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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2018年以来，查处447起、处理758
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326人。监督检查促
政策落地。聚焦大别山革命老区、深度贫困
地区，先后开展“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
全、5个贫困村及15个非贫困村“挂牌督战”、
扶贫领域“两项目两资金”等重点专项监督
检查，查处“两项目两资金”问题线索10起、
处理3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7人；通报曝
光典型案例8起。问题整改促补齐短板。紧
盯扶贫领域，梳理排查突出问题及重点任务
7项，严格清单管理，整改专班牵头落实，政
治保障专班跟踪督办。审定13个问题59项
整改任务，现已全部整改到位。线索核查
促群众满意。55件扶贫领域群众信访件实
行专班核处、定期调度、清单化管理，直查
直办26件、督办领办29件、处理51人；对近
两年扶贫领域35件未处置办结件一周一调
度，已办结32件、处理32人；对8件扶贫领
域实名举报信访件，面对面约访举报人，扶
贫领域实名举报件满意度由 83.2%提升至
97.4%。巩固提升促标本兼治。坚持以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以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真正
起到“查处一人、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
果。今年以来，建立长效机制25项、县（市、
区）建立长效机制153项。 纪 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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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江县产销联动稳增收防止因灾致贫
返贫。特色种养兴产业。出台《2020年特色
种养业扶贫到户项目实施方案》，安排特色
种养业到户项目53851个、资金3055.9万元，
到村项目213个、资金10847.1万元。目前发
放第1批特色种养到户产业项目7219个、资
金1289.2万元。经营主体强带动。推广“四
带一自”模式，制定《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参与脱贫攻坚奖补办法》，安排扶贫带动奖
补资金69万元，开展产业扶贫暨贫困村创业
致富带头人培训1863人次，全县73家扶贫
龙头企业和497个产业扶贫基地带动3427
户贫困户增收脱贫。消费扶贫促销售。扩
大销售渠道，认定扶贫产品10个、供应商6
个，通过结对帮扶县采购、镇村帮助“点对
点”销售、社会各界人士关心、帮扶单位及
帮扶人等帮销代购，共销售扶贫农产品
3101吨、资金2604.7万元。 望 江

望江县产销联动稳增收
防止因灾致贫返贫

为扎实推进灾后文明创建工作，桐城
市双港镇潘赛村“两委”组织党员志愿者、
巾帼志愿者及法律志愿服务队等，对该村
灾后容易造成次生灾害的垃圾进行彻底
清除。今年汛期，潘赛村境内老高赛圩堤
防汛抢险时间长，全长近 1.5 公里的堤坝
上淤泥过多，亟需清理。近日，潘赛村
党总支结合党员活动日的开展，组织十
余名党员冒着酷暑天气，对老高赛圩堤
上路面的泥巴进行铲除，并清理沿途各
类生活垃圾。当地的巾帼志愿者、法律
志愿服务队也主动参与活动，对该村主
干道沿途的各类垃圾进行清理，让“美
好乡村”再现靓丽。 潘强国

桐城市双港镇凝聚志愿力量
助力灾后文明创建工作

迎江区滨江街道采取“收、办、跟”三步
法，以企业发展为目标导向，帮助企业化解
难题，推深做实“四送一服”双千工程。“地毯
式”收集不留死角。滨江街道与企业负责人
面对面沟通、零距离交流，了解诉求、把脉问
诊，全面摸排梳理企业问题，涉及土地、租
金、招工等方面，力求全覆盖、无遗漏。“精准
化”办理不留盲区。召开企业问题集中办理
会，列出问题清单，根据企业需求，精准服
务，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截至8
月17日，已办结问题56个，其中现场办理的
15个。“全过程”跟踪不留空当。持续关心
企业发展，以“一对一”服务的形式，每月走
访重点企业，对企业提出的问题，及时解
决，确保见底清零。 蔡磊平

