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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6岁的李金锋，祖籍江苏，新
中国成立后爷爷带着全家人以打鱼为
生，辗转多地后落户怀宁县江镇镇，到了
他这一辈兄弟7个都成了渔民。今年年
初，镇里实施减船退渔时，他们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主动上交了渔船，洗脚上岸。
因为有近40年捕鱼经验，熟悉本地水域
环境，经过镇政府推荐，他被县渔业执法
大队聘为巡逻艇驾驶员，参与禁捕护鱼
工作。

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保障，李金
锋现在虽然每天依然忙碌，但是快乐充
实，身份的转变，让他再也不用过着打渔
时那段提心吊胆、三餐无序的日子。“以
前捕鱼很辛苦，还不安全，禁捕退捕以
后，现在我当了护渔员，日子越过越好，
感谢国家好政策。”李金锋说。

据统计，江镇镇共有退捕渔民12户
38人，其中需要就业帮扶的对象7人。
该镇在深入了解渔民需求的情况下，积
极拓宽就业岗位，邀请14家县工业园企
业至江镇镇开设专场招聘会，为渔民提

供低门槛的就业岗位，开发护渔员公益
性岗位，与镇环卫公司、扶贫基地协商增
设工作岗位，选拔推介有意愿人员参加
电商培训，通过不断的岗位推荐、技能培
训，目前有需求7名退捕禁捕渔民全部
走上新的岗位，完成了岗位角色转换。

水里养鱼，水面养鸭，岸上养鸡养
牛。渔民吴和风、郑小爱夫妻两人上岸
后的生活比以前“更累”更充实了。吴
和风、郑小爱为江镇镇江镇村人，夫妻
俩人做渔民有 30 多年了，为响应政府
号召，两人退捕上岸，做了半辈子渔民，
上岸后两人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人挪
活树挪死，靠水吃水，夫妻俩人想着自
己有多年渔业的经验，毅然决定发展产
业。“目前包了100多亩的鱼塘养鱼，养
了300只鸡、200只鸭、20头牛，正常情
况下每年大概有 5 万元的纯收入。”郑
小爱介绍道。

9月24日，江镇镇召开退捕渔民专
场招聘会，郑小爱把家里牲口安置好后，
也火急火燎的赶到现场，认真地向每个

企业咨询岗位情况。“今年受灾，养殖有
点损失，过来看看有没有适合我夫妻俩
人的岗位。”郑小爱说。在一一比较下，
郑小爱有了自己的想法，家里产业有点
规模，去县城务工就要把产业给丢掉，有
点可惜，还是希望在镇里附近找一点岗
位。在得知郑小爱的想法后，江镇镇人
社所负责人产文虎“牵线搭桥”给出了两
个岗位供他们选择：担任镇内护渔员或
者镇内保洁员。

在推进禁捕退捕工作中，江镇镇镇
村两级主动担当，迎难而上，通过不断提
供产业发展指导、就业推荐，完善社会保
障，扩宽转产致富之路，让退捕渔民真正
退下来，富起来。

“你好，我是江镇政府的，我叫张龙，
按照镇里安排，我是你户帮联责任人，以
后你有什么需求和困难和我说，这是我
的电话。”随着自我介绍，张龙便和帮联
的李金好户结起“亲戚”，你一言我一语
的聊起目前生活情况，谈起未来生活规
划以及现在面临的困难。

李金好、郝春苗夫妻俩人，在水上生
活了近30多年，皖河上的一草一木两人
都记得清清楚楚，捕鱼也曾是家庭生活
收入的主要来源，一下子上岸两人有
点不舍也有点担忧。“两个女儿目前在
读书，压力还是有点。”李金好说。在
了解到李金好夫妻俩人的需求和担忧
后，帮联人张龙积极与镇农业、人社等
部门对接咨询，经过一番讨论后，张龙
拟出了2个方案：一是推荐至镇或者附
近乡镇担任护鱼员、驾驶员，就近就
业。二是参加县工业园招聘会，到高河
上班。李金好也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承
包水面发展养殖。

