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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气东来春风吹，绿水青山人陶醉。
镇强民富唱洪集，乡村振兴战鼓擂……”伴
随着铿锵有力的鼓声，带着浓郁乡音的唱
腔声声入耳。叶集区洪集镇双墩村韩圩组
年逾七旬的民间大鼓书艺人杨积川，近日
在该镇举办的“奋进新征程 喜迎二十大”
文艺巡演中，一段自编自演的民间传统曲
艺《鼓声阵阵话振兴》，赢得观众经久不息
的掌声。

大鼓书是流行于皖西地区的一种民间
曲艺演唱形式，至今已流传近400年。它以
演唱为主，表演形式是在边说边唱中时而
摹拟动作，声情并茂。

75岁的杨积川是民间大鼓书老艺人，在
杨老的家中，至今仍挂着表演大鼓书的一套
家什。他告诉记者，大鼓书演唱道具简单，一
个大鼓、一个夹板、一把椅子，一张嘴，随时随
地都是舞台。正因为演唱起来非常方便，再加

上演唱者带有浓浓的乡音，听起来腔韵倍感
亲切，备受家乡父老乡亲喜爱。

杨积川回忆，儿时每天晚上都和同伴
去洪集老街听大鼓书，常常如痴如醉。后拜
访姚李大顾店城东岗民间老艺人郝光发为
师。几年后，杨积川便学得大鼓书的精髓，
田间干活，骑在牛背上，他用巴掌拍打牛屁
股作为节拍，一边放牛，一边说唱。18岁那
年，杨积川离开家乡参军。在闲暇时间，他

用方言为连队战友说上一段大鼓书，凭着
这些才艺，他被选为文艺骨干，也把家乡的
民间艺术传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
近年来，洪集镇每年都开展如《村晚》《乡

村名嘴说》等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文化活
动，杨积川的民间大鼓书“艺”鸣惊人，每次都
受到观众一致好评。“大鼓一敲咚咚咚，洪集
是个美丽镇，产业发展乡村兴，大美洪集展新
荣。”在洪集镇举办的《迎夏纳凉文艺晚会》
上，杨积川身着唐装，手持鼓槌，敲起牛皮大
鼓，鼓声威震全场。他自编自演、自说自唱，带
着浓浓的乡情与乡音，说唱家乡产业兴旺，讴
歌乡村振兴带给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杨积川告诉记者，他的“节目库”里目前
收纳了《杨家将》、《韩湘子讨封》等10余个传
统大鼓书段子，并自己编创了《乡村振兴换新
貌》《回汉民族一家亲》等歌颂家乡、歌颂民族
团结等唱本，为民间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铿锵“大鼓”传新声
汪军 程度厚 本报记者 谢菊莲

本报讯 (记者 张世巧 通讯
员 宋梦迪)自省暖民心行动工作
部署推进会议召开后，裕安区迅速
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实施方案，细
化任务清单，明确责任落实。截至目
前，该区10项暖民心行动有序推
进，效果显著。

就业促进行动。青年见习岗位、
短期见习岗位、公益性岗位、临时性
专项岗位数完成率100%，开展农民
工职业技能培训4100人次；打造

“三公里”就业圈，扩大岗位供给，
促进就近就业、充分就业、技能就
业；“新徽菜·名徽厨”行动。开展六
安新徽菜师傅就业技能培训，引导
更多劳动者从事徽菜餐饮服务。

老年助餐服务行动。全面推进
城乡老年食堂建设工作，已建成城

市老年食堂8个、农村老年食堂32
个，初步改善城乡老年人群助餐服
务紧缺现状。

健康口腔行动。坚持高位推动
口腔医疗发展，针对3-6岁、6-9岁
儿童分别开展局部涂氟、窝沟封闭
项目，二级综合医院(含中医院)单
独设置口腔科比例完成目标任务。

安心托幼行动。积极推进托幼
一体化建设，已开设托班的幼儿园
有9所，提供托位711个；加快推进
公办幼儿园建设，努力提高普惠园
占比和公办园占比，已新增公办园
学位1620个。

快乐健身行动。完善群众身边
健身设施，已完成42个小区和50个
行政村现有健身设施维修、改造和
提升，努力形成全民健身新格局。

放心家政行动。以家政服务业
“提质扩容”为主线，已培训家政服
务人员2121人次以上，新增服务人
员150人，逐步提升家政服务人员
职业道德和技能水平。

文明菜市行动。全力推进城乡
菜市改造工作，已完成3个改造项
目，确保达到“干净卫生、清洁明
亮、管理有序”的文明菜市要求。

老有所学行动。新增学习老年
人数0 . 2万人，参与学习教育活动
老人3 . 3万人，围绕健身养生、预防
诈骗、文艺宣传等方面普及相关知
识，满足老年人尤其基层留守老人
多样化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品质。

