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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子）6月24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发布2025年首次“中国好人榜”，我市霍邱县扈胡镇
中心小学教师董艳凭借“守望乡土践诺言 呵护诗意童心
育希望”的事迹，入选“诚实守信”类别。

董艳1981年8月出生于霍邱县扈胡镇农家，2006年师范
毕业后返乡任教。2007年，她立志以阅读丰盈乡村儿童童
年，开启“儿童诗创作”教学探索。2015年起，多家沿海
及大城市学校以优渥条件邀其加盟，她却因学生们的不舍
与那句“一辈子甘做乡村教师”的承诺而坚守乡土。教学

中，她发现诗歌是打开孩子心扉的钥匙，于是开设“品味
乡土生活”课程，带领学生走进田野进行创作。就连智力有缺
陷的学生小楠（化名），也在她的耐心指导下写出了人生第一
首诗。2016年，她成立新教育萤火虫六安分站，带动30多个县
市80多个乡镇的8000余名师生参与阅读推广。

据了解，董艳为孩子们创作的600余首诗收录于诗集
《为你写诗》中，学生们则集体创作3000多首儿童诗，集
结成诗集《那诗意在乡土的歌》。从坚守诺言到深耕乡土
教育，董艳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乡村教师的育人初心。

霍邱教师董艳上榜“中国好人榜”

清晨七点多，天空飘着毛毛细雨，丝丝
缕缕的雨线轻柔地划过城市的天际线。在
六安城区中央公园内的六安国家基本气象
站观测场里，一个年轻的身影开始了一天
的忙碌。

地温场、雨量桶、日照仪、辐射监测仪、
风塔……她脚步轻快而稳健，穿梭在各种气
象设备之间，动作精准而娴熟。这个身影，
就是市气象局的“95后”气象人王春燕。从
初出茅庐的气象“小白”，到勇夺第八届六
安市气象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的业务
尖兵，她用八年的时光，在风云变幻的气象
领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绚丽青春答卷。

跨界逐梦，扎根气象热土
2018年，电子信息类专业毕业的王春

燕成为一名气象观测员。当她第一次走进观
测场，面对密密麻麻的气象数据和精密复杂
的观测仪器时，内心满是忐忑不安。“第一
次看到自动气象站的运行系统，屏幕上跳动
的数据和复杂的界面，让我完全摸不着头
脑，尤其是那些气象专业术语，感觉自己像

是‘门外汉’。”回忆起初入职场的场景，王
春燕笑着摇了摇头。

气象观测工作，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知
识，更依赖丰富的实践经验，而这些，对于
初来乍到的王春燕来说，都是亟待填补的空
白。为了尽快适应岗位，王春燕开启了“疯
狂学习”模式：白天，她就像一块不知疲倦
的海绵，紧紧跟随着前辈们的脚步，穿梭在
观测场和值班室之间。前辈们操作仪器时的
每一个细微动作、讲解要点时的每一句话，
她都认真记录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晚
上，当城市渐渐归于宁静，王春燕的学习才
刚刚开始。一夜又一夜，她抱着厚厚的气象
业务手册，反复钻研《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大气科学概论》《天气学原理》等专业书
籍。遇到不懂的问题，她从不轻易放过，哪
怕已经是深夜，只要同事还“在线”，王春燕
都会追着请教，直到把每个原理、每个步骤
都彻底吃透。“那时候，连做梦都在想着天
气现象的电码。”她常常调侃道，言语间满
是对那段奋斗时光的怀念。

严谨细致，筑牢数据根基
地面观测工作看似单调重复，实则容不

得半点马虎。王春燕深知，自己采集的每一个
数据，都可能影响着气象预报的准确性，更与
百姓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气温、湿度、风向、
风速、雨量、日照辐射……这些基本的气象要
素，每一项数据的采集都需要分毫不差。

作为国家基本气象站，这里采集的数据
不仅要服务于六安本地，还将用于全球数据
交换，是六安市区唯一承担此项重任的气象
站。“我们对气象观测数据小数点后面的0 . 1
都要准确地去判断，每项数据都要作为历史
数据保存下来，这对业务的把控能力要求非
常高。”六安国家基本气象站副站长朱长乐
说。王春燕将“严谨”二字深深地刻进了骨子
里，每一次数据采集、每一次仪器巡检，都会
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确保万无一失。

