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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姑山万里晴空，有机茶园绿茵
茵。油茶挂满红灯灯，此刻心里我开
心。做事只要去用心，脱贫致富变成
真。”这是桐城市唐湾镇八一村脱贫
户刘国祥，近日发在朋友圈的一首自
创诗。

刘国祥，在唐湾镇还是颇有些名
气的，镇上人十有八九都认识他，只
因在镇上像他这么“能折腾”人的实
在不多。1969年出生的刘国祥，老家
在八一村的一个山凹凹里，爬一座
山，再下半座山才能到达他家。因为
家里穷，初中没毕业就开始出门务
工，打过铁、修过伞、卖过小猪仔。

2003年，桐城市委、市政府在山
区实施香菇开发工程，该镇把发展香
菇生产作为山区脱贫致富的一项支柱
产业。刘国祥毅然回到老家，租了一
块地盖起几间石棉瓦的小房子，当起

了第一批香菇经纪人，学习香菇种
植技术并传授菇农，再把菇农生产
出的香菇收购来销往武汉、九江、
合肥等地。不仅提高了本镇菇农的
收益，而且带动隔壁镇的村民一起
种植香菇创收。

生于大山，长于大山，回归大
山，就要服务于大山。刘国祥在将香
菇销往大城市的过程中，捕捉到市场
对于绿色有机蔬菜的需求，而唐湾多
高山，所种植的蔬菜因在气温低、病
虫害少的地方生长，属于无公害食
品。于是除了香菇之外，他又鼓励带
动周边群众种植杭椒、高山娃娃菜。

日子看似红红火火，还当上了
“脱贫致富带头人”，刘国祥自己却成
了贫困户，为什么呢？因为刘国祥作
为经纪人、带头人，收购农户的农产
品都是订单收购，加上文化程度低，

市场风险评估不足，贵买贱卖，赔多
赚少。几年的奋斗并没有使他积累下
半点财富，反而欠下不少债务。由于
大山深处交通不便，想发展其它产业
又无资金，刘国祥只能和年迈的老父
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耕种自家的
几亩茶园与薄地，来维持一家老幼5口
人的生活。2014 年国家实行精准扶
贫，刘国祥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近些年唐湾镇产业结构再调整，
刘国祥凭着山里人的那股倔劲儿再次
跟上调整步伐，将自己老家的茶园重
新整理，并且承包了一部分农户的
地，开始种植茶叶。在村级与驻村扶
贫工作队的支持帮助下，现如今，他
家茶园已发展到100多亩。每年聘请采
茶工100多人，产出干茶500多公斤，
收入 20 多万元，家庭收入终于由

“负”转“正”了。刘国祥时刻牢记

“先富帮带后富”的使命，每年帮助贫
困茶农销售茶叶150多公斤。同时聘请
张小龙、张千和与叶书高三位贫困户
帮助管理茶园，每人每年挣薪金1.7万
元，三户已实现稳定脱贫。

蓝天白云飘，青山绿水流，茶
园 里 茶 树 在 静 悄 悄 地 生 长 。 刘 国
祥，这位生活在大山里的贫困户，
凭借勤劳的双手摘掉贫困帽过上小
康生活，并在乡村振兴路上又一次
成为致富带头人。

“这一次不一样了，我信心更足
了，因为脱贫攻坚极大地改善了山区
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他告诉记者，
下一步计划是和村民组里的群众一起
把通往老家的路修好，让更多深山里
的茶叶和农产品能够走出去，让更多
的家乡人生活能够富起来。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孙传银

“ 头 雁 ”领 飞“ 群 雁 ”随
——记桐城市乡村振兴路上的带头人刘国祥

为进一步激发司法行政队伍的政
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今年
以来宿松县司法局将政治教育、党史
教育、警示教育、英模教育“四项教
育”列出学习计划表，明确学习时
间、学习内容、学习形式，确保各项
学习任务圆满完成，持续推动教育整
顿学习教育学深做实。

