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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新新闻

短 播新新闻闻
美丽的湖光山色，五彩斑斓的生

态园林，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绿树掩
映的整齐民居……舒展在桐城市嬉子
湖镇蟠龙村的生态画卷，让游客纷至
沓来、流连忘返。昔日的荒山恶水变
成今日的生态美景，得益于该村党总
支书记江胜霞44年的不懈努力和无私
奉献，引领群众兑现了她“蟠龙美、村
民富”的初心。

江胜霞1962年生于桐城市嬉子湖
镇蟠龙村，1975年进村当村医，1984年
进村两委班子，2005年起担任并村后
的蟠龙村党总支书记至今，先后当选
为安徽省第九届党代表、党的十九大
代表、桐城市人大代表、安庆市人大代
表，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安徽省

“三八”红旗手、安徽省优秀女村官、安
庆市“三八”红旗手标兵以及安庆市十
大女杰等荣誉称号。

临危受命，担当赢得民心

蟠龙村（原红光、蟠龙两村合并而
成）是省级贫困乡镇——嬉子湖镇最
贫困的一角。从1975年在红光村当村
医算起，今年是江胜霞为蟠龙村服务
的第44个年头。近半个世纪以来，她
无论工作多忙，都会去村里走一走、转
一转，问问村民有什么难处，看看村里
还有哪些需要改善，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

走村串户的日子始于1975年。因
为家庭贫困，14岁的江胜霞辍学回家
务农，当起了赤脚医生。在9年的村医
生涯里，由于农村医疗资源匮乏，她不
得不兼顾周边几个村子的出诊任务，
每天背起药箱走在村里村外那一条条
泥巴路、砂石路上，夜里出诊摔着碰着
是常有的事，可她用善心和敬业走进
了周边村民的心里，大伙儿提起她无
不竖起大拇指：小医生有担当。

1984 年，江胜霞进村两委班子，
1986年入党，先后担任过红光村妇代
会主任、村委会主任等职。1999年，由
于村办厂管理不善，村里欠下了100余
万元债务，干群关系愈加紧张，矛盾频

发，红光村成为远近闻名的“问题村”，
急需寻找新的带头人。考虑到她工作
能力强、口碑好、在村民中有威望，镇
领导几次三番到她家，动员她接下重
任，恰逢江胜霞的小女儿刚出生，家庭
也需要她，江胜霞一时犯了难。可看
着村里又穷又破，连条像样的路都没
有，她一咬牙：“干不好是能力不行，不
干是态度不行，我一定要把工作做
好。”她接下了这个“烂摊子”。没想到
的是，这一干就再也没能放开手。

1999年，江胜霞全票当选为蟠龙
村的党支部书记，2005年，蟠龙村和红
光村并村以后，江胜霞又全票当选为
新蟠龙村的党总支书记。村民们的信
任，更让江胜霞坚定了实现“蟠龙美、
村民富”的决心。

执政为民，实干振兴蟠龙

湖光潋滟，白鹭翔集，蓝天如洗，
一条宽敞平坦洁净的水泥路从村庄穿
过，连接全村28个村民组。石桥水榭，
果园花圃，相间成趣。蟠龙湾美得像
一幅画。蟠龙湾火了，蟠龙村富了。
谁都想不到，村子里的那片贫瘠地还
能走出了一条产业振兴的宽阔大路。

当好“蟠龙人的家”，江胜霞要干、
想干的事太多了。村里负债一百多万
不说，崎岖的路、一下雨就发黄的井
水、需要改造的电网……兴村富民，迫
在眉睫，资金从哪里来呢？江胜霞只
好带着村两委一班人东奔西走，每天
天不亮就出门，去镇里、市里找支持，
累计争取外援资金500多万元，给村里
改造了电网，硬化了村组路，一盏盏路
灯不仅为村民们照亮了夜行的路，更
为蟠龙村长了“精神”、增了“颜值”。