裕 安 民 生

本报讯(张恒纺 记者 张玉)记者7月26日从市残联获悉，近
日，我市在全省率先出台《六安市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将有利于推动全市残疾预防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健康六
安建设。
市残联先后征求各县区政府残工委、30家市直相关单位、市人民

医院、市康复医院、市特校等部分专家及残疾人亲友代表意见，及时
对接省相关部门，对建议进行整理、研判和回应，共采纳7条合理建
议，新增3家职能单位，提高政策科学性和可行性。强化早期干预。扎
实推进婚前、孕前保健，加强产前筛查诊断，全面开展新生儿遗传代
谢性疾病和听力筛查，做好国家0—3岁残疾儿童早期干预试点工
作，大力推进0—6岁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建立筛查、诊断、康复救
助衔接机制，有效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把好残疾预防第一
道关口。

此外，我市因地制宜，在省级26项指标中对13项指标进行提标，
最大提标幅度达20个百分点，侧重婚前医学检查、高血压和2型糖尿
病患者规范管理服务及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等，最大限度减少
残疾发生、发展，增加群众“幸福厚度”。

压实工作责任。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
目标，定期督导推进，切实形成工作合力，并组建市级残疾预防专家
技术指导组，提高技术指导水平，确
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指标任务，推
动我市残疾预防工作再上新台阶。

本报讯 (张正武 记者 徐有
亭)近日，霍邱县首个社区老年助餐
点揭牌运营。这标志着老年助餐行
动在该县落地落实，切实增强老年
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老年助餐行动按照“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定位要
求，通过“个人出一点、政府补一

点、企业让一点、慈善捐一点，志愿
做一点”多方支持方式，汇集社会各
方力量，让老年人能够在“家门口”
吃上“放心餐、营养餐”，让老人暖
胃又暖心。

据了解，今年该县将建成城市
老年食堂、助餐点不少于15个，农
村老年食堂、助餐点不少于59个。

采取“餐饮企业+助餐场所”模式。
凡年满60周岁的老人均可在中午
进店就餐，助餐点提供10元助老套
餐，享受3元就餐补贴。到2025年，
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布局均衡、方
便可及、多元参与”的老年助餐服务
体系，城乡老年人群助餐服务更加
完善。

裕安区有序推进10项暖民心行动

我市在全省率先出台
本地残疾预防行动计划

霍邱县：首个社区老年助餐点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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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农村青少年暑期生活，叶集区洪集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联合镇综合文化站和学校，结合各村实际，因
地制宜开展暑期“快乐学堂”伴学活动，为孩子们提供课
业辅导、安全自护、绘本阅读、棋艺比拼、手工制作等丰
富有趣的课程，成为暑期让家长放心的“全托”课堂。

刘杰 文/图

近期，裕安区江店镇林寨村积极组织社会力量，加大环
境整治力度，各村民组高度配合，掀起“爱我家乡、护我家园”
的热潮。大家不畏高温天气，带头苦干，踏踏实实履责任，兢
兢业业护家园，换来干净、整洁、有序的林寨村。

王积菊 文/图

残疾人之声

我的情思一直牵挂在那条幽深的老
街，想着过去的慢时光里发生的故事。

茅滩厂是毛坦厂的乳名吧。相传元末
明初，朱元璋打下南京，为抗击元人骑兵，
命令苏皖一带州县，养马供结军队。当时

六安南部山区有
一片空旷的平川，
茅草丛生，蒿艾遍
地，是养马的好地
方，于是州官便于
此设厂饲马，称为
茅滩厂。

明统一后，马
放南山，毛坦厂因
领一方风水，商旅
辐射，渐成山南重
镇。如今毛坦厂凭
借毛坦厂中学文
化氛围 ，名 扬四
海，迅速崛起。

据史料记载，毛坦厂老街始建于明朝
初年，全长1300多米，呈东西走向。街道
路面全部用青石条和鹅卵石铺砌，历经六
百多年的风雨而不衰。

漫步老街，沿街两边挂着红灯笼。一

栋栋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古民居，与现代
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老街门面，有糊
红纸伞的，打铁的铁匠店，制毛刷的，扎扫
帚的，手工业繁盛。沿途还可以看到“人民
公社食堂”、“马政鼻祖”、“将军祠”、“皖
西作家书屋”等字样，古色古香，瞬间思绪
就回到历史的深巷。