向全县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
工作者发出“每天读书1小时”的倡议
书，及时为全系统干警职工征订党史
和政治理论用书，开设队伍教育整顿
集中学习研讨“晚读班”，组织机关全
体干警、部分司法所负责人和各律所
主任、各律所党支部书记集中学习党
的理论书籍和党内法律法规，实时分
享读书带来的新感悟、新思考、新变
化。利用午休时间，举办“教育整顿
补课班”，组织前期因事因病请假未参

加动员部署会或集中学习会的司法
行 政 干 警 和 法 律 服 务 工 作 者 集 体

“补课”。开展全县司法行政队伍教育
整顿主题征文活动，上报6篇优秀征文
参赛，组织学习心得体会“晒一晒”
活动。

在宿松司法行政在线公众号开辟
“党史百年·天天读”学习专栏，已更
新 30 期，并及时推送到机关党建工
作群，便于全系统党员开展线上学
习。组织全系统党员到县革命烈士陵
园和佐坝乡徐文藻烈士纪念馆开展革
命传统教育，通过齐唱国歌、向革命
烈士敬献花篮、默哀一分钟、重温
入党誓词、瞻仰烈士纪念碑、参观
党史纪念馆等形式，共同缅怀革命
先烈，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牢记为民服务宗旨，忠实履行
职责使命。开办专题讲座，系统学

习党的百年历史，深入领悟“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历史和现实原
因，坚定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的理想信念。

组织全系统干警职工集中学习近
年来发生的政法干警违纪违法案件剖
析材料，观看违纪违法政法干警庭审
录像和职务犯罪庭审直播，用身边事
警示教育身边人，用身边案例引导大
家对镜自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教
育意义。同时，这些反面典型案例也
暴露出一些监管和制度层面的漏洞，
警示大家任何时候都不能用信任代替
监督，要完善规章制度，用制度管权
管事管人。

在全县司法行政系统中选树先
进典型，并安排新任公务员跟班学
习，激发全系统学先进、赶先进、
超 先 进 的 动 力 。 举 办 以 “ 致 敬 英

模”为主题的道德讲堂，全体司法
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集中观
看了英雄屹立喀喇昆仑的视频，聆
听了卫国戍边英雄官兵、抗日英雄
沈崇诲、政法英模“调解达人”张彪
（全国“最美公务员”）和安徽首位援
藏女律师陈贤同志（全国“最美奋斗
者”）的事迹，大家纷纷表示要向革命
英烈学、向英雄模范学、向身边榜样
学，强化使命担当，依法忠诚履职，
以优异成绩向党的百年华诞献礼。3
月 22 日晚，组织机关党员干部集中
收看反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典型
事迹的 《榜样 5》 专题节目，榜样引
领前行，榜样提振精神，要发挥先锋
模范作用，切实为老百姓解难事、办
实事、做好事。

通讯员 杨香梅

宿松县司法局

“火力全开”强势推动教育整顿学习纵深开展

从面朝黄土背朝天，到养殖专业
户，从每年出栏1000多只鸭到现在每
年出栏3000O多只鸭的规模，望江县
凉泉乡村民汤霞红在小康路上快步走
的同时，还带动村民务工增收。

“老人家70多岁了，两个孩子都在
念书，还是自己在家里照顾最放心。”
因为要照顾家里老人和孩子，汤霞红
没有外出务工，在家种庄稼，随着小
孩子一天天长大，家庭开支越来越来
大，她迫切地想要找个“出路”。2014
汤霞红下决定发展产业，种植水稻和
养鸭。“自己种庄稼只能养活自己，想
要有出路还得有规模有计划地发展产

业，鸭子生长周期短，比较适合我家
的情况”

