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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这是我们的荣誉牌，也是
一种责任、一份担当。”今年的6
月20日，桐城市范岗镇杨安村的
退伍老党员黄长春、丁光明对着
家门口刚刚挂上去的鲜红的标
示牌，自豪地拍照发给朋友圈里
昔日的老战友们分享。他们说，
这不仅是一块牌子，更是一种荣
誉、一种责任、一种约束，将时刻
提醒着自己的行为举止要符合
党员的身份和要求。

为增强党员的荣誉感、责
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桐城市范岗镇积极探索党
员教育管理服务新模式，在全
镇开展“家庭亮身份，党员争
先锋”挂牌活动。6月底，杨安
村在全镇率先完成挂牌，为全
村160位党员家庭统一制定党员
标示牌，并悬挂在党员家庭门
口醒目位置。以此激发广大党
员当好表率，争做示范，促担
当，乐奉献。

在范岗镇新联村见到沈懿
峰的时候，他正在车间里忙打
捆、装车、发货。“扶贫工作队
和村两委干部主动帮我办理小
额扶贫贷款，更换了新设备，
还提供市场信息。现在，生产
工艺、生产效率明显提高，生
意越来越好，日子有奔头了。”

沈懿峰高兴地说。
几年前，沈懿峰的日子可

是另一番光景：妻子在患病多
年后去世，儿子在读大学，自
己又遭遇重大交通事故，他家
2014 年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在扶贫工作队和村“两
委”的帮助下，沈懿峰通过务
工在 2015 年实现脱贫。如今，
包装箱生意又让沈懿峰逐步走
上致富路。

“今年，镇党委在全镇开展
家庭亮身份、党员争先锋挂牌
活动。在此基础上，全镇各基
层党组织加强机制创新，为每
位党员在基层治理和为民服务
中找到活动载体。为此，镇党
委进一步规范党员活动日制
度，推进为民服务常态化；进
一步充实了镇先锋基金，汇聚
全镇党员的力量扶危救困。”桐
城市范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张树介绍。

在新联村村民黄国才家的
屋后，一群群的鸡鸭正欢快地
叫着。今年6月，为巩固贫困户
的脱贫成效，村党总支组织村
里5名致富能人党员与脱贫户中
基础还比较薄弱的 5 户开展结
对，为他们购买禽苗、饲料、
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并上
门手把手教授技术。党员李斌

商为黄国才购买了20多只青年
鸡。“养鸡雏风险大。青年鸡只
要3个月就可以出栏，见效快，
成活率高，一只可以净赚70块
钱。”黄国才高兴地说。

党员许云国负责吴屋等组
责任片后，主动与片上的党员
和小组长组成党员服务队，对
200多户村民逐户宣传、监督卫
生保洁意识。73岁的村民谢老
儿女都在外地，行动不便。党
员服务队主动上门，为老人清
理杂乱的柴草和生活垃圾。现
在，老人的房子定期有人上门
清理，老人的卫生意识也明显
提高。

“党员亮身份挑担子，基层
组织的作用得到全面发挥：为
解决集体修路资金不足的问
题，合安村党员带头，一个星
期全村就捐助12万元。兴联村
每位农村党员不但与贫困户结
对，还每人帮助十多人在扶贫
车间安排了工作。全镇200名贫
困人口在扶贫车间务工，实现
了稳定脱贫。”张树说。

如今在范岗镇，一块块党
旗形状的“党员家庭”标示牌
悬挂在党员家庭门口，“牢记党
的宗旨争做先锋表率”等字样
鲜艳而夺目，成为这里一道最
靓丽“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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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聚力招商引资推进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产业招商，设立10亿元招商
引资母基金，突出传统主导产业链招商，
抓好智能制造、节能环保产业招商。央企
合作，与中建材等18家央企签约项目20
个，总投资221亿元，成为省央企合作示范
基地。乡情招商，评选“爱家乡 兴桐城”
突出贡献奖，表彰杰出乡友15名。举办广
州、北京、南京、上海投资环境说明会暨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杰出乡友恳谈会，集中签
约项目58个，总投资102.4亿元。以商招
商，每季度开展一次“企业家沙龙”活动，鼓
励本地企业与外来资本对接，鸿润集团引
进中青旅注资7.3亿，黄梅酒业与北京红星
二锅头酒厂达成合作协议。 桐 办

桐城
推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岳西县打造“三大谷地”推动美丽资源
“蝶变”。大别山“康谷”，坚持“生态+”“旅
游+”“文化+”“有机+”，构建以“养、医、健、食、
智”为核心的大健康产业链，建设全国大健康
养生目的地。上半年，大健康产业实现产值
45.02亿元，同比增长9.51%。大别山“云谷”，
建设大数据技术服务体系、产业生态体系，打
造大别山区生态大数据中心、省大数据+政务
服务先行区和全国大数据特色应用示范区。
上半年，大数据产业实现产值5亿元。大别
山“有机谷”，以茶叶、猕猴桃、黑猪、蔬菜产业
为重点，以环境质量提升为核心，实施有机农
业产业提升行动。该县入选国家有机食品生
产基地建设示范县，有机食品规模企业11家，
有机认证基地20个。 岳 办

岳西
让美丽资源“蝶变”