迎江区滨江街道
推深做实“四送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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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余传和家的帮扶手
册上看到，他家享受的脱贫帮扶
政策包括：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参保缴费补贴、手术住院报销等
健康扶贫政策，国家助学贷款、
助学金等教育扶贫政策，农特产
业到户补助、光伏电站等产业扶
贫政策，以及就业扶贫、资产收
益扶贫、残疾人帮扶等政策。

患病15年，帕金森病
改变他的人生

8月 13日下午，余传和坐在自
家门前的石墩上，静静地剥着晒干
的玉米棒。余传和看起来皮肤黝
黑、身材瘦弱，这个时节，剥玉米是
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之一。当金黄
的玉米粒从手中滚落，他绷紧的脸
部稍有一丝舒展。

这里是大别山深处的潜山市
官庄镇坛畈村，今年54岁的余传
和是一位帕金森病患者。坐在石
墩上，他弓着腰，用膝盖夹着手肘，
控制着微颤的双手。

余传和怎么也想不通，15 年
前，当时不到40岁的自己，竟会患
上这种“老年病”。也就是这种病，
改变了他今后的人生。

原先，余传和是辛苦却“吃
香”的装修工人，也是家中的“顶
梁柱”。他常年在外务工，妻子则
一心在家照顾两个孩子。2005年
底，他揣着一年辛苦积攒下来的
几千元钱回到家中，准备和家人
过一个团圆年。一天夜里，睡梦
中的余传和突然四肢无力、口眼
歪斜，被家人送到医院就诊。

帕金森病？！这让余传和难
以置信，但最终他还是在省内一
家大型医院被确诊。

在余传和家堂厅，坐在小凳上
时，他依旧弓着腰，双手交叉着抓
住自己的小腿，讲话时头部偶有晃

动。生病之后，这是他的常态症
状，多年来一直靠吃药控制。

下午 4 时许，余传和准备吃
药。他拿起水瓶，对着搪瓷缸缓
缓倒了点水，给它冷却。余传和
说，他现在每天要吃 6 种药，分 9
次吃，白天吃得多，2小时一次，晚
上吃得少，但是仍然失眠多梦、睡
不好觉。后半夜有时疼痛明显，
就由妻子给他喂药。

这些年，余传和吃的药越来越
多，家中开支也越来越大，从一年
五六千元到一年七八千元。病情
逐渐发展，他的症状也越来越明
显，严重时甚至无法活动。有时意
识模糊，他还会胡乱吃药，有一次，
他将300多元的药品倒进了水缸
里，妻子伤心却又无奈。

在余传和的胸口，记者看到
有一块明显凸起，那是一块安放
在他体内的电池。2018 年 10 月，
因为病情持续加重，余传和接受
了脑起搏器植入手术。手术后，
通过高频电刺激脑深部，能够减
轻他的帕金森病症状。

现 在 相 比 以 前 ，余 传 和 的
病情已大有缓解。每天，他都
要给控制器充电，再背上背带，
让控制器紧贴胸前的电池，给
电池充电 1 个小时，以保证脑起
搏器的正常使用，并坚持日常
药物治疗。

脱贫攻坚，政策春风
吹进他的家门

2005 年余传和生病后，家中
主要经济来源断了，一双儿女当
时还在上小学，往后的日子怎么
过呢？从此，他和妻子王春兰在
家中的角色发生了互换。

2006 年刚过完春节，从未出
过远门的王春兰收拾行装前往
杭州，做起服装加工，边学边做。

慢慢地，余传和的病情越来
越严重。王春兰在浙江、福建几
个地方辗转之后，不得已，回到了
潜山县城，2014 年又回到了坛畈
村，经人介绍，在家门口的一家服
装加工厂上班。

当脱贫攻坚的号角吹响，余
传和家也迎来了改变。2014 年，
余传和一家四口被列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

起初，被列入贫困户，意味着
什么，能够获得什么帮扶，余传和
夫妇并不清楚。但是，王春兰坚
信，脱贫终究要靠辛勤劳动来实
现。余传和生病后，王春兰就成了
家中的“顶梁柱”。

