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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居住在怀宁县高河镇的李同海
于1947年参军。“刚刚参军的时候是
地方武装，主要是打游击。”李同海
回忆，当时他和战友们白天向当地的
村民进行党的政策宣传，晚上则打游
击。淮海战役开始后，李同海所在的
地方武装也加入淮海战役。“当时国
民党的指挥部在江苏省的徐州北，我
军的指挥部在徐州以南。”李同海
说，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布置战场，
同时阻断国民党军队的汇合。

李同海说，因其是在淮海战役开
始之后才参加作战，在战场上大约呆
了四十余天。但这四十余天却让他终
生不忘：“很多战友都牺牲了，四十多
天里几乎全是阴雨天，潮湿阴冷的环
境，我们在战斗的间隙，就睡在牺牲的
战友身边。”曾经，李同海的妻子还在
世时，有一次谈到淮海战役，便问：“当
时在战场上，牺牲了那么多战友，你怕

不怕？”李同海的儿子李晓庆也在旁
边，李同海答：“我不怕，当时看到那么
多人牺牲，我们都红了眼，与敌人交锋
时，一个战壕、一条河沟，一下就跨过
去了，我想的就是为已经牺牲的战友
继续前进。”

淮海战役之后，李同海随即参加
了渡江战役。“我们所属的是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
军，渡江战役，我们是从枞阳县过长
江的。当时国民党白崇禧的军队战线
拉的很长，我们打过江去以后一直在
敌人后面穷追不舍，一天能跑一百多
里路。”李同海说，“渡江战役我们打
的仗没有淮海战役中的多，当时我军
已经势如破竹，与敌人正面交锋的情
况比较少，我们在后面追，敌人在前
面跑。”从江苏省、湖南省、贵州省、
云南省，李同海随部队最后一直打到
了四川省。

李同海说：“当时国民党胡宗南的
部队从云南逃到四川，我们追到四川，
本以为会有一场硬仗要打，没想到的
是胡宗南在四川坐飞机逃跑，部队瞬
间没了头领，纷纷投降，预计的硬仗也
没打成。”

李同海说，到了四川以后，上级决
定由十八军进军西藏。进军西藏这一
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最后落在了
十八军肩上。“十八军这支部队英勇善
战、作风顽强，在军、师领导层中，有老
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干部，能够承
担起这一重大任务。当时进藏连路都
没有，我们的先遣部队在前面开路，他
们开一截路我们走一截路，那个条件
特别的艰苦。”李同海回忆说。

“当时即使是坐牦牛一天也只能
走二三十里路，我们的五十二师在前
面修路、五十三、五十四师在后边，
最后一直到了拉萨。”李同海说，从

1949年入藏，到1954年第一次离开西
藏到重庆学习，已经过了5年时间。

“1955年，我又再次返回西藏，帮助
当地搞土改运动，直到1957年回到安
徽合肥进行学习，1958年被分配到安
庆参加工作。”

于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同
海党龄已经有 71 年。参加工作以
后，李同海先后在安庆市重工业
局、怀宁县食品公司工作，并于
1980 年离休。在工作中李同海始终
保持着军人作风、党员做派，严于律
己，无私奉献。

据李同海的儿子李晓庆介绍，李
同海在90岁高龄时，仍坚持每天跑步
散步，“现在虽然腿脚大不如前，外出
的时间也少了，但他的信仰从不变老，
把自己视为党的儿子，以身许党志不
移的信念从未改变。”

全媒体记者 付玉

百岁老党员李同海：一次选择 终生信仰

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也是第一批进藏解放军的一员，即使已经101岁高龄，老党员李

同海对于过去那段革命历史仍记忆犹新。

4月 1日清晨，余恩华家的养鸡大
棚内一片热闹景象，一只只戴着眼镜
的鸡争相抢食，鸡鸣声此起彼伏。3月
底，余恩华家肉鸡刚刚出栏一批，赚
了有五六万元。标准化、鸡粪资源化
利用、低风险、高效益的肉鸡特色养
殖为望江县太慈镇桃岭村居民开辟致
富新“鸡”遇。

余恩华介绍：“我家两个大棚共
有1800多平方米，每年差不多能出栏
3批肉鸡，一只鸡平均能带来2-3块
的利润。像今天这样出栏一次能赚
5-6万元。”