地面气象观测自动化改革正式投入业
务运行后，装备保障工作的重要性愈发凸
显。王春燕和同事们不仅肩负着城区100多
个区域自动气象站的日常运行检查任务，还

承担着设备维护与故障排除的重任。这些散
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自动气象站，就像一个
个静默的哨兵，而王春燕和同事们就是它们
的守护者，定期前往检查、维护，确保它们
时刻“健康上岗”。

在气象观测工作中，挑战也总是不期而
至。“最怕仪器突然出故障，尤其是遇到一
些复杂天气，急需数据的时候，我们必须马
上把它修复好，保证数据能及时传输。”王
春燕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市区无人值守的
自动气象站越来越多，这对保障能力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在复杂天气来临之前，王春燕
和同事们需要对所有自动气象站进行巡检，
仔细检查每一个设备的运行状态，不放过任
何一个潜在的隐患；而在复杂天气过去后，
他们又要马不停蹄地再次巡查，查看每个自
动气象站是否在恶劣天气中出现问题。

（下转三版）

观天公“喜怒” 测风云变幻
——— 市气象局“95后”观测员王春燕的故事

本报记者 桑宏 杨子

6月25日，在金安区望城街
道建发玖熙府小区地下车库，
一台智能清扫机器人正按照预
定路线进行地面清扫作业。
据该小区怡家园物业管理

人员介绍，该机器人头部安装全
景摄像头，机身搭载传感器，可
自动避障、紧急停车，能自主识
别垃圾、规划路径、耗材自洁、自
动充电及加排水，具有扫洗一
体、断点续扫、尘推、巡检、定时
任务启动等功能，实现全场景无
人化作业，也能在复杂环境中与
工人协同作业。该机器人设有自
动驾驶及手动驾驶两种模式，满
电状态下可持续工作10至12小
时。据悉，智能清扫机器人的“上
岗”，不仅降低了保洁人员的劳
动强度，更推动了物业服务向精
细化、智能化转型。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5月28日，网民陈某为博取流
量，在社交平台散布“人贩子来到
寿县霍邱”的虚假信息，声称“罗
岗一名十几岁男孩被拐，警方追
捕数小时才解救”。无独有偶，6月
10日，网民艾某某在未经核实的
情况下，发布“金寨某饭店使用地
沟油”的不实内容，引发公众恐
慌。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在

信息时代，谣言的传播速度远超
想象。部分造谣者为博眼球、赚流
量，不惜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甚
至刻意制造耸动人心的内容，利
用公众的焦虑心理和信息差，使
虚假信息迅速发酵，不仅扰乱社
会秩序，更消耗大量公共资源进
行澄清。
网络谣言的滋生，折射出社

会治理的新课题。要让谣言真正
止步，需从“智”与“治”双管齐
下：首先，对于公众来说，面对网
络信息，尤其是煽动性内容，不妨
多问一句“来源是否权威”“证据
是否充分”，培养理性判断能力，
避免成为谣言的“二传手”。其次，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需要强化法
治监管。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
网络信息治理法规，明确造谣、传
谣的法律责任，让违法者付出代
价，形成有效震慑。再者，升级技
术反制手段。借助大数据分析、人
工智能识别等技术，构建谣言监

测、溯源、阻断的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精准识别、快速
处置”。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表达自由不等于肆意妄

为。每一次转发，都是对信息真实性的认可；每一次点
赞，都是对内容价值的评判。身处“人人
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我们既要珍视发
声的权利，更应恪守责任的
边界。唯有全社会共同参与
治理，才能让谣言无处容
身，还网络一片清朗空间。

本报讯(黄娟 记者 黄雪彦)近年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坚持“精准帮扶、暖心服务”理念，通过健全信息采集机制、
创新资金筹措方式、优化帮扶服务模式，着力构建覆盖全面、
响应及时、成效显著的困难退役军人关爱体系。截至目前，累
计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1 . 2万余人次，投入帮扶资金
超2000万元。

