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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患有先天性严重智障病，他，是从小
带着她玩的邻家大哥哥，这样的缘让他和
她一走就是一辈子。在霍邱县宋店镇圈行
村，70多岁的张志祥30多年如一日悉心照
料傻妻谢丙芝的故事，在家乡传递着一种
暖意。

1964年出生患有先天性严重智障病的
谢丙芝与大她15岁的张志祥本是邻居，出
于同情，打小张志祥就像大哥哥对待小妹
妹一样和谢丙芝打着手势逗她玩。谢丙芝11

岁那年，因为误食药物口吐白沫，之后出门
行走都非常困难，大部分时间都是卧床。张

志祥亲人般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门看望。
每当此时谢丙芝的心情和精神状态就会明
显好转。看到女儿和张志祥相处的场景，谢
丙芝的父母对张志祥发自内心的欢喜和感
动。

眨眼间到了1989年春。谢丙芝已经25

岁，其父母也都年近六旬，照顾智障女儿的
压力愈发沉重。而此时的张志祥40岁，因父
母双亡，家庭条件差，一直也没有成家。但
张志祥为人憨厚老实，心眼好，对谢丙芝十
多年来情同兄妹，在热心乡邻的牵线下，张
志祥和谢丙芝走到了一起，结婚那天，他对

她说：“俺会一辈子对你好。”
从此，30多年如一日，张志祥为谢丙芝

倒水喂药，一日三餐盛好饭菜送到手上。早
晚帮助她洗脸洗脚，倒屎倒尿，只要有空就
陪她散步，为她按摩，进行康复锻炼。虽然
妻子因病失去生育能力，但他从来没有一
句怨言。尤其是近几年，谢丙芝的身体状况
越来越差，终日卧床，渐渐失去端碗吃饭的
能力，一日三餐全靠张志祥一口一口地喂，
但他仍然是不厌其烦。谢丙芝娘家人隔三
差五上门看望：“要不是志祥年复一年为谢
丙芝花钱治病，生活上精心照料，她不可能

活到现在。”
为了帮助张志祥这个残疾人家庭尽快

摆脱贫困，镇村干部多次上门看望慰问，帮
助谢丙芝办理残评、残补、残疾人护理费申
报手续，办理低保手续。2014年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让他们享受各项惠民政策，多方
增加经济收入，帮助他们树立脱贫致富和
生活信心。

不善言辞的张志祥不等不靠，辛勤劳
动。除了种好自家的3 . 4亩农田，发展鸡鸭
养殖，还承包了村里30亩水面搞水产养殖，
2017年顺利脱贫，如今日子也越来越好。

“俺会一辈子对你好”
赵广才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本报讯(记者 张世巧 通讯员 王娟球)今年以来，裕安区紧

紧围绕“锻业补短，提质增效”目标，持续提高农村特困供养机构管
理运营水平，提升服务质量，补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做好农村特
困供养机构建后管养工作，增强民政基本公共服务能力。

推进特困供养机构社会化运营。裕安区现有农村特困供养机
构46所，目前已有16个乡镇37所农村特困供养机构向具备养老资
质的社会养老机构进行社会托管运营，转型率达80%，预计年底转
型率达到100%。

实施特困供养服务设施优化改造。重点提升改造敬老院20所，
基础性改造17所，敬老院消防安全隐患全部清除，特困人员兜底保
障能力大幅提升，计划到2022年底完成不少于20所敬老院重点改
造目标。

提升特困供养机构消防安全水平。裕安区民政局争取扶贫专
项资金580万元对全区所有特困供养机构的消防供水管网和消防
设施进行了维修改造，安装了监控摄像头、电气火灾预警系统，提
升了特困供养机构消防安全水平。

提高特困供养机构工作人员待遇。目前，农村特困供养机构院
长和普通管理人员月标准分别为1580元/月、1380元/月，计划下半
年将对院长和普通管理人员月工资适当调整，增幅约8%。

