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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宴请学生，因为学生是他心

爱的“人才”；他多次面对“暴富”不动心，
义无反顾办职教，把亲手创办的省级示
范职校捐赠给国家；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中，他率先垂范，撰写校
史，为桐城职教人阐释初心和使命。

他就是安徽省桐城中华职业学校
理事长、87岁的徐智明。2010年，他荣
获“全国第二届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
校长奖”。2011 年以来，他先后获称

“安徽省十大教育新闻人物”、首届感
动桐城十大人物（道德模范）、安庆市
道德模范、安徽省第三届道德模范提
名奖、中国好人榜“诚实守信好人”、

“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桐城市
“首届最美老干部”。

老骥奋蹄，
为学生撑起一片蓝天

26年前，从桐城教育局领导岗位
退休的徐智明与同年退休的老搭档齐
瑞林、尹昌庚一道，决心要办一所职业
学校，为那些初中毕业后“升学无门”
的孩子们开辟成才的通道，让这些孩
子成为建设家乡、奉献社会的生力军。

办学之初，徐智明和同事们一切
从零开始，租教室、找桌椅、办短训；到
1998年，学校正式招收全日制中职生
62人，办学走上正轨。1999年，徐智明
用积累的55万元，又举债37万元，购
置了原太平小学，同时建成3幢教学和
住宿用房。2003年，办学规模扩大，他
一面租房办学，同时向桐城市政府提
出申请，选址新建一所新的学校——
桐城中华职业学校。

建校之初，徐智明发动全校教职
工自筹资金330多万元投入基建，他的
执着感动了桐城企业家张良寿，他带
资助力桐城中华职业学校新校区建
设，2004年初，5个施工队同时进驻新
校区，5幢校舍比原定时间提前40天
竣工，保证了新学年正常使用。新建
的桐城中华职业学校占地108亩，建筑

面积27800平方米，设41个教学班，在
校生2000多人。到2010年，桐城中华
职校总资产达到了3400万。

现在，每忆起创业之初的艰辛，徐
智明总是感慨：如果不拼那一把，哪有
今天的桐城中华职校？那时，一人顶
三人。他既当校长、班主任、会计，还
管学籍档案，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
校，直到新校区建成，徐老还欠下千万
元的债务。有一天夜里，身患“三高”
的徐智明突然犯病，脸色苍白，浑身冒
汗。他老伴立即拨打120，医生说：“如
果再晚来一小时，就有生命危险了。”
那一次，他住了7天院。此后，徐智明
每天要注射两支胰岛素，维持生命。

2010 年，正值学校申报“安庆示
范”，徐智明的老伴病了，在安庆市立
医院动了手术。老伴在31天的住院治
疗期间，徐老只去看望了4次，每次都
是借朋友车，中午12点出发，下午3点
赶回学校。2011年，老伴又病了，一路
辗转到南京就医。为了那些心爱的孩
子，徐老把老伴交给自己的儿女们照
顾，他一直坚守在学校，晚上抽空打个
长途电话，安慰安慰老伴。

徐智明就是以这样的无私情怀，
为桐城中华职校的孩子们放飞梦想创
设了一片晴空……

初心如磐，
为使命而自觉担当

办职教，到底为谁办？是为钱，还
是为名？徐智明有自己的“定盘星”。

创业之初，徐智明连续四年在校分
文未取，赴外出差开会、学校来人招待
等等，都是个人掏腰包。1996年，他每
月拿补助100元，1997至2001年提高到
200元，2002至2007年提高到300元。
2008年至今，徐智明的薪酬仍远远低于
桐城中华职校教师的平均工资。

桐城中华职校的学生，91%来自农
村，其中，51%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于
是，以他为头的几位学校老领导每月

都拿出100元资助贫困生，这些年从未
间断。他说：“再苦不能苦孩子，再难
也要办教育。”这就是一个有63年党龄
的老党员的博大胸怀。

1995年，桐城中华职校为海南省
某单位培训服务员，因交通不便，只好
包车前往。三天三夜的路程，饿了吃
方便面，渴了喝矿泉水。2006年，徐智
明和同事到北京办事，步行3个小时，
终于找到每人每晚20元的住处，为学
校节省公务开支1700元。面对这笔节
省下来的钱，徐智明说：“又可以多救
助几个孩子了。”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徐智明和他的桐城中华职校，走
过艰难，名声日隆。这期间，该校有过
多次“作价而沽，改名易主”的机会，但
徐智明一一谢绝了。2006年，台湾一
客商在网上看到有关桐城中华职校的
信息，专程来桐，欲用1050万元现金收
购该校，并许诺另给创办人每人50万
元。徐智明说：“我办学为的是孩子，
为的是他们都拥有一技之长，成为对
社会有所建树的人。不是为了钱！”

正因为徐智明这种“爱在教育，情洒
学子”的大爱精神，才使得桐城中华职校
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2009年11月，
桐城中华职校经桐城审计部门审计，总
资产达3400余万元。2011年，该校顺利
通过安徽省示范职校的评估验收。