王春兰所在的服装加工厂
离家约有 10 分钟的步行路程。
每天早上，王春兰在家洗好衣服
做好饭，就步行前去上班，中午
回家给余传和做饭，下午再去
上 班 ，每 月 收 入 将 近 2000 元 。
2018 年 8 月，官庄镇在这家服装
加工厂建设坛畈村就业扶贫车
间，吸纳贫困户就业。王春兰除
每月获得工资收入外，还能额外
享受 100 元的就业补助。自家的
2 亩茶园也是年年由她打理，除
草、施肥、修剪，她不亚于普通农
村家庭的男劳力。除留足自家
的口粮茶，种茶一年为他们家带
来近千元的收入。

王春兰的辛勤劳动，是这个
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

受 益 于 易 地 扶 贫 搬 迁 政
策，2017 年 10 月，余传和一家
从过去的危房搬出，住进现在
的楼房，新家 100 平方米，随后
他们家还陆续添置了电视机、
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

受益于健康脱贫兜底“351”
政策，2018 年余传和的脑起搏器
植入手术共计花费 36.2 万元，他
们家自费仅1万元。

受益于教育扶贫政策，两个
孩子享受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助
学金，加上他们自己勤工俭学，
两个孩子读大学时，家里几乎没
花什么钱。

余传和说，这几年，帮扶干
部每月都到他家来，了解生活
情况，送些生活物资，还帮助他
们申报各项脱贫帮扶政策，他
家政策受益也是越来越多。

2018 年，儿子大学毕业，走
上工作岗位，进一步改变了家
中窘境。到 2019 年底，余传和
一家四口人均纯收入已接近 2
万元，经过民主评议，他们一家
顺利实现脱贫。

贫不失志，一双儿女
是他的骄傲

余传和深深感激国家脱贫攻
坚政策及社会帮扶，另外，让他感
到欣慰和骄傲的是，自己有一双懂
事、争气的儿女。

女儿余雯菲今年 27 岁，儿子
余文斌今年25岁，姐弟俩从小就
懂事，学习成绩也十分优异。

余雯菲在上初中时，就曾带
着父亲到省内大型医院多次复
查，她上大学时，又带着父亲到外
地多次复查。余传和的脑起搏器
植入手术，就是余雯菲通过实习
医院多方联系的专家施行的。

生病的头几年，余传和在病
情稳定的时候还带着儿女上山砍
柴、下田割稻，干一些农活儿，当
时才十多岁的姐弟俩一点都不怕
苦。余传和说，割稻子的时节，别
人都是一茬一茬地割，他只能握
住几根稻子，拿着镰刀一根一根
地割，两个孩子会抢着割完，好让
他少受累一点。

那个时候，周边曾有些闲言碎
语，余雯菲听到之后十分难过，她

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将来学医，
好为父亲治病。弟弟曾想放弃学
业外出打工，但也在她的开导、鼓
励下坚定了学习信心。

2012 年、2014 年，姐弟俩先
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大学。
余文斌学的是化学专业，2018 年
本科毕业后，就进入武汉的一
家高新技术企业工作。余雯菲
在完成 8 年的本硕连读学业之
后，今年又考上了山东大学博
士，继续攻读神经医学。

“虽然从小家庭条件困难，
但是家人的关爱和社会的关心
让我树立了积极阳光的生活态
度。虽然我现在能做的不多，
但是能够用自己所学减轻父亲
的痛苦，并在今后帮助更多人，
回馈社会，是一件幸福的事。”
在 8 月 15 日的电话采访中，余雯
菲这样说。

两个孩子的努力，余传和看
在眼里，但他们求学的这一路十
分艰辛。

余传和说，女儿上初中时，
一位在本村支教的女老师愿意
资助她高中三年的学费，也一直
鼓励着她。儿子大学期间，也受
到一家慈善基金会的资助。这
么多年，除扶贫政策外，社会各
界爱心人士也为两个孩子读书
提供了很多帮助。

“儿行千里母担忧”，儿女在
外，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被担
忧的却是余传和这个父亲。