完善特困供养机构的监管体制。裕安区所有农村特困供养机
构已全部进行了法人登记，实行院长负责制，落实了消防安全责任
人，建立了院民生活委员会、财务管理小组，完善了24小时值班、疫
情防控、消防演练、应急预案等一系列管理制度。

不断拓宽资金保障渠道。目前通过国开行已发放项目金融贷
款5000万元，农村特困供养服务设施提升改造所需资金得到有效
保障；2022年区财政预算安排资
金 1228 . 6万元用于该项目日常
管养工作。

裕安区持续提高

农村特困供养机构管理水平

霍山讯(张来俊)为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按照市残联工作要求，从4月底开始，霍山县残联组织村、社区
对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访视工作，重点访视对象为精神障碍
患者、残疾儿童以及一户多残、以老养残、独自生活无人照料的
重度残疾人家庭。截至目前共走访11个村(社区)、6个乡镇。

访视活动主要是了解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基本情况，着重了
解残疾人家庭在生产生活、社会救助、医疗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
险、基本住房、无障碍环境等各项惠残政策的落实情况，了解特殊
困难残疾人家庭面临的突出困难问题和迫切需求，依托现有政策
积极协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此次活动通过加大
对特殊困难残疾人家庭
的走访帮扶力度，打通
服务残疾人的“最后一
公里”，营造全社会共同
扶残助残的浓厚氛围。

霍山县开展

困难残疾人家庭入户访视

本报讯 (张正武 王尧 记者
徐有亭)近来，霍邱县精准施策，多
向发力，多项举措推进退役军人就业
安置，提升退役军人高质量、稳定就
业。

该县主管部门结合退役军人自身
特点和求职意愿，选择师资力量强、
教学质量好的3家职业培训学校开设
挖掘机、叉车、驾驶、厨师、无人机

等热门专业，开展退役军人就业技能
培训。今年以来，共培训退役军人
120人，培训费用56 . 45万元。

该局录入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档案
411份，发布就业信息70余条。召开
退役军人春季专场招聘会1场，联系
用工企业18家，提供岗位68个，参加
人数1 10人，签订就业人数21人。同
时，通过QQ、微信等通信群及时全

面掌握自主就业退役军人基本信息和
就业创业情况。对有就业需求的退役
军人，提供求职登记、就业政策咨
询、岗位推荐等服务。

该局发挥“店小二”服务精神，
开展“让工作人员多跑腿，让转业士
官少跑路”暖心服务，顺利完成24名
转业士官待安置期间社保补缴工作，
提升了安置接收质量。

霍邱县多举措推进退役军人就业

前不久，金寨县花石乡
大湾村的周端琼被授予金
寨县“兵妈妈”荣誉称号，这
一称呼让周端琼倍感荣耀，
儿子沉甸甸的军功章上，也
有着她的一半。

1967年出生的周端琼，
少年时代就与军旅结下绿
色情缘。小时候她最喜欢看

《闪闪的红星》《英雄儿女》
等红色电影，在她心目中，
军人是那 么 崇 高 ，那 么 荣
耀，她总梦想成为一名 女
兵，但由于种种原因，她的
梦想没有实现。

2013年，周端琼的儿子
汪磊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
周端琼一心想让汪磊去当
兵，希望儿子能圆自己儿时
的军旅梦，可一想到部队生
活的艰苦，家人纷纷打退堂
鼓。周端琼却毅然坚定：保
家卫国是一件多么伟大荣
耀的事情，还能锻炼孩子的
毅力，周端琼领着汪磊报了
名。

汪磊入伍后，周端琼一
直关注着他在部队的生活和成长，鼓励教育孩子做一
名优秀军人，母亲的真诚和热情也深深感染着儿子：
2015年、2016年汪磊因工作表现突出获武汉支队优秀
士兵，2016年因抗洪救援工作表现突出获武汉支队嘉
奖，2017年因工作表现突出获武汉支队个人嘉奖，2019

年军运会安保工作突出获武汉支队个人嘉奖，2020年
抗击疫情期间工作表现突出获个人二等功。汪磊知道，
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背后离不开母亲周端琼的无悔
支持。