然而，就在学校飞速发展的时候，
徐智明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经学
校理事会商定，将学校捐献给国家，实
行国有民办。

克己奉献，
为师生成长奠基铸魂

“留住老师就是留住希望，输出技
能人才就是奠基未来”，这是徐智明经
常说的一句话。

桐城中华职校现有专兼职教师82
人，学校分3年时间先后为在职的95
名教职工购买了养老保险，2011年又

购买了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计划生育
保险。同时，学校重视对教职工的政治
培养，26年来，校党支部的党员从3名
发展到20余名。每学年开学初，桐城
中华职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这一
天，学校餐厅会精心准备，摆上三桌饭：
一桌是校领导班子成员，一桌是新来的
老师，一桌是外聘的老师。买单人是徐
智明。从2006年开始，徐智明把“看着
长大”的一批年轻教师推举到校领导的
岗位上，实现了他新老交替的夙愿。

手写请柬犒劳“人才”，是徐智明独
创的育才爱才方式。自1998年招生以
来，每学期，徐智明都设家宴，宴请各班
综合考评成绩名列第一的学生。请柬
由他本人手写、亲手送交到被请者的手
中。20多年来，徐智明自己也记不清到
底手写了多少份请柬。现在，随着“被
宴请”的学生增多，徐智明的家里容不
下了，他索性将犒劳宴搬到学校食堂，
让更多的学生从中汲取力量。

在该校，还有每月一次的学生“生
日聚会”，至今已举办了207次。每次
毕业生离校就业、学生参加比赛等，徐
智明都要在食堂设宴，为孩子们饯行。
对于贫寒学子，他把儿女们攒下来的
200多件衣服和鞋，送给他们避风御寒。

匠心所致，金石可镂。自1993年
创办以来，桐城中华职校的毕业生有
8520人，5954名学生顺利就业，向高
等院校输送学生2347名，其中本科219
人；在职人员短训班有5047名学员毕
业、结业，承担的温暖工程、阳光工程、
就业脱贫技能培训上万人次，学校办
学成果丰硕。

步入新征程，徐智明和他创办的
桐城中华职校不改初心，以“爱心建设
中华、匠心铸造中华、毕生献身中华”
的无私奉献精神，滋养着一方百姓和
满园桃李。 通讯员 汪桂云

徐智明：老骥奋蹄践行“育才”初心

笔者日前从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获悉：1-9月份，桐城市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交易总额持续增长，完成各
类交易项目2044个，成交金额37.56亿
元，增收节资额达4.87亿元，分别比去
年同期增长13.18%、81.36%、80.27%。

今年以来，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紧紧围绕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监督智
能化、信息公开化、服务标准化，深入推
进 “放管服”改革，不断健全平台运行

机制，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公共资
源交易环境，推动公共资源配置“阳光”、
高效，更好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该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数据显
示：1-9月份，全市项目交易总量总额
大幅攀升，四大板块交易持续向好，节
支增收效果明显。其中，建设工程类
项目成交51个，成交金额27.77亿元，
预算金额31.09亿元，节约资金3.32亿
元，节资率10.68%；小额摇号项目成交

350个，成交金额3.91亿元，预算金额
4.20亿元，节约资金0.29亿元，节资率
6.90%。政府采购类项目成交144个，
成交金额 0.87 亿元，预算金额 1.05 亿
元，节约资金0.18亿元，节资率17.14%；
宜采商城类项目成交1415个，成交金
额0.12亿元，预算金额0.14亿元，节约
资金 0.02 亿元，节资率 14.30%。土地
交易类项目成交77个项目，成交金额
4.88 亿 元 ，增 收 1.05 亿 元 ，增 收 率

27.47%。产权交易类项目成交7个项
目，成交金额 0.01 亿元，增收 0.003 亿
元，增收率46.27%。

目前，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正以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
契机，深化改革创新，推动“互联网+公
共资源交易”的深度融合，提高服务效
能，促进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再上新台
阶，让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
新变化、新成效。 通讯员 项来友

桐城：公共资源“阳光”交易为财政增收节支

本报讯 10月 18日，为期三
天的第三届中国桐城（新渡）塑
料包装机械展销会在新渡镇华东
塑料城润之城展览中心开幕。中
国包装协会、西安理工大学印刷
包装与数字传媒学院的专家学
者、来自全国各地的220余家企
业代表出席展会开幕式。

此次展销会以“创新、融
合、共赢”为主题，既是桐城实
施实业强市、建设产业名城的成

果展示，也是“全国包装印刷产
业基地”——新渡镇推动塑料包
装产业向全产业链化、智能化方
向发展，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
迈进的新契机。

本届塑展会共设展位 500
个，展区面积2万平方米，设复
合印刷展区、吹膜制袋展区、辅
料原料半成品展区三大展区。来
自全国各地的 220 余家企业参
展。 （通讯员 沈工友）