党员“亮身份，做表率”
本报记者 陆 飞

为增强党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党组织战
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桐城市范岗镇积极探索党员教育管
理服务新模式，在全镇开展“家庭亮身份，党员争先锋”挂牌活
动，以此激发广大党员争做示范，促担当，乐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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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天气依然燥热。笔者走进邮照达人徐敬宾位于潜山市蓝鼎小区的书房，心情立马娴静下来。满

屋的邮品，散发着特有的香味。徐敬宾正在书桌前整理自己的邮照，忙着筹办“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集

邮展”。徐敬宾自豪地告诉记者：“我的集邮史，恰好与共和国同龄呢。可以说这里的每张邮票，背后都有

一个故事。我的集邮经历与国家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集邮七十年 方寸见变迁
本报通讯员 王 阵

徐敬宾出生在皖河下游的怀宁
江镇。“小时候，那里是一个水路
码头。镇上的邮政代办所就设在我
的家里，每天有邮差来来往往。花
花绿绿的邮票成了我童年难忘的记
忆。”新中国成立之初，少年的徐
敬宾只是觉得邮票好看，央求那些

来取信的人将邮票撕下给他，一见
到别人扔掉的信封，他就连忙捡起
来，撕下邮票，放在一个大本子
里。回忆往事，徐敬宾娓娓道来。
1955年，集邮杂志创刊，正在就读
农校的徐敬宾，此时集邮兴趣正
浓。“当时，家境不好，为了免学

费，我从安庆初中转到了怀宁农
校。我想订购全年的《集邮》，犹
豫了好多天。靠省吃俭用，才凑够
几元钱的订金。”这期间，他有意
识地收藏了国旗、国徽、天安门等
邮票。特别是1959年发行的“开国
大典”邮票，四张一套，他如获至

宝。“这张邮票记录了新中国成立
的伟大历史时刻，在我国邮票史上
有着特殊的地位。遗憾的是，文革
期间，集邮被看成资产阶级生活方
式，不少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邮票被
上交审查，丢失了。”说起这段经
历来，徐敬宾惋惜地叹了口气。

艰涩记忆

“八十年代，集邮事业很快得
到复苏。不过，我每月工资不到一
百元，买一套 8 分的邮票要精打
细算。”徐敬宾谈起当时的集邮事
儿来，眉飞色舞。他说，到了九
十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集邮不再是封闭式的简单收
藏了，而成为群众性的文化活

动。1991 年，他在县城举办了首
次个人集邮和摄影作品展。1992
年，他因公出差去贵州黄果树瀑
布风景区，即兴拍了几张瀑布图
片，回来后惊喜地发现，有一张
与 1981 年发行的普 21 第 4 枚邮票
构图、色调不谋而合。这一来，
让他对邮票和摄影的有机组合产

生了冲动。他一有机会就根据邮
票上的图案，到邮票原地拍摄同
图照片，然后将票照组合成一
体，加盖票地邮戳，便形成了独
具一格地“极限邮照”。这种集邮
的方式，让方寸之地得到拓展和
延伸，被同行公认为是集邮界的
创客，也徐老自身收获了无穷的

乐趣。1996 年退休后，徐敬宾更
是一发不可收，足迹踏遍大江南
北、长城内外的 30 个省份，他制
作的极限邮照有 2000 余枚。集
邮、旅游、摄影，撰写邮文、参
加邮展，交流邮品……徐老的老
年生活犹如他的集邮册逐渐丰富
而多彩起来。

创客邮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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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徐敬宾收藏的邮品有
2万余枚，组编的邮照按“爱我中
华”“江山多娇”等分类共7大类
29部 38框。一枚枚看似不起眼的
邮票，从图案到纸张，都承载着
历史的痕迹，见证着新中国的变
化与发展。翻开一本本集邮册，
犹如进入微缩的“历史档案馆”。
如今，年逾八十的他，虽患有眼
疾，不能打字，但精神矍铄，把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集邮文化传
播上。他围绕邮品，结合自己的

集邮活动，让人代笔撰写邮文。
“社会进入互联网时代，书信被微
信代替，邮票逐渐淡出人们的日
常，但它所承载 的 文 化 不 会 消
亡。”如何让中小学生们了解邮
票知识？如何通过小小的邮票
开启一扇了解国家、了解世界
的窗口？徐敬宾常常思考，作为
市关工委成员，他主动与教育局
和学校联系，在校园开展邮展活
动，为学生们送上这一特殊的精
神食粮。

2013-2015年，中国邮政连续三
年发行了“中国梦”系列邮票，徐
老订购了全套邮品，并根据《中国
梦》邮票内容，制作出系列极限邮
照。“你看，‘人民幸福’一组有特
种邮票4张，分别是安居乐业、社
会保障、社会和谐、美好生活主
题，我就围绕这些主题，找出这些
自己平时拍摄的图片，这些图片，
是身边人身边事，配合邮票展出，
更有感染力。”徐敬宾指着正在组
稿的一框邮照向笔者介绍。

徐敬宾老人说，自己既是新中
国发展的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改革开放以后，自己的住房、医
疗、养老都有了保障，每月的退
休工资有 5000 元以上，加上儿女
的支持，参与集邮活动，没有任
何经济压力了。“每个人都应当是
奋斗着。我也不能倚老卖老、坐
享清福呀。”他要继续用个性化的
作品，去见证、讴歌我们伟大的
新时代。说话间，徐老的脸上满
是幸福的笑意。

文化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