别看现在大棚养殖效益显著，早
前肉鸡的养殖方式可是困扰了余恩华
许久。他先后订阅了肉鸡方面的有关
养殖资料。在获得相关知识后，他又
向有经验的养殖大户请教。学习过程

中，他注重研究温度变化、饲料配
比、鸡舍环境、疾病预防对养殖质量
的影响。多方对比后，他决定采用地
养模式。

地养模式采用的是发酵床，鸡粪
在发酵床上自然发酵，发酵后的鸡粪
含氮量低，十分环保，也可作为草
菇、茶叶等经济作物的肥料，形成种
养良性循环，提升了土壤肥力。余恩
华说：“一般的笼养鸡粪含氮量高，
不可直接用作有机肥，地养模式在养
殖场中加铺垫料，如杂草、锯末等，
经自然发酵含氮量大大降低，可进一
步加工生成鸡粪有机肥。鸡粪有机肥
中所含的活性有益菌种可有效帮助植
物抵抗病虫害，进一步增强作物抗
寒、抗冻能力，为农作物的生长带来很
多好处。”

为了防止鸡群相互争斗，影响采
食，有效提高肉鸡养殖效率，余恩华给
这些肉鸡还戴上了“眼镜”。“‘眼镜’戴
上以后，鸡群中争斗厮杀的现象大大
减少了，鸡群死亡率也降低了许多，那
些瘦弱的小鸡崽也能不受欺负吃到饲
料了。”余恩华介绍到。

早年，余恩华在外务工，为响应
家乡号召，2015年下半年，他毅然返
乡创业。2018年，他正式与立华牧业
有限公司合作，创办家庭养鸡农场。
凭借着精湛的养鸡技术，余恩华找到
了致富“金钥匙”，通过自强不息、
辛勤劳作，换来了家业兴旺、家庭和
睦。自身发展的同时，他还不忘先富
带后富，每年肉鸡出栏的时候他总是
能想到村里的贫困群众。“抓一只鸡
有一两毛钱，像我经验丰富一天就能

赚200-300元，补贴家用是没问题的。”
农户江桂荣说道。

“这几年养殖效益不错，明年我打
算扩大规模再新建一个大棚，多雇几
名员工，也尝试一下笼养模式。旁边
这块土地已经审批下来了。”余恩华指
着不远处的土地规划道。

“这种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大
大降低了养殖风险，为农户提供了强
有力的技术支持和销路保障。”太慈镇
桃岭村党总支书记余正才说道。

近年来，桃岭村两委积极号召在
外务工的能人巧匠回乡创业，努力为
他们提供优惠政策。目前在桃岭村，
像余恩华这样的肉鸡养殖户已经发展
到了十余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返乡创业。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陈明

鸡群戴“眼镜” 地养加笼养

开 辟 致 富 新“ 鸡 ”遇

潜山市塔畈乡杏花村是潜山市财
政局的扶贫结对帮扶点。往日的穷山
村，如今有了宽敞平坦的水泥路，村前
宽阔整洁的农民广场，整齐划一的易
地扶贫搬迁安置房……春日村景宛如
一幅图画，这是脱贫攻坚结对帮扶结
出的硕果。

在结对帮扶上，潜山市财政局充
分发挥党建的引领作用，推动“双包”
工作开展，使得杏花村在全市率先脱
贫出列。如今年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
元以上，村集体经济收入从过去的

“零”发展到今天的近20万元。
几年来，该局党组班子成员深入

杏花村，走村入户，开展调研，查看
村情、了解民情，会商帮助村委制订
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确保项目支

持、资金安排等重要事项决策科学、
精准、可行。该财政局因帮扶工作有
力有效，连续多年在全省财政扶贫资
金绩效评价中获得“优秀”等次，

“双包”工作连续多年在全市考核中
位居前列。

在组建驻村扶贫工作队时，该局
倡导职工积极报名，选取政治素养
高、熟悉农村工作、协调组织能力强
的同志，其中工作队长、副队长均为
党员，为推深做实帮扶工作提供了强
有力的组织保障。根据村民组数量和
贫困户分布情况，成立16个结对帮扶
小组，采取一对一结对帮扶的方式，
68名干部结对帮扶贫困户，建立起工
作到组、扶贫到户、精准到人的工作
机制。

走访帮扶中，党员主动亮身份，最
大程度利用好组织优势、部门优势、个
人优势，真帮实扶贫困户。在党员的
示范带动下，结对帮扶干部熟知村里
每户的具体情况，了解村里每道沟坎
和弯道，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帮扶人
员的身影。