路修好了，电也足了，可蟠龙村民
户均只有几亩地，温饱不愁，致富仍有
困难，打不了地的主意，她把目光转向
了全村最大的水面——西河圩。在她
的主导下，西河圩对外招标承包权，村
集体收益从几千元猛增至3万元，2014
年底，该圩口第二轮招标，村集体收益
增至15万元。初尝甜头的江胜霞，开

始探求农村土地和水面资源利用新模
式，坚定了走种养殖相结合、做活水产
业、发展旅游业的发展道路。

为给村集体、村民们增收，江胜霞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四处拜访能人、
企业家，向外推介蟠龙村的优势资源
及发展决心，想方设法动员本村乡贤
能人回乡创业。2008年大年三十，得
知外出能人毕国祥回乡祭祖，江胜霞
独自在村办公室苦等5个多小时，年夜
饭都耽搁了。最终，毕国祥被她的精
神感动，在家乡设立了润恒生态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成了700亩的特
色果园，还捐资20余万元给村组修了
水泥路、兴了当家塘，配套了亮化、绿
化。就这样，蟠龙村将调整农业种植
结构、荒山荒水招标承包、能人进村投
资兴业的愿景变成了现实。

现今，蟠龙村耕地流转率达90%，
蟠龙湾旅游度假项目初具规模、三梅基
地已经建成，西河圩养殖水面完成招
标，安徽白兔湖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安徽蟠龙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雨润
地华集团、润恒公司、安徽玉润禽蛋食
品有限公司的旅游开发、休闲农业、水
产养殖、特色瓜果花卉种植、蛋鸭养殖
等项目先后落户蟠龙村，1000多村民实
现就近就业，年人均劳务收入过万元。
2018年，该村2018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35万元，村民人均收入达到8500元。

坚守初心，展现党员本色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不仅
是口头表态，更是实际行动。

抗洪抢险，她坚守一线、冲在前
线；村里的老弱病残，她拿出工资补
贴；除非劳累过度病倒，她至今没主动
休过一天假；为村集体发展外出奔波，
她从未报销过差旅费……

“自己家的事儿再大，也是小事
儿；村里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作
为蟠龙村的当家人，江胜霞的心思全
放在“大家”上。结婚时盖的三间小瓦
平房塌了，顾不上建房子，全家都搬去
了老母亲那里住；自家的菜地全靠70

多岁的老母亲操持；丈夫的豆制品加
工厂因为无人帮衬，被迫歇业；大女儿
上大学，学费和衣食全靠姐妹们资助；
小女儿从6岁开始学做饭，学业都靠自
己。有好几次，她决心回归家庭，弥补
这些年对家庭和孩子的亏欠，可一走
进村部办公室，她就改变了主意。她
说：“只有身在蟠龙，才能心安！”

为尽快脱掉省级贫困村的帽子，
她带领村两委做群众工作，积极流转
土地。玉润公司项目落地涉及5个村
民组田地，群众思想上有包袱，她就天
天上村民家“磨”，“死热的天到田里帮
助村民做农活，晚上‘赖’在村民家。”
终于做通群众工作，成功流转田地。
在她的带领下，村两委不断凝聚起干
事创业的激情、蓬勃向上的锐气、攻坚
克难的韧劲，把曾经贫穷落后的蟠龙
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先进村、全省“一
村一品”先进村。

克己奉公，艰苦创业，不足以概括
江胜霞的先进本色。获得的诸多殊
荣，没有被她视为傲娇的资本，而是她
奋进的新起点。党的十九大闭幕后，
她继续发扬党代表的带头作用，带头
学，带头讲，带头干，一直走在宣讲、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第一线，建立了江
胜霞党代表工作室，当好群众诉求的

“代言者”、群众事务的“办理者”、群众
困难的“化解者”。

采访江胜霞的时候，看着蟠龙村党
群服务中心门前疾驰而过的工程车，江
胜霞喜笑颜开：“等S465省道修好了，
我有信心带领蟠龙发展得更好。”