为进一步做好退捕渔民安置保障工
作，江镇镇建立禁捕退捕渔民帮联机制，
安排镇级包保人3人，村级包保人11名，
帮联责任人12名。通过结对子走亲戚
的方式，真实动态掌握退捕渔民状况，及
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确保渔民
上岸生活有保障。

通讯员 檀志扬 张庆明

渔 民“ 洗 脚 上 岸 ”，奔 向 幸 福 新 生 活

丁桂兰，大观区海口镇敬老院院
长。自2012年在敬老院任职以来，她
以细心、善心、专心，九年如一日倾心
为老人们服务。

初到敬老院工作，为了尽快地摸清
底数，她逐个地与老人面对面的交流与
沟通，熟悉每位院民的生活习惯、健康
指标、兴趣爱好。经过一段时间地实践
和摸索，“张大妈”高血压需要提醒吃
药、“李大爷”腿脚不灵，上厕所需要
注意等等细节，她都了如指掌。

部分五保老人由于过去独居家
里，形成自由散漫的习惯，对于敬老
院的统一作息时间、管理方式难以适
应；有些老人由于命运多舛、难以沟
通，甚至性格偏激、暴躁，老人之间
发生口角那是常事。每当出现这种情
况，丁桂兰总是耐心地与她们促膝谈

心，纾解他们藏在心中长期压抑的痛
楚。不知不觉中大家把她当成了“亲
人”，把敬老院当成了“家”。

2013年5月的一天，丁桂兰在一次
体检中查出子宫腺癌。住院手术后，医
生嘱咐她至少休息半年，并要定期复
查。然而，丁桂兰在家休养，心里老是
惦记着敬老院的老人，怕他们不是吃药
忘了时间，就是吃饭没胃口。家人拿她
没办法，索性依了她，让她回到敬老
院。丁桂兰重新回到工作单位，以乐观
的生活态度、顽强的意志，按时吃药、
复查，病情奇迹般地逐步稳定了。

去年8月20日，有位老人，因脑中
风导致半身不遂，卧床不起。丁桂兰每
天端茶倒水，为老人擦洗身子。只要天
气好，丁桂兰就把她背出来坐在轮椅上
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经过两年多的

细心照料，老人终于可以利用拐杖行走。
2019年春节前，有位84岁的老人，

患前列腺癌，在医院住院，因为马上要
过年，老人要求出院回敬老院过春节。
为了顺从老人的意愿，丁桂兰接回老人，
白天派专人看护，晚上亲自守护在老人
身旁。老人弥留之际，颤抖地握住她的
双手，用微弱的声音对她说“院长，你
是我最可亲的人！”说完，安详地走了。
九年来，敬老院有34位老人安详去世。
丁桂兰一一地为他们悉心料理后事。

丁桂兰在与老人日常聊天中，觉察
到有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很羡慕别人过生
日，于是她就把老人们的生日逐一记在
工作日志上。自2013年开始，每当有
老人过生日，她都精心准备，提前定制
生日蛋糕，亲自下厨做可口的饭菜，和
大家一起为老人祝寿。

疫情无情人有情。今年年初，一场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来势汹汹。丁桂兰
带领工作人员每天对院内进行杀菌消
毒，为老人们测量体温；同时在全院普
及防治新冠肺炎基本常识、保健知识，
做好心理疏导，120多位老人平稳地度
过了“非常时期”。

为了提升敬老院老人的生活质量，
优化院内环境，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
丁桂兰主动向省内外兄弟单位交流取
经，积极向上级民政部门争取专项资
金，2016年争取专项财政资金200多万
元，用于消防安全达标建设；2018年争
取专项财政资金150万元，对部分房间
进行适老化改造。通过基础设施的安装
配套与投入使用，多年来，敬老院未发
生任何安全事故。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汪小凤

九年如一日浓情关爱老人

丁桂兰：倾心服务 托起幸福夕阳红

篮球场上，70多岁的老大
爷在运球；健身房里，年轻的小
伙子在锻炼；广场上，时尚的大
妈们在跳广场舞；文化站里，村
民们在引吭高歌……这样热闹
的景象，在宿松县高岭乡文化
活动中心经常上演。