“一开始我只养了几百只鸭，把重
心还放在水稻种植上，因为当时资金
上有困难，技术也不熟练。”缺乏经验
技术的汤霞红刻苦学习专业技术，渐
渐的她的产业规模越来越大，2018年
村里建起了养鸭大棚，汤霞红立马与
河南村两委签订了鸭棚租赁协议，开
启了规模养殖之路。“养鸭跟养小孩一
样，要细心勤快。刚买回来的种苗需
要在恒温条件下照料，不能太冷也不
能太热，让它们慢慢适应环境。卫生
要打理好，栏里每天都要消毒，喝的

水也一定要干净，鸭子健康一旦出了
问题很容易引起大面积生病。”谈起养
鸭经验来，汤霞红十分自信。

2017年汤霞红向党组织提交了入
党申请，“我看到每次村里组织的河
道清理、秸秆禁烧、环境卫生等行动
都是党员冲在前面干，我也想要加入
他们，为家乡尽一份力，所以我申请
入党”。一直以来汤霞红都积极参与
家乡公益事业，用工上优先招收贫困
户，带动了 5 户脱贫户就业增收。
2020年初疫情爆发，汤霞红主动申请
成为志愿者，在卡口值班值守，义务
到屋场宣传防疫知识，还带动屋场群

众自发捐款。去年7月，泊湖流域防
汛形势严峻，汤霞红除了自己参与防
汛，还将自家养的鸭和种的桃子捐献
给前线。面对大家的赞扬她却显得不
好意思，“没有党和政府为我们保卫
家园，别说鸭棚，就是我们住的房子
都不一定保得住，我只是尽了一点微
薄心意，最辛苦的还是坚守一线的党
员干部们。”

现在的汤霞红不仅是养殖能手，
还成为了党和国家政策的宣传员，

“红”心向党，热心奉献，小小的身躯
迸发出巨大能量。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龙立立

“红”心向党 小身体迸发大能量
本报讯 为利用天气晴好,

避免、防范降温不利天气，扬长
避短做好当前春耕春播，3月23
日，太湖县农技气象专家联手到
太湖县小池镇金牛农民专业合
作社现场指导播种育秧工作。

专家们了解到该合作社早
稻、再生稻自、代育秧播种己经完
成1200亩，现在正过入育秧的关
键时候。合作社理事长陈友良焦
虑的是：天气变化无常，可能遭遇
大风大雨、冰雹寒流这样的坏天
气，普通钢架大棚长时间保温困
难，可能会造成烂芽烂苗。农技、

气象专家立即赶到育秧大棚现
场，察看大棚覆膜和了解棚内温
湿度，检查秧盘发芽情况后，指导
该户要固紧棚膜绳，压实棚膜边
沿，检查修堵漏风点，抓住晴暖天
气，洒足苗床水，确保出苗及时，
形成壮苗优势，如遇降温采取小
苗控水、保温等措施，应对近期可
能来临的一股寒流降雨天气。

现场，气象专家还发送气象
资料，并主动添加微信好友，确
保服务准确、及时。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周泉水）

太湖县：
农技气象专家联手指导播种育秧

本报讯 为帮助企业有效
对接资源，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
的困难和问题，使企业“轻装上
阵”，迎江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
局扎实开展“四送一服”活动，用
真心服务企业，激发企业发展活
力，助推迎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迎江区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局安排3个工作组分别
对建筑业企业、房地产企业、物业
服务企业和交通运输企业进行走
访调研，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和预期
行情，问询企业发展建议，掌握企
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建立帮扶协调解决问题清单。今
年以来，总计走访企业65家 89
次，发放“四送一服”微信公众号卡
片65张，收集意见和问题36条，
截止3月24日已全部协调解决完
毕，为企业发展增添了活力。

迎江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
“四送一服”工作组持续改进工作
作风，优化工作流程，增强服务意
识，贴近企业需求，不断提升服务
效能，实现企业活力竞相迸发的良
好势头。今年以来，迎江区住房城
乡建设交通局深入企业开展“四送
一服”活动，为企业发展解决资金
需求，成功帮助企业对接完成
3000余万元的款项支付到账。