因为过度操劳，今年58岁的江胜
霞早已头发花白，可她心里还是憋着
一股劲儿。正是这股劲儿支撑着她，
44年来始终坚守在这个偏僻的村庄，
一步一个脚印，为蟠龙村辟开绿色发
展的康庄大道，一位老党员的初心和
使命，就这样镌刻在蟠龙的山水间。

通讯员 赵玲玲

江胜霞：44年扎根蟠龙践一诺

本报讯 10月25日，笔者在
桐城市2019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开工动员大会暨技术交底会上
获悉：桐城将再增高标准农田7.3
万亩。

桐城市即将开建的2019年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涉及8个镇15
个行政村，项目竣工后将建成高

标准农田 7.3 万亩，项目总投资
1.097亿元，建设工期5个月。该
项目将对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保障粮食安全、助
力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此次
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该市2019年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正式进入实
施阶段。（通讯员 李朝晖）

桐城再增高标准农田7.3万亩

本报讯 笔者日前从桐城市
住建局获悉：2019年度该市棚户
区改造民生工程目标任务 4781
套，截至10月份，该市实际已开工
7个项目新建7243套，完成年度
任务的 151.49%；基本建成 2871
套，完成年度任务的123.16%。

该市棚改工作推进有力，采
取市级领导现场调度督查与半月
一次的棚改推进会相结合，现场
协调解决问题；各项目实施单位
按照各自职责和时间任务节点，

实行挂图作战，确保棚改工程按
期开工、推进有力。

为节约时间与招标资金成本，
加快棚改进程，该市创新棚改实施
模式，批准东部新城棚改项目实行
EPC总承包模式，即采用设计采购
施工一体化，推动棚改项目建设。
在建设资金保障上，该市成功发行
棚改专项债券9.3375亿元，债券资
金到位及时并按照计划拨付，为我
市棚改工程全面顺利实施提供了

“硬实力”。（通讯员 谢光华）

桐城：超额完成年度棚改任务

本报讯 10月30日至31日，
全省妇女儿童发展纲要示范工作现
场会在宁国市举行。会议表彰了全
省“两纲”示范单位。桐城市荣获省

“两纲”示范市称号。
近年来，桐城以“两纲”示范市

创建为契机，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和儿童优先原则，该市各级
各部门及社会各界同心同向、合力

共为，精准施策，如期实现“两个纲
要”目标任务，保障了妇女在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
享有更多权利，促进了儿童教育不
断发展、卫生保健状况显著改善，妇
女儿童工作管理与服务网络进一步
完善，全市妇女儿童事业得到持续、
快速、健康、全面发展。

（通讯员 华玲）

桐城获称“全省‘两纲’示范市”

11 月 1 日，桐城市“爱心献
血屋”正式启用。当日，一股股
暖流在此汇聚。参加无偿献血的
志愿者们累计献血6000毫升。这
座现代化、一体式的爱心献血
屋，不仅是桐城市民奉献爱心的
平台、无偿献血宣传的新阵地，
也是展示文明桐城、爱心桐城的
一道靓丽风景线，标志着桐城市
无偿献血事业上了一个新台阶。
图为志愿者参加无偿献血。

通讯员 杨鸣秀 姚艺迪 摄

“爱心献血屋”
聚爱心

今年入夏以来，桐城干旱少雨。面
对旱情，金神镇早谋划、早行动，全力以
赴抗旱减灾。在七月中旬少雨的情况
下，该镇水利站紧盯天气预报，分析水
情和旱情发展，提前发布预警，指导蓄
水储水，做好安排调度。7月22日，该
镇全面启动抗旱工作。

8月份以来，旱情加重。该镇采取
镇牵头、村为主、大户携手的联动方式，
坚持资源共享，打破村域界限，以水系

为基础，实行联合抗旱，先后在龙眠河、
挂车河沿线支流筑拦水坝4处，采取分
级提水、分散输水的方式引水抗旱。

金神镇镇、村两级不断加大人力、
物力投入，抗旱保收。目前，全镇累计
投入抗旱经费210万元。同时，该镇境
内的两个自来水厂及时从外河提水蓄
水，并高频率督促检查自来水厂制水
环节，确保全镇居民日常生活供水安
全。 通讯员 汪凌波 方晓晖

