或者新打的糯
米来。有时别人出工钱请老舅帮忙，他也
常推辞不去，他说：“我小姐姐太累了，家
里人口多，田地多，我怎能不去帮她忙几
天？”

三家院没有柴山，我母亲有时送担
柴禾去，回来时老舅还要给些年糕、粉丝
带上。老舅对亲戚子侄尤其是对我很大
方，对自己却十分节俭，吃穿都很俭省。
老舅虽处处俭省，却勤劳肯干又心灵手
巧，会瓦工、茅匠，还会做粉丝、面条、豆
腐和年糕，种庄稼也是一把好手，在三家
院最早把土墙小瓦的老房子翻盖成红砖
青瓦的基建房，后来又最先盖起了二层
楼房。

我们当地人常说“三家院邵家老三
一天都舍不得休息”。每当农闲时，老舅
就加入我们当地的建筑队，每天起早骑
车到离家几里或者数十里的建筑工地干
活；回来时如果时候尚早，或者恰逢晚上
月色明亮，他还会到田间地头去看看，有
时还要干一会农活。

我参加工作特别是人到中年后，离
家远了，回家的次数少了，去三家院的
次数也少了。只要听说我们回去了，老
舅就会从工地请假回家，烧上一大桌好
菜，叫我们到三家院去玩。每次去三家
院，我们都会劝老舅歇一歇，他总是说在
家也没事，出去干一天是一天，也帮你表
弟减减负担。

前年秋天，七十岁的老舅在工地上
干活摔下来，再也没有醒过来。现在我们
每年还会去一趟三家院，看看我舅妈。三
家院庄前的平台、稻场和大树还在，池塘

里的水也还是那么清亮，只是再
也 看不见老 舅 那 忙

碌的身影、听不到
老 舅 那 温 暖 的笑
声 。有 时 夜 深 人
静 ，我 从 梦 中 醒
来，蓦然想起我勤
劳善良的老舅。不
知道 天上有没有
三家院，让老舅可
以端上一壶茶，坐
在庄前的平台上，
好好歇一歇？

老老舅舅住住在在三三家家院院
朱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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