余雯菲每天晚上都会打电
话回家，了解父亲的身体状况
及脑起搏器使用情况，并叮嘱
他清淡饮食，而余文斌也会每
周打电话回家，问问家中父母
的情况。余传和总会跟两个孩
子说，在外要照顾好自己，不要
太牵挂家中，帮扶干部时常上
门，他们可以放心。

他罹患帕金森病15年

脱贫路上迈出人生新步伐
本报记者 罗少坤

8月 17日凌晨3点半，胡同文
和妻子杨凤毛就早早起床，穿上
工作服，开始和粉、压面、制面、切
面……早上7时许，100公斤的面
粉全部制作成面条。随后，他们
把做好的挂面拿到家门口小广场
上晾晒，一排排面杆上悬挂着新
鲜的面条，微风拂过，散发着淡淡
的麦香。“今天是大晴天，正是晾
晒挂面的好天气。”尽管很辛苦，
但胡同文夫妇一直充满信心，脸
上也始终洋溢着笑容。

今年52岁的胡同文是怀宁县
茶岭镇峡山村人，因患小儿麻痹
症，右腿落下残疾，妻子杨凤毛是
聋哑人，儿子现在是一名大二学
生。由于身体原因，胡同文夫妇
无法外出务工和从事重体力劳
动，家里没有什么经济来源，2014

年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你们可以利用自己手艺吃

饭，如果在创业中有什么困难就

只管说，政府会给予最大的帮助
和支持。”当初，镇村扶贫干部的
鼓励让胡同文开始思考未来的

出路。“不等、不靠、不要。”于是，
夫 妻 两 人 决 定 干 起“ 老 本
行”——制作手工挂面，他们利
用自家的房屋作为生产车间，并
购买了设备，开始尝试生产手工
挂面。同时，胡同文还在家里开
了一间杂货店。

胡 同 文 夫 妇 虽 身 患 残 疾 ，
但他们勤劳肯干，家里家外总
是收拾得干干净净，脸上的笑
容也总是那样温暖。“你们别看
她是聋哑人，做面条可是行家，
她出嫁前就是在家做手工面条
的，我现在的手艺都是她教的
呢。”提起妻子杨凤毛，胡同文
满是赞赏。

“我家制作挂面年收入近 3
万元，小店收入 1 万多元，还有
一些政策奖补。”胡同文感激地

说，“挂面如遇到销售困难时，
镇村就发起消费扶贫，今年上半
年疫情期间就帮我家销售了几
千斤。还有，听说我要扩建生产
间，这几天扶贫干部老往我家
跑，来对接扶贫贷款的事。要不
是党的政策好、扶贫干部好，哪
有我现在这样的幸福生活。”

胡同文夫妇制作的手工挂
面，口感细腻，很受欢迎，每年新
收完麦子和过年前的销售旺季，
他家都会收到很多订单，去年做
的 2 万公斤面条销售一空。2017
年胡同文家就如愿脱贫了，脱贫
后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但胡
同文并不满足于现状。“我正着
手扩大生产，还要带领村民制作
手工挂面一起致富。”
通讯员 檀志扬 曹晓春 文/图

残疾夫妻手工制面 “晒”出幸福生活

百 故事姓姓

家中的“顶梁柱”病魔缠身，
一个家庭因病致贫陷入困境，
但贫不失志，妻子毅然扛起生活
重担，外出务工、田间劳作，支撑着这
个家庭；一双儿女发奋求学，以优异的
成绩考上了大学，女儿立志学医深造救
治病痛中的父亲……

十多年的患病经历，十多年的不懈
努力，如今，这个贫困家庭终于摆脱贫
困，开启崭新的生活。

在大别山深处的潜山市官庄镇坛畈
村，余传和家的脱贫故事仍在演绎，并被
传为佳话。而余传和及其家人深深懂得，
因病致贫后能有今天，更应感激国家各项
扶贫政策及社会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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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兰在村就业扶
贫车间从事服装加工。

记者 罗少坤 摄.

◀余传和现在可以在
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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