傍晚，夕阳沉入青山，余晖映照在灰
瓦马头墙上，老街就像一个暮年老者，历
经岁月的风雨，慈祥地躺在那里。

沿着青石条铺就的狭长街道，两边用
鹅卵石装饰着石条的两边，中间青石板
上，被岁月刻下一道道车辙，穿越时光隧
道，仿佛看到，许多商贩们推着独轮车吆
喝着，车轮碾过青石板，留下了时光的痕
迹。
光影斑驳的小巷，静静地伸向远方。

时值傍晚，木板门半掩着，留守老人们三
三两两，沿着石板路，慢悠悠地走着。我的
目光掠过两边的木板门，享受着老街悠闲

的慢时光。石板两边石缝里，有一小簇一
小簇青苔贴着地面，使古老的街道弥漫着
生机。
瞧！那灰色的小瓦，沟壑纵横，马头墙

不时地挡住视线。有少数绿植站在瓦缝
里，顽强地立在屋面上，参差不齐，随风
摇摆，用点点绿意，点缀着一片灰色的世
界。
屋檐下，迎面墙都是暗褐色的木板，

那木质门板，一块块镶嵌在地面石槽中，
历经时代的变迁，饱经风霜。家家门板上，
手写的红色对联，装饰着老街，一派喜气
洋洋。那对联依然映照着一派中国红，让
人心中回荡着中国年的气氛。

只是门板有些地方油漆如指甲般大
小卷起，露出木制本色。那古朴的门板，历
经风雨的侵蚀，早已像老人脸上的斑纹，
在默默地用皴裂的肤色，向路人诉说着古
老的历史。

门前石条上坐着一位老人，穿着白色
短袖褂，蓝色的大裤头，双手支在膝盖上，
托着下巴，在闭目养神，像极了一座雕像。
那或紧或慢的行人脚步声，打破了古巷的
宁静。我想：老人亦如这木板门，亦如这青
石板上纵横的车辙，在历史的长河里，写
满了诉不完、道不尽的故事。

小巷幽深，弯弯曲曲，看不见尽头，就
像一本厚厚的历史书，记录了明清老街过
去慢时光里藏着的故事。

漫漫步步毛毛坦坦厂厂老老街街
王宜茂

舒城县的汤池又名西汤池，是和庐江
县东汤池名称对应。两个集镇都有温泉。

西汤池之所以称为古镇，最有说服力
的是清朝名人戴名世游汤池，写下《温泉
记》一篇美文，再现了当年古镇上人们沐浴
温泉热气腾腾的场景。汤池位于龙眠山北
麓，桐城位于龙眠山南麓，清朝张英宰相坟
就在龙眠山。可以说汤池与桐城是一山之
隔，文都桐城对汤池影响大。这一带乡民做
生意去桐城的多。桐城的文人游玩龙眠山，
慕名来到西汤池，戴名世便是其中之一。

西汤池能成镇，在于依山傍水，商旅要
道，天然温泉聚人聚商。发源于莲花山峰倒
淌河从集镇北面流过，天然的温泉眼就洒
散在集镇上。从西边来，经过汤池，走几里
路，翻过岐岭，便是桐城地界，可达桐城、
孔城、安庆；从东边来，翻过岐岭，便是舒
城地界，经汤池可去中梅河(解放后修龙河
口水库淹没)、毛坦厂、苏家埠、六安州。据
说，是在清朝时期形成了这条东西走向的
商旅要道。位于长江水道的安庆是客商们
重要的目的地。从这里向西大别山区运送
稻米、布匹、日用百货等，大别山区的茶
叶、麻、桐油、板栗中药材、竹木等自西向
东运到这里发往全国各地。往日在这条道
上，途经汤池推车的、挑担子的人络绎不
绝，南来北往的客商源源不断，随之小镇的
人气越来越旺，规模逐渐扩大，民国初期就
成为舒城县南部山区一座较有影响的集
镇，住户数百，人口上万，商户云集，车水
马龙，一派生意兴隆的景象。