高岭乡文化活动中心由一
个综合文化站、一座健身馆和
一个篮球场组成。9月23日记
者在现场看到，文化站里，阅览
室、书画室、音乐室、道德讲堂
等一应俱全；文化站正前方的
篮球场为标准篮球场，篮球场
四周，设有健身步道；一旁新建
的两层健身馆里，还有标准化
羽毛球场地和不少健身器材。

不仅如此，文化站内还打
造了一间极具教育意义的农耕
文化展厅。展厅里陈列着从全
县各地收集的犁、耙等150余件
传统耕种农具，还有老式缝纫
机、煤气灯、石磨盘等农村生产
生活的老物件。

2018 年以来，高岭乡按照
完善阵地建设、丰富群众业余
生活的原则，大力推进文化惠
民工程建设，整合体育项目和
文化项目资金，累计投入建设
资金800多万元，新建高岭乡文
化服务中心及完善内部基础设
施配置。

村里有了文化服务中心，
受益最大的是村民。青云村
村民唐浩爱锻炼，之前只能去
学校，路比较远，现在家门口
有了文化中心，他锻炼更方便
了。“每天下午 4 点，我都会去
文化站活动，打羽毛球，锻炼
身体，有时候也会带着孩子一
起来，通常要活动两个小时。”

唐浩说。
在文化站工作了32年的熊

文刚深有感触：“2018年之前文
化站没有独立的场所，借用了
计生服务站大楼，条件很有限，
活动没法开展。现在建了文化
中心，硬件设施得到了极大提
高，群众文化活动丰富了，每到
傍晚，文化中心里人潮涌动，有
散步的、有打篮球的、有跳广场舞
的，每天晚上都有三、四百人。”

高岭乡文化中心不仅在村
里火，更是火到网上。

打开一款流行的短视频
APP，搜索高岭乡文化广场，会出
现很多村民自发拍摄的短视频，
而内容无一不与文体活动有关。

“我们的文化中心已经是
网红打卡地了。”熊文刚告诉记
者，现在短视频APP里有关乡
综合文化中心的视频总浏览量
达100多万，8月份的篮球比赛，
还利用手机进行直播，均场点
击量4.3万次。

截至目前，高岭乡7个行政
村均新改建村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篮球场15个、健身路径
21处、社区健身中心1所、室内
健身中心 1处、农家书屋9个、
道德讲堂 9 个、电子阅览室 8
个、乒乓球室10个。

“以前回老家，不是打牌就
是聚会喝酒，近两年来不同了，
有球赛、文艺晚会、运动会，可
以到农家书屋看看书，还可以
到社区健身中心搞体育锻炼，
真的是太充实了。”一直在广东
打工的青云村村民唐建军回乡
后，看到家乡变化，高兴地说。

全媒体记者 常艳 通讯
员 严茂椿

宿松：乡村文化站成网红打卡地

本报讯 桐城市坚持“红
色引领、绿色发展”理念，把
党建引领扶贫民生工程作为农
村基层党建“凝聚力工程”，
加快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推动
乡村振兴。去年，该市所有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10万元以
上，其中100万元以上的村4个。

据桐城市农村基层组织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
先旺介绍，该市大力提倡村干
部创办、领办村集体经济合作
组织，66名村支部书记担任村
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明确将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不低于10万
元作为“硬杠杠”，连续两年
开展“十佳”村书记、主任评
选表彰活动。该市双港镇福华
村，原来村集体经济“一穷二

白”，自潘惠玲担任该村党总
支部书记以来，积极引导工商
资本投入乡村建设，有效盘活
村级集体资源资产，打好乡村
振兴组合拳，去年该村集体经
营性收入达51.3万元。

该市在今年首届先锋示范
村创建评审中，评选出6个市
级先锋示范村和12个镇级先锋
示范村，每村分别奖励5万元
或 2 万元，嬉子湖镇蟠龙村、
范岗镇樟枫村等一批先进村先
后获表彰奖励。同时，将22个