该局建立“线上数据共享+线下网格摸排”双轨机制，每年与
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交叉比对，对重点人群实行“一户一档”动
态管理。依托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通过常态化走访和网格化
排查，精准掌握因病、因残、因灾致困退役军人情况，将其全部纳
入全国退役军人困难帮扶管理系统，形成涵盖家庭状况、致困原
因、帮扶需求等要素的精细化信息台账，实现帮扶对象识别准确
率100%，为后续“靶向施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我市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化资金保障体
系，市、县两级财政每年专项设立600万元至1200万元的“老
兵纾困资金”，重点解决老兵就医、住房、教育等急难愁盼问
题。设立5000万元的“迎驾长城基石工程”资金，联合社会
力量开展“爱心送进光荣门”“心连心·帮老兵”等公益活
动，定向扶持创业老兵与困难群体，形成财政托底、社会补充
的帮扶格局，确保帮扶工作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同时，该局推行“横向协作+纵向联动”全域帮扶体系，
联动民政、财政、医保、人社等多部门，统筹落实优待抚恤、
低保救助等普惠政策。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建立省、市、县“三
级帮扶”机制，推出“子女助学专项行动”“老兵听力关爱计
划”“皖惠保专属保险”等“一对一”定制服务，实现“事有
人管、难有人帮、愁有人解”的帮扶闭环。

我市累计帮扶
困难退役军人1.2万余人次

强降雨导致部分村道损毁，影响群
众的交通出行和生产生活。为此，舒城
县庐镇乡庐镇村村民通过“民呼快应”
渠道进行反映，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修
复水毁道路。为了解村民反映的问题
有没有得到解决，近日，市效能建设督
查人员前往庐镇村进行实地查看。

“山上下来的水大，急得很，那天
晚上路面水深及腰，把路冲毁了。”村
民盛前兵回忆道，大水冲毁了村民上
集与学生上学的必经之路，给村民生
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针对村民的诉求，庐镇乡党委副书
记、乡长陈刚说：“现场核实后，我们立
即启动应急程序，对道路进行抢修，投
资30万元，计划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
修复。”

庐镇乡举一反三，全面排查辖区内
道路安全隐患，并对排查出的水毁道

路进行恢复重建。陈刚表示，全乡累计
投资1000多万元，共修复水毁道路路
基约14 . 35公里，路面2 . 47公里。

眼下，我市已进入汛期，做好水旱
灾害防御工作至关重要。庐镇乡将持
续加强汛期道路巡查和隐患排查，建
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提升防汛应急处
置能力，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前段时间，裕安区青山乡望江村村
民魏大平通过12345热线反映，他家的
住房旁边是四岔路口，来往车辆有盲
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主管部门核实
并协调安装凸面镜，保障村民出行安全。

裕安区公路管理中心副主任徐
炳森表示：“我们接到诉求后，便前往
望江村和村干部一起到现场查看，该
路段处在急弯上，住户离这条道路很
近，存在一个盲区。”

为保障村民出行安全，当天下午，

裕安区公路管理中心组织人员在路口
处安装了一面凸面镜，行人或驾驶员
可以看到弯路来车，及时做出准确判
断，从而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

“现在装个镜子，两边都看得清清
楚楚，骑电瓶车也放心了！”魏大平看
着新装的凸面镜欣慰地说。裕安区公
路管理中心以此为契机，将对全区农
村道路展开全面隐患排查，重点整治
弯急坡陡、视线不良路段，让每一条乡
村路都成为群众安心通行的幸福路。

效效能能观观察察
六六安安市市直直工工委委主主办办
投投诉诉电电话话 33337700555555
助助企企热热线线 22331111111100

修复水毁路 快速除隐患
本报记者 毛婧婧

6月23日晚，金安区红街文化园里灯光璀
璨、热闹非凡，2025年六安市“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暨金安区红街文化园首届非遗市集展
示展演活动在这里启动。传统庐剧展演、竹编
泥塑体验、非遗美食品鉴……一场沉浸式的
非遗盛宴让市民游客流连忘返。

启动仪式在气势恢宏的戏曲战鼓表演中
震撼开场。紧接着，一幅描绘大别山蜿蜒壮美
风情的沙画作品《山路弯弯九十里》在光影变
幻中徐徐呈现。随后精彩纷呈的非遗节目轮
番登场：庐剧联唱《讨学钱》《借罗衣》《点大
麦》韵味十足，锣鼓书《相亲》诙谐生动，黄梅

戏《谁料皇榜中状元》唱腔优美，歌伴舞《六安
新时代》激昂向上。这场汇聚多元非遗艺术的
视听盛宴，充分展现了六安文化的深厚底蕴
与活力，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也为为期三
天的活动奏响了精彩序曲。