今年以来，迎江区住房城乡
建设交通局组织召开政策集中
宣讲会3次，参加企业34家；深
入企业开展政策宣传20余次，帮
助企业掌握、吃透发展政策，帮
助企业申报稳岗补贴，为部分企
业招聘优秀人才8人，实现企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建设“五个
迎江”进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贡
献力量。 （通讯员 何星康）

迎江区：开展“四送一服”
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本报讯 3月27日，望江县
翠岭路口边一家良哥制衣店，格外
热闹。门外小雨下得滴滴答答，屋
内缝纫机声框框哒哒，一堆堆加工
好的成品在屋内摆放整齐，工人们
的工作热情已经热火朝天了。

该制衣店的负责人叫夏加
良，是望江县凉泉乡横山村夏大
屋的贫困户，家有老父母在家务
农，早年间在外学裁缝制衣，虽然
腿脚患有残疾，但在技术上经验
丰富，靠着勤劳的双手，2015年已
顺利摘下贫困户的帽子。三年前
他回乡创业做起了老本行制衣加
工，几个工人、几台机器，还不具
规模，创业开始总是困难重重，一
年下来效益也不高，2020年初偏
又碰上了新冠疫情的冲击，资金

周转出现困难，但他没有就此放
弃。该村扶贫专干夏泽军得知他
的境况，第一时间告知他有小额
信贷的政策，多少可以帮助缓解
眼前的困难。小额信贷申请下来
了，五万块钱解了夏加良的燃眉
之急，他连连感叹，“要不是有这
个政策，我到哪去挪钱啊，工人工
资是绝不能拖欠的，感谢村里，感
谢政府啊！”

在外的奔波，与家乡的温暖
形成了鲜明对比。新的一年，夏加
良制衣搬到了望江县城边，与县城
童装城多家网店签单，比起前两
年，今年已经有稳定收入上十万
了，增加了机械，增加十多名工人，
大多是周边居民，月薪三千多。
（通讯员 汪结伟 汪伶俐）

望江县：
制好“金缕衣” 铺就致富路

3 月 28 日，“小交警”在民警的
指导下上岗体验指挥交通。为了迎
接第 26 个“全国中小学安全教育
日”活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
队组织学生开展“守规则除隐患、
安全文明出行”主题实践教育活
动，通过参观警营、安全知识宣
讲、参与交通文明劝导等方式，让
学生们了解交通安全知识，提升学
生交通安全防范意识。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胡艳 摄

本报讯 3月25日下午，按
照省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的安排部署，宜秀区举办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据了解，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开展以来，宜秀区深入贯彻中央、
省、市部署和省指导组具体指导
要求，第一时间召开区委常委会
暨全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明确了全区教育
整顿筑牢政治忠诚、清除害群之
马、整治顽瘴痼疾、弘扬英模精神

“四项任务”和学习教育、查纠整
改、总结提升“三个环节”，并细化
方案任务为67项具体清单。全
区政法各单位正锚定目标、挂图
作战、平稳推进。在“四项教育”
具体实践中，宜秀区政法单位创
新了 8 小时外制度化学习 2 小
时、“1+2”学习制度（即每天每人
集体学习 1小时、自主学习2小
时）等学习制度，采取撰写心得体

会、开展研讨交流等多种方式帮
助干警入脑入心，目前全区干警
撰写心得体会材料超过600篇，
政法系统学习氛围空前浓厚。宜
秀区政法单位开展寻找身边的英
模、寻找“三牛”式模范干警等活
动，首批6名英模即将亮相登台，
学先进、争先进等创先争优的氛
围在宜秀政法系统蔚然成风。

记者了解到，宜秀政法系统
还坚持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原则，坚持
开门抓整顿，坚持学用结合、服务
群众，政法系统“我为群众办实
事”成效初显，已经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小事40余件。偏远农村
办证难、新建小区上户口难等涉
及不少群众的焦心事，也已经列
上了宜秀政法系统的实事清单，
不久后也将得到解决。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方华）

宜秀区：
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