金神镇：抗旱预警早 减灾措施力
桐城市大关镇面对旱情及时调动

各方力量，强化保障，全力抗旱，保居民
安全饮水，保农业收成，最大限度降低
灾害损失。该镇强化组织保障，成立了
抗旱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调度全镇的抗
旱工作，组织农技人员深入村组、种植
大户，指导抗旱，提供技术支持。

该镇强化人力保障，组织各分工
村干部、村两委成员摸清本村旱情、可
用水源，组织群众开展生产自救、水利

兴修，开展节水行动。目前，该镇每天
出动抗旱服务人员120余人。

该镇强化抗旱物资保障，列出抗
旱救灾物资采购清单，确保按需供给
充足，统一调度可用水资源，先保障居
民生活用水，后保障农地灌溉。目前，
该镇已架设临时泵站5处、流动泵站4
处、小型吸水泵110多处，在大关河、卅
铺河掏河渗35处，应急水源准备到位、
利用充分。通讯员 胡启明 彭夏

大关镇：细实抗旱保障 保民生保收成

10月21日，桐城市新渡镇新
城村动用挖掘机，在挂车河河床
开沟引水。连日无雨，桐城部分
地区出现严峻旱情，该市启动Ⅲ
级救灾应急响应，调库水、引湖

水、挖河渗并举，统一调度应急
水源；成立党员义务送水队，为
严重缺水区群众送饮用水，确保
城 乡 居 民 生 活 、 生 产 用 水 安
全。 通讯员 孙传银 摄

统一调水战旱魔

近日，安庆市卫健委工作人
员向桐城市的市民宣传卫生民生
工程。当日由桐城市委宣传部、
市财政局、市民生办联合主办，
市直民生工程实施单位参与，主
题为“守初心、担使命、惠民

生、促发展”民生工程集中宣传
日活动在市民广场举行。各镇、
街道当日同步开展集中宣传活
动，面向群众有针对性的开展解
疑答惑，受到群众好评。

通讯员 盛志红 摄

民生政策入心来

图 说图 说

我叫杨云梅，长年起早贪黑、雨打
日晒，我显得很苍老，但我干劲十足。
种粮食之外，我还种蔬菜、包鱼塘。去
年，我家卖蔬菜赚了两三万块钱。

我家住在桐城市龙腾街道和平村
鲁庄组。2013年，我丈夫因病去世，留
下两个年幼的女儿和 20 余万元的债
务。次年，我家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靠救济，不是个办法。我左思右想，作
出了一个旁人不敢相信的决定：自己来

种丈夫生前承包的村里600多亩田地。
此前，我对种田一窍不通。接过丈

夫未竟的事业，我四处请教丈夫生前的
朋友、同学，问门道，学管理，还抓住一
切机会参加村里安排的各种培训学习，
2017年拿到了“新型职业农民证书”，并
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杨云梅家庭农
场，购置了农机具，成为远近闻名的“女
能人”。

大家知道我的难处，处处帮衬。那

个时候，村里只有一台收割机，其他大
户都让给我先用。2014年以来，只要有
新的扶贫政策，村里就第一时间告诉
我：2016年，村里帮我申请小型水利改
造提升工程资金5000元，兴修蓄水塘一
口，解决了承包田灌溉问题；此后又为
我办理了扶贫小额贷款5万元，购买农
资不愁了。2015年底，我主动申请退出
了低保户。去年，我家顺利脱贫。

今年大旱，我承包的田地平均亩

产约 700 公斤，还算没亏本。现在，我
又有了新的想法：以后稻麦并作，用麦
子来养猪，形成产业循环；再添一台插
秧机，建一个仓库和晒场。

我觉得：我不是人们所说的女强
人，只是不想活在别人的同情中。有
党的好政策支持，我没有理由不把日
子过好！

（杨 云 梅 口述 汪 传 义 汪
京 整理）

我没有理由不把日子过好！
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老百姓讲述自己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