“儿子获得的荣誉，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手捧
沉甸甸的荣誉，周端琼说，在部队的锻炼和收获，对儿
子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她会一直鼓励儿子在部队
努力学习，刻苦训练，保家卫国，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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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安民生

残疾人之声

六安体量最大的未来公园在哪里？
就在东部新城核心区南靠312国道相向平

行、北倚淠史杭总干渠蜿蜒环绕、由南向北铺
展的平坦而起伏的丘陵湿地里，占地总面积107

万平方米，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生机盎然；
精心打造的人文景观点缀其中，27 . 3万平方米
阳光草坪，供游人休憩娱乐，拥抱自然；26万
平方米水域面积，滋养着芦苇、香蒲、狸藻等
植物。

未来公园的美，美在自然，美在生态，美
在湿地，美在大大小小的湖和塘。

湖和塘的主角，当属芦苇和野鸭子。身临
其境，芦苇占据视野中最显著的位置，近观
之，高可达三至五米，杆壮叶阔，一排排、一
簇簇、一丛丛地没过头顶，芦花开成了天上的
云。芦苇与野鸭子长相依、常相伴，芦苇丛是
野鸭子的庇护所，野鸭子成为芦苇丛的小精
灵。

野鸭子喜在芦苇周边转悠觅食，或单或
双，忽地钻进水中，咕嘟嘟；忽地浮到水面，
悠悠然；忽地游入苇丛，藏猫猫。野鸭子的自
由自在，让湖塘边芦苇成了动感地带。

芦苇是一种普通的水性植物，伴水而生，随
风而长。在湖塘堰坝的湿地滩涂，只要找到了适
宜生长的水土，便能蓬蓬勃勃，葳蕤生长。

春天，它们露出如竹笋般纤细的身影，静
静地映现在水边；夏天，它们不与百花争宠，
舒展着婆娑绿叶；只有到了深秋初冬，大自然
褪去浓妆、花草树木凋零枯萎时节，芦苇由绿
变黄，才在芦竿上抽出细碎的花穗，而一旦绽
放，便轰轰烈烈，一枝枝、一片片雪白的芦
花，在暖阳下舞动着白色的花絮，如笔如炬，
如旗如帜。一阵风吹，银白翻卷，放眼望去，
犹如层层细浪波涛，潮水般涌向远方。用一种

独有的格调，用一种独特的苍茫，描绘着天地
间别样的壮美，点缀着秋色，续写着大自然走
向寒冬的乐章。

芦花，没有芬芳四溢的香味，也没有姹紫
嫣红的容颜，只有蓬松的花束，细碎的花蕊，
素面朝天，平凡而简洁的样子。然而，芦花却
具有自己特有的蕴含与魅力，如拂尘，似鹤
羽，用一种野性，傲视瑟瑟寒风，摇曳在湖塘
云水之间；用一种坦然，接受冷雨霜寒检验，
坚守在湿地角落；用一种恣意，活跃在萧条季
节，彰显苍凉诗意。

“蒹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诗经》中这表达大美大爱的诗句，
把芦花的洁白与恋人纯洁的情感连在一起，化
作一份隔水相望、绵绵不绝的思念，千百年来
在天地人世间回响。

那水岸一方，那芦花深处，让多少人惦记
怀念，投去惊鸿一瞥；让多少人吟唱遐想，留
下顾盼惆怅。

我常来这里行摄拍照，流连徜徉。特别是
深秋初冬季节，在夕阳映照沐浴下，走进芦
苇，走近芦花，它像一张靓丽的名片，展示着
湿地别样色彩，也静静地书写着未来公园的礼
赞，让人震撼感动着，让人兴奋温暖着。