与此同时，红街文化园内其他非遗体验
区域也同步开放，吸引大量市民游客沉浸其
中。在大襟非遗传承基地，观众驻足观赏《盘
扣》《手绣》等技艺展示，积极参与“手工刺绣
DIY”互动；在非遗小剧场与非遗庐剧小舞
台，黄梅戏、庐剧经典选段及《高山流水》古
筝演奏吸引戏迷乐迷；在皖西博物馆馆藏文

物精品图片展前，观众
细细品味历史；在非遗
体验馆，皋城烙画、吹糖
人等技艺表演与互动教
学区域，一些市民争相
参与体验；在非遗市集，
23个展位前人头攒动，
竹编、剪纸文创及六安
瓜片、徐集花生糖等特产广受欢迎。

“举办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我小时候经
常听庐剧，可是孩子从来没有接触过庐剧，
今天刚好路过这里，于是带着小孩听听。现

场有竹编、泥塑等非遗手工体验活动，家长
还可以带孩子近距离地了解这些非遗技
艺。”市民潘小妹在活活动动现现场场逛了一圈，亲身
参与后告诉记者。 （下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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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非遗 “火”了文旅
本报记者 张玉

本报讯（记者 宋金婷）6月19日至23日，全市平均降雨量
158 . 6毫米，造成汲河固镇站超警戒水位、174座水库超汛限水
位，水库总蓄水量增加8 . 23亿立方米，市水利局坚持四举措全
力防范应对。

安排部署“零延迟”。坚持未雨绸缪下好“先手棋”，确保工作部
署“零延迟”。18日上午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强降雨防范工作，当日16
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当晚20时，紧急印发《关于切
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全力确保防汛安全。
监测预警“早精准”。联合气象、应急、水文等部门建立“滚动

会商+实时预警”机制，实现监测预警“一张网”，风险研判“早精
准”，为防汛决策提供科学支撑。通过水旱灾害防御预警平台第
一时间将超阈值的雨量、水位预警信息发送至责任人，19日以
来，累计发布雨情、水情预警信息523条21414人次。

工程调度“一盘棋”。强化“上下联动+精准调度”，最大限度减
轻防汛压力。积极向省水利厅沟通汇报，提前预泄降低城东湖水
位，减轻上游汲河防汛压力；协调省淠史杭灌区管理总局，提前开
启洪河、胡庄、灌口集等泄水闸，降低史河总干渠、汲东干渠等水
位。密切关注水库水位变化，127座中小型水库水位及时降至汛限
水位以下，剩余47座超汛限水位的水库正在按预定方案泄洪。

值班值守“全天候”。在常规防御值班的基础上，及时增派值
班力量，确保决策调度高效运转。第一时间对降雨较为集中的县
区、乡镇、水库等进行精准叫应113人次，要求密切关注，发现问
题第一时间处置并上报。市级112名抢险技术专家24小时待命，
为险情应急处置提供“技术后盾”。

市水利局全力应对

梅雨季强降雨

本报讯（记者 储勇）今年以来，市人社局以“暖服务”
为底色，早部署、早行动，多举措做实做优就业服务保障，为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驾护航。

拓岗位。结合毕业生专业方向，筛选适配岗位资源，采取
“线上实时推送+线下专场招聘”并行的岗位输送模式，为毕
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双向奔赴”的桥梁。今年以来，开展校
园招聘33场，吸引284家企业参与，提供5370个就业岗位，达
成初步就业意向人数2044人。

优服务。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高峰期，大力推行“不见面
办理”，毕业生可通过邮寄或线上申请办理档案业务，实现档
案业务“全程网办、跨省通办”。率先完成流动人员人事档案
基础数据库与省级系统对接，构建“一点存档、多点服务”模
式，有效打破区域限制，提升档案利用率与服务效能。今年以
来，累计办理档案转入转出等业务2200余件。

强帮扶。以政策“红包”传递关怀，发放2025届困难高
校毕业生（含中等职业学校、技工院校毕业生）求职补贴
3036人、金额455 . 4万元；发放高校毕业生一次性就业补贴94
人、金额28 . 2万元。后期将依托实名制数据库，跟踪未就业毕
业生，落实“一人一策”帮扶，提供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及岗
位定向推荐等贴心服务。

市人社局“暖服务”护航
高校毕业生“就好业”

小小区区智智能能保保洁洁员员
““上上岗岗””

66月月2233日日，，演演员员在在非非遗遗小小剧剧场场表表演演黄黄梅梅戏戏。。 郑郑金金强强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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