第三届中国桐城（新渡）
塑包机械展销会开幕

本报讯 塘渠干涸时，兴修最
上心。桐城市范岗镇范岗社区在抗
旱 保 收 的 同 时 ， 化 “ 危 ” 为

“机”，发动干群挖塘清渠，兴利除
弊。截至目前，该社区群众自筹资
金已兴修塘口6口，面积约50亩。

今年出梅以来，持续高温晴
热，范岗社区的旱情日益加重，
不少种田大户到社居委反映灌溉
用水困难。面对高温旱情，范岗
社区两委一方面组织抗旱，一方
面及时召开部分党员、村民组长
座谈会，对比反思今年旱情中暴
露出来的水利兴修短板。近几年
未兴修的当家塘八月下旬就枯竭
了，兴修的当家塘还有水抗旱，
毛圩组和塘庄组村民在现实面
前，更是下定兴修决心：利用此
时塘坝干涸的契机，亡羊补牢，

化害为利，提前开展水利兴修。
毛圩组结合实际，本着自力

更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谁受益，谁负担”原则，发动
群众筹资。该组从事建筑工程的
魏国全个人出资、出机械，修缮
毛圩组的 10 亩当家塘。他说：

“前几年，大家没有意识到塘口
兴修的重要性，以为自家的田都
在小河边上，不可能缺水，今年
的旱情给大家都上了一课，通过
社区干部走访发动，我带头先修
一口塘”。

其他村民组居民见毛圩组
“动”起来了，纷纷响应，启动
当家塘兴修。有的村民组已有新
打算：“明年塘口再发包出去，
集体还可以增收呢！”

（通讯员 苏玮）

范岗社区：天旱是堂课 兴修更上心

10 月 17 日，桐城市青草镇扶
贫济困基金开展募捐活动。当
日是第六个全国扶贫日，桐城市
各地各单位纷纷开展活动，或募
集扶贫济困基金，或开展义诊、
慰问、志愿服务活动，汇聚社会
各界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市
内外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乡友
乡贤为扶贫济困基金慷慨解囊，
一天时间共募集善款近 200 万元，
让文都处处涌现守望相助、大爱
无疆的动人场面。

通讯员 高远 程春林 摄

全国扶贫日
大爱涌文都

近日，桐城市双港镇长枫村村医上门采集村民的信息。为规范基
本公共卫生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现居民健康数据“一卡通”，9月下
旬以来，双港镇卫生院、各村卫生室推开人脸信息入户采集、人人建
立健康档案工作。自此，基层医疗机构可共享村民医疗健康信息，省
去医疗辅助检查，为村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降低群众的就医支出。

通讯员 吴小芳 胡习珠 摄

村医上门采集健康信息

我叫戴丽平，家住桐城市新渡镇
凤凰村。全家 4 口人，年收入约 8 万
元。前不久，我向村里递交了“脱贫
申请”。能有今天的好日子，我们全
家感谢党的精准扶贫政策。

平常人家，禁不起一次变故。
2017年5月，我丈夫因车祸不幸离世，
丢下了婆婆、我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家里没了顶梁柱，我感觉“天一下子
塌下来了”。看着眼前神情恍惚的婆

婆、两个幼稚的孩子，我整日愁苦：往
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我家的遭遇，镇村干部很快知道
了。他们多次上门慰问，鼓励我“振作
起来，把这个家撑起来”，告诉我：“有
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帮扶，没有过
不了的坎。”2017年11月，通过本人申
请，我家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精准扶贫的政策阳光说来就来
了！镇扶贫办先为我家两个正在上学

的孩子落实了教育扶贫政策，免除了学
杂费；我婆婆经村两委干部介绍，就近在
一家工厂做“大厨”；我也没闲着，镇村干
部为我铺设创业路，帮助我申请到了5
万元的扶贫小额信贷，协调本村塑料厂
与我合作。我买了两台塑料制袋机，居
家办起了小型塑料加工厂。

两年过去了，我家真的兴旺起来。
我的小塑料厂每年能挣到六七万元，婆
婆也有二三万元的务工收入，两个孩子

学习成绩也很优秀。上个月，我已将5
万元的小额信贷提前一年还给了银行。

回想我家这两年的变化，得益于
党和政府的好政策、社会各界的大力
帮扶，得益于我们孤儿寡母还有点志
气。我感激国家的扶贫政策拯救了
我们，有好政策、好干部的帮衬，暂时
落伍的人就能把志气变成实实在在
的福气！ （口述 戴丽平
整理 魏国庆 孙传银）

精准扶贫，让我把志气变成福气

10月12日，桐城市唐湾镇杨树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邀请安庆市中医
医院医生到村开展爱心义诊活动，当日共接诊55人，并对症开方。考
虑到少数五保老人出行不便，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委干部自掏腰包
进城照方抓药，分送五保病患。 通讯员 胡鹏 摄

义诊进山村 中药送“五保”

聚 焦新新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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