湿地芦苇分外美
卫先庆

我的家乡地处江淮地区，一年一
度的插秧时节是在五月末、六月初。每
逢此时，家家户户准备一些好吃的，习
惯于“吃块肥肉好下田”，吃好喝好后
就着手“开秧门”。

插秧看上去简单，其实做好也不
容易。手脚要配合好，左手分秧，右手
插秧，眼睛瞄准行距株距，腿脚把握沟
陇曲直。要插得横平竖直，整齐得像流
畅的诗行，这样秧苗既便于透风，又可
以均匀吸收土壤营养，增加收成。

我的一位远房大爷是插秧能手，看他插秧真
是一种享受。只见他左手捏紧秧把，拇指和食指
一挑，一棵秧苗便从秧把中剥离出来，右手三指
拿捏秧苗，像小鸡啄米似的，迅速下插，一棵棵秧
苗便直立于田中，横成排、竖成行，直得像木匠弹
出的墨线。有时候他还露一手绝活：右手拿着香
烟，单凭一只左手捏着秧把，拇指和食指一挑，一
棵秧苗便从秧把中剥离出来，直接下插田中。

我没有大爷那样的技术，但我插秧的“历史”
比较长，大概从十岁时就开始跟大人们下田地插
秧。记得刚学插秧时，株距行距大小不一，秧苗根
数不一，弯弯曲曲像蚯蚓爬，看着自己的“劳动成
果”，我懊恼地摔下手中的半把秧，说：“不干

了”。父亲转过头对我说：“栽歪了不要怕，弯弯地
不打弯弯粮，慢慢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我又捡
起秧苗插了起来。每年都插秧，我的插秧技术也
有了很大进步。

插秧中有禅意，看过五代后梁时期布袋和尚
的一首《插秧诗》：“手把青秧插野田，低头便见水
中天；六根清净方为稻，退步原来是向前。”这首
诗不仅形象地写出了插秧的情形，还用插秧来喻
含人生进与退、取与舍的处世哲学。

插秧时节常常多雨，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首
《插秧歌》，描画的就是雨下插秧的情景：“田夫抛
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
从头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
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作者运

用口语化的语言，将雨中抢插稻秧
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让人有身
临其境之感。

其实插秧是个累人的活儿，我
深有体会，几天下来，就感觉那腰好
像不是自己的了。尤其是炎热的午
后，下田插秧，双脚下田遭遇太阳晒
热的田水，觉得热浪袭来。所以，每
到插秧时节，母亲总要想方设法地
改善一下生活，我们爱吃的腌鸭蛋

是少不了的，餐桌上也多了父亲爱喝的酒，母亲
偶尔还会杀一只鸡、买一两斤肉回来犒劳我们。

插秧也是一件辛苦并快乐的事情。当一天劳
累下来，我们坐在田埂上，看着原先白浪浪的水
田，眼前已是绿意连天，醉人眼帘，仿佛看到了秧
苗正争先恐后地分蘖、吐穗、扬花、灌浆……

如今，随着家乡青壮劳力大批外出务工经
商，田地大面积流转给种田大户种植，用上机械
化插秧机，田间很少能见到人工插秧的身影。我
自从外出参加工作，再也没有做过插秧农活，但
是插秧的情景犹如一件老古董，一直铭刻在我的
脑海里。我时常改用《悯农诗》给逐渐长大的女儿
吟道：插秧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教育女儿要珍惜粮食、体恤农民。

插 秧
卢贤傲

皖皖西西山山水水

可以同时观赏到八个品种！在距离
霍山县城仅十几公里的下符桥镇，正是
花果飘香之时，也是旅游观光的好地
方。

春夏和煦，携君七彩月季园中来出
游。春 天是万物复 苏的季节、花红
柳绿的世界，在下符桥镇的
连心湖旁 ，月季花或含
苞 待 放 、花 瓣 锦 簇 ，
或含笑怒放，花瓣
舒 展 ，在 郁 郁 葱
葱 的 绿 叶 间 露
出 娇 羞 的 容
颜 ，微风送 来
沁 人 心 脾 的
花 香 ，让 人
忍 不 住 闻 香
驻足回望。