古镇周边本地人汪、郭为大姓，秦姓为

大户。民间曾流传着这样的话，“到了汤池
不要问，除了汪郭无二姓”。“郭有九祠，秦
有千户”。
西汤池古镇长约两华里，由于街道曲

折有致，给人感觉也不算短，走到头需几十
分钟。
今人看到的汤池古镇是在遭遇民国初

年韦道应一伙土匪焚烧后建修起来的面
貌，小瓦、青砖或土墙、木柱梁结构的民居
一栋接着一栋，经商的住户家家有柜台，门
户一字开，由多块门板组成，早下晚上，不
少人家装了木板楼。街道丈余宽，不显窄，
路面铺着鹅卵石，有大有小，形态各异，颜
色近黄红，也有少量的青石，在特定的地
段，专门铺上有规则的大石块。

古镇由上街、中街、下街组成，东头称
为上街头，西头称为下街头。上街、中街、
下街不在一条平行线上，轮廓连起来像一
轮明月，老人说古镇是船形地，也许与这有
关。
古镇上有山有水。东头是乌龟山，西头

是蜘蛛山。镇的北面紧临着一条东西走向
的大河(我国的河流绝大多数是由西向东

流淌，所以称其
为倒淌河)。中街
与下街之间有一
条南北走向的小
河，河上铺着石
板桥。
古镇上有庙

有祠有巷。东嶽
庙坐落在中街后
面南侧，关帝庙
坐落在下街的西
头。北闸巷隔着上街与中街。南闸巷在中
街，沿巷向南走出去，便看到乌龟山、东岳
庙、丁家山，再向远处看去可看到奇峰耸立
的仙女尖(又名五龙山)。乌龟山南侧有伟
二祠堂，东嶽庙西侧不远处有伟三祠堂，这
两处祠堂均为汪姓人所建。祠堂估计建于
清末明初，祠堂大门风格独特，大门旁各连
着一扇砖墙，呈八字形，墙脊上是黄色琉璃
瓦飞禽走兽，祠堂内砖墙石壁、大梁台柱、
雕花石鼓给人以震撼之感，留下很深的印
象。伟二祠堂，前面的房屋上世纪八十年代
被拆，后面建筑尚在，住有人家；伟三祠

堂，新中国成立后改为粮站，上世纪九十年
代被拆，甚可惜。
古镇的温泉主要集中在中街和下街相

邻地带，穿街而过的小河旁。可供洗澡的池
子建在小河两边。东边的叫老池子，建于清
朝；西边的叫新池子，建于民国时期。两个
池子可以容纳几十人洗澡。自古以来，平时
洗澡不收费，打扫池子的人年终时到周围
乡村收点报酬钱。靠近老池子一边的住户，
不少人家建有淌出温泉的小池子，用于生
活之需。 （上）

“日轮当午凝不去，万国如在洪炉
中”，又到了炎热的暑假。现在的孩子
们，都躲在空调房里看书、写字、玩游
戏。而我们儿时的暑假，却在打猪菜、
放牛羊、粘知了……

那时候，我们的暑假既煎熬也快
乐。说煎熬，因为暑假总是赤日炎炎，
热得无处藏身。没有电，当然没有降
温设备，连芭蕉扇都是稀罕物。记得
我家里的两把扇子，还是奶奶用笋叶
缝制的，厚、重，还扇不出多大的风。
天太热，扇出的风也是热乎乎的。

暑假漫长，我们的作业却不多。父
母也不允许我们整天呆在屋里写作
业，而是给我们安排许多家务劳动。
我每天早上四点就要起床放牛，等到
六点钟，耕牛下地干活，我才回去吃
早饭。

吃完早饭，我就拿起镰刀去割草。
这些青草，是老牛的午餐。老牛耕了
半天地，不可能再把它牵到
日头下放牧，就把它拴
在树荫下，吃我上午
割的青草。
中午最 热 ，

大人和老牛都
在休息，我们
小孩子就变着
法子玩耍。用
南瓜杆粘上
蜘蛛网去粘
知了、拿着破
扫帚捂蜻蜓、
溜进池塘里洗
凉水澡……一
天当中，衣服汗湿
了，风干了；再湿
了，再风干。也有安静
的时候，就是凑在一起写
作业。因为作业不完成，开学
时就不能报名上学。我们再贪玩，也
怕老师，也想上学。

高温天气，大人们要夏收、夏种和夏管，经常累得汗流浃背、气喘
吁吁。我们也会为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除了放牛，我还经常
给家人做饭、洗衣、浇菜。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一起和姐姐去邻村的
一口深井里抬一桶“井拔凉”回来。清凉的井水，加上糖精，就是“井拔
凉”水。这是大人们放工回来，最享受的消暑神器。

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虽然清贫寒酸，但对父母没有一点儿抱
怨。而是非常体谅父母的辛苦，想办法为他们分忧解乏。晚上，我们常
常拿着笨重的笋叶扇子，为父母送风、驱蚊。哪怕自己大汗淋漓也很
快乐。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能是因为穷人的孩子更懂得生活
的艰辛，更体贴自己的父母吧。