“ 强 村 六 法 ” 典 型 案 例 和
“365”行动计划工作成果编印
成册，供全市广大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学习借鉴。

（通讯员 胡国贵 全媒
体记者 汪秀兵）

桐城：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作为当前创新最密集、增长最活
跃的领域，5G和电力物联网的融合，
正搭载电网运维、客户服务等业务驶
向信息快车道。9月21日，国网安庆
供电公司首个“共享屋面”5G基站正
式落点望江县高士供电所并投入使
用，率先实现安徽省首座县级供电所
5G信号全覆盖。

“5G全覆盖”项目是国网安庆供
电公司落实“电网基础资源共享运
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此次国网
安庆供电公司和安庆移动公司双方本
着互利共赢的理念，由供电公司提供

基础资源助力安庆移动5G布点建设，
通过先进的5G设备和信息通道提升客
户的用电体验，有力助推了基层供电
所业扩报装、网上办电等便捷服务的
智慧升级。

“随着5G高速通道的建成，我们
将逐步实现运维业务与客户服务同步
响应场景，改变营业厅、供电所现有
传统业务运营方式和作业模式，更好
地满足客户差异化服务需求。”国网望
江县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张学超说道。

今年以来，国网安庆供电公司积
极推进“数字新基建”建设，基于市

县公司管辖范围内合适的杆塔、供电
所、变电站资源，全面铺开 5G、北
斗、数据中心站建设。继与铁塔公司
合作，在安庆市区完成全省首批杆塔
附挂5G宏基站工作之后，该公司再以

“共享屋顶”形式盘活望江县公司既有
基础设施资源，拓展 5G 建设共享范
围，推动5G基站布点勘测到设备安装
用电的无缝对接。目前，国网安庆供
电公司在一市七县（市）多站融合数
据中心站项目的站址选址也已完成，
电力北斗基站在独秀变、东河变、仙
河变的现场施工正在全面推进。

下阶段，国网安庆供电公司将进
一步拓展思路，在各类智慧应用场景
上创新探索，在泛在接入、安全可
靠、可管可控等方面，通过5G加持作
业新模式，赋能电力企业发展。

（陆茹 李超）

安徽电力首个县级供电所驶入5G“快车道”

随着禁捕退捕工作的持续深入推进，怀宁县江镇镇不断丰富帮扶方式，落实帮扶措施，帮

助渔民退渔上岸，退捕渔民们或走上新岗位，或发展产业，不断开启幸福生活新起点。

9月29日上午，怀宁县凉亭乡源潭铺
村果农在采摘无花果。国庆、中秋假期将
至，怀宁县乡村旅游产业吸引了不少游客
前来，欣赏乡村美景，体验无花果、莲蓬、
菱角等时令水果采摘乐趣。近年来，怀宁
县依托生态优势，发展现代休闲旅游采摘
产业，形成集吃、住、游、娱等功能于一体
的特色乡村旅游产业。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檀志扬 摄

乡村游

采摘乐

本报讯 为让辖区居民都
能感受到中秋团圆的氛围，9
月28日上午，迎江区滨江街道
西湖社区开展“社区团圆会，共
叙国庆中秋情”活动。辖区20
余位老党员、农村五保、城市三
无人员、特困人员参加了此次
活动。

团圆会上，社区精心为大
家准备了各类月饼、时令水果、
瓜子等，大家围成一圈，象征着
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传承了

“社区大家庭、和谐一家亲”的
美好向往。

活动中，社区干部为大家

送来“双节”的礼品和美好祝
福。大家欢聚一堂你一言我一
语，畅谈生活趣事，吃着月饼、
品着水果、共叙情谊、共话团
圆，处处洋溢着浓浓的情意，同
时社区还播放了黄梅戏《女驸
马》等经典剧目，让大家重温经
典黄梅唱腔。对不能到社区参
加活动的五保人员，社区还将
礼品和祝福送上门。社区以真
情和实际行动温暖了他们的
心，拉近了居民与社区的距离，
展现了社区群众团结和谐、奋
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殷志同）

迎江：
“社区团圆会 共叙国庆中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