月 季 是
我 国 的 十 大
名 花 之 一 ，其
花色娇艳、风姿
绰约，不畏严寒，
四季常 开 。它 生性
简 朴 ，插 枝 可 活 ，有
着 顽 强 的 生 命 力 。外 形
与玫瑰十分相似 ，但香味却
有所差异，玫瑰深嗅方可感受到淡淡
的幽香，而月季被风轻拂便香气 扑 鼻
而来。

不 少游客慕名
来园，他 们 三五成
群地在月季花前 摆
出 P O S S 拍 照留念 ，

生 怕 漏 掉 了 一 种 色
彩。花园中间有一条由
砖石铺成的观赏道路，与

长 满红色月季花的爱心款
门框组成长廊，情侣们一起同

框 ，用彼 此的手臂 摆 出 大 大的“ 爱
心”，表达出爱情特别的浪漫；穿着白纱裙八

九岁模样的小姑娘弯下腰，双手轻捧起玫红色
的花朵，闭上眼睛嗅着香香甜甜的味道，看她的

嘴角微微上扬，一定是想起了白雪公主的
模样；喜欢拍视频的阿姨们在花丛中翩翩
起舞，记录最美好的模样。“月月季季喜怒
放，花如朝霞艳漫天”。月季成片地盛开着，
金黄色的花蕊顶端粘着蜜粉，阵阵醉人的
芳香“招蜂引蝶”，游客们流连忘返。

无论有多少生活的烦恼，当你踏进五颜
六色的月季花园中，让满园的芬芳冲淡郁
结的忧愁，享受着此时的甜美与幸福。“一
番花信一番新，半属东风半属尘。惟有此花
开不厌，一年长占四季春。”来吧，让我们一
起相约在下符桥月季园，一起享受着视觉
和嗅觉的盛宴。

玫玫瑰瑰的的模模样样 月月季季的的天天堂堂
苏苏 慧慧

金寨讯(方观男)今年以来，金寨县
全军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积极落实残疾人就业帮助扶持政
策，从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
手，通过技术培训、自主就业和安排公
益岗位等多种形式，搭建就业创业服
务平台；定期开展残疾人就业政策宣
传培训，用心用情助力残疾人就业，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发挥技术特长就业。沙河店街道
陈绍宏因先天性小儿麻痹症行走不
便，家里生活困难，但他身残志坚，脑
瓜灵活，高中毕业后自学家电维修技
术，帮助左邻右舍解决不少问题。陈绍
宏想开个家电维修店既可以方便群
众，又能维持生活。全军乡党委、政府

了解他的想法后，非常支持，安排有关
部门主动对接，落实证照办理，还通过
扶贫政策贷款帮他贷到启动资金10万
元，并特别安排他的店列为政府部门
电器维修点。陈绍宏十分珍惜社会支
持，他服务态度好，收费合理，生意日
渐兴隆，也热心公益。2020年8月，他
向当地敬老院捐献47台风扇，成为美
谈。

实用技术培训创业。全军乡积极
组织开展残障人农村实用技术和职业
技能培训，确保残障人士掌握一到两
项农村实用技术或职业技能，帮助他
们实现就业创业和增加收入，巩固残
障人士脱贫成果，促进社会和谐。黄开
江曾是贫困户，家里老人年迈，孩子上
学，他本人十多年前在外打工时，失去

右臂。乡政府根据他家自然条件，提供
资金支持，派养鸡大户做技术指导，扶
持他利用屋后竹园养鸡。他通过养鸡、
养猪年收入4万多元，家里生活明显改
善。

公益岗位保障民生。就业是最大
的民生，残疾人能够自食其力，才能获
得自尊。十多年前，全军乡熊家河村熊
延校因为交通事故，造成脊椎神经损
伤，下半身丧失行动能力，家里生活陷
入困顿。乡政府把他家属安排为公益
岗位，又支持他开了日用百货商店。孩
子在外打工收入也很好，一家人生活
得到保障。

在乡党委、政府关爱下，当地残疾
人立志、明志，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助力就业 撑起残疾人“艳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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