儿时的暑假，留在记忆中的不仅有热腾腾的暑气，更有凉丝丝的
温情。

儿儿
时时
的的
暑暑
假假

李
成
林

漫漫话话古古镇镇西西汤汤池池
春 晖

郑郑金金强强 摄摄

侯侯李李萍萍 摄摄

张琼 摄

30多年如一日照顾一级智障儿子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丈夫，霍邱县
宋店镇胜利塘村的吴西凤不屈服于命运安排，在苦难面前，义无反顾挑
起家庭重担，带领家人脱贫致富，用勇气和勤劳谱写出一首动听的生命
之歌。

1989年，吴西凤与同村同龄青年代瑞林结为夫妻，1990年儿子代
伟昌出生后不幸被诊断为先天性智力障碍和癫痫病。这对于初为人母
的吴西凤而言犹如晴天霹雳。“既然他来到我们这个家，绝不能抛弃
他。”吴西凤选择留下孩子。
连着很多年，吴西凤和爱人过着四处求医为儿子治病的艰难生

活，钱不够就找亲友借。1992年，吴西凤的女儿出生，活泼可爱的模样
给这个家庭重新带来欢乐和喜悦。此后，吴西凤以做家务活和照顾两
个孩子为主，丈夫以农活和打零工挣钱为主，日子似乎恢复了往日的
温馨和平静。

1993年，吴西凤的丈夫因极度疲乏，肌肉酸痛，发音和呼吸困难，
被查出患有严重高钾血症，几乎丧失劳动能力。从此生活的重担全都
落在吴西凤一人身上。1995年，丈夫不幸又得了严重的糖尿病，不仅让
他彻底丧失劳动能力，每天还得靠打针和服药维持生命。接二连三的
重病发生在丈夫身上，还要时刻照顾儿子，对于一个柔弱的农村妇女
来说，生活艰难无法想象。

2018年，吴西凤的丈夫又得了多发性脑梗，生命垂危。为了不再拖
累妻子和家人，他拒绝抢救治疗。吴西凤找人帮忙强行把他送到医院。
每当回忆这段往事，代瑞林就会动情地说：“父母给了我第一次生命，
妻子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得知吴西凤这一路吃的苦，镇村干部及时伸出温暖之手。他们为
代伟昌申请评残、残疾人补贴和护理费，为其全家申请低保补助，使他
们全家有了最低生活保障,后又把她全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多方
面给予帮扶和照顾。

命运的捉弄没有挫伤一个女人想要把生活过得更好的勇气。为了
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她开始喂养鸡鸭，种菜园地。19亩农田种植水稻、
小麦等农作物，除草灌溉、喷洒农药、防虫治病都由她一人咬牙完成。
农闲时间，她还到村里草莓和西瓜等种田大户家里打工，年收入在6万
元左右，2020年顺利脱贫。

搭上乡村振兴这辆幸福班车，如今吴西凤的日子愈发有奔头了。

柔身撑起一个家
赵广才 本报记者 谢菊莲

金寨讯(周凌云)繁华的斑竹园
集镇商厦林立，车流人流井然有序。
红三十二师成立旧址朱氏祠、立夏
节起义纪念园、模拟建造的“红军
路”上红旗招展。美丽乡村邢湾旅游
景点岸绿河清，鸟语蛙鸣。优美的环
境召来全国各地游客观光旅游和接
受革命传统教育。近年来，金寨县斑
竹园镇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把环
境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
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战斗堡垒作

用，环境治理工作成效显著。
为了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该镇

成立以党委书记为总指挥、镇长为
组长的人居环境整治领导组，以及
以党政班子成员为组长、镇干及镇
直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各村重点工
作领导组。重点工作领导组直接下
沉到各村(街道)，进行网格化管理。
通过系列环境整治措施，实现“四治
两完善”，日常保洁长效机制和村庄
整洁奖惩机制不断完善。

志愿服务力推环境整治。镇志愿
服务中心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进步
青年组成突击工作队，定期下村开展农
户庭院环境整治，实现“四净两规范”。

群众自觉参与治理。通过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和奖励机制，激励引
导广大群众结合疫情防控，自觉参
与环境治理。在“美丽庭院”评比
中，街道村胡长安、桥口村王远才等
36名共产党员户光荣登榜，为广大
群众树立了标杆。

斑竹园镇：党员沉下去 环境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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