结对帮扶前，杏花村是软弱涣散
组织村，也是村集体经济空壳村。为
早日摆脱贫困，该局机关党支部与杏
花村党支部结为共建单位，成立联合
党支部，增强引领力、组织力。实施互
学共建提升行动，利用重要时间节点，
局机关党支部负责同志为杏花村党员
上党课，并邀请党员代表到该局学习
座谈。举办种养殖业培训，让党员致
富能手现身说教，充分激发党员参与、

支持扶贫的积极性。
同时，该局积极引导种植大户流

转农户土地，发展茶叶、瓜蒌和中药材
等农特产业，增加农户收益；举办种养
殖业培训班，邀请龙头企业负责人传
授生产技术，提高农户发展技能；组织
村内在外创业成功人士搭建就业平
台，吸收贫困劳动力务工；利用人脉资
源，动员社会力量捐款捐物，资助贫困
家庭学生，救助因病返贫家庭。

一路走来，在党建的引领下，杏花
村已驶入了乡村振兴的快车道，潜山
市财政局党总支、机关党支部分别被
授予“安庆市基层党组织标准化示范
点”“潜山市标准化规范化基层党组
织”荣誉称号。

潜山市国库集中支付中心 袁先礼

潜山财政：夯实扶贫之基 助力乡村振兴

4月1日上午，大观区小红色宣讲
员在烈士陵园给前来扫墓的200名师
生讲述刘胡兰、王步文、陈乔年、陈延
年等革命烈士英雄故事。

大观区教育、文旅等部门开展
“小手拉大手 共同学党史”主题教
育，成立“小小红色宣讲团”，以辖区
内红色景点、党史人物等为教材，集
中培训12名小小红色宣讲员，利用课
余时间，在革命烈士陵园、渡江烈士
纪念碑等红色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
景点等地，为辖区青少年和党员干部
义务担任红色宣讲员，讲好红色故
事，讲好党史人物，缅怀革命先烈，传
承红色基因。

通讯员 项顺平 刘鹏 摄

小小红色宣讲员

本报讯 “砖头、沙子、水泥、化
粪池、坐便器，这些都是政府提供
的，自己没花一分钱，就解决了旱厕
气味难闻、蚊蝇滋生的问题。” 4月
1日，说起“厕所革命”带来的诸多好
处，桐城市双港镇福华村村民徐长
林的脸上笑逐颜开。

双港镇农业站站长吴文彬介
绍，砖砌三格式化粪池具有使用寿
命长、处理效果好、清理周期较长等
特点。“设备采购和安装施工费用，
均由各级财政奖补承担。农户改
厕，基本不需自己花钱，因此改厕积
极性很高。” 吴文彬说，推进农村

“厕所革命”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项重要内容，是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的重点任务。目前，该镇已完成
改厕1111户。

该镇坚持农村厕所改造与农村
污水治理相结合，与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相结合，与农村人居环境综合

整治相结合，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保
障群众权益的前提下努力打造乡村
振兴的“新名片”。

“厕所改造，给我们村带来的变
化真是太大了。厕所没改造以前，
夏天蚊子苍蝇乱飞，每次上厕所都
要捂着鼻子。”福华村徐怡苗说，
如今厕所改造之后，上完厕所，手一
按，水一冲，粪污就到化粪池。再经
过发酵、沉淀等流程，无害化处理后
的粪污还可以用作肥料浇灌农田、
菜园。“农村改厕改出我们老百姓生
活新时尚，让我们生活得屋里面干
净屋外面光鲜。”

近年来，桐城市坚持把“厕所
革命”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
具体工作来推进，努力补齐影响
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据了解，
截至去年底，该市卫生厕所用户达
151736 户。（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孙传银）

桐城：
推进“厕所革命”改出乡村新风貌

暖春四月，是外出“踏青”、“春
游”的美好时节，也是呼吸道传染病
好发季节，因此，市民要注意水痘、
流行性腮腺炎等呼吸道传染病和手
足口病等肠道传染病的预防。随着
气温的上升，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
合征等虫媒传染病也逐渐增多，市
民外出旅游、踏青时要注意预防。
同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
严峻，市民需要提高警惕，做好必要
的预防措施。

新冠肺炎预防措施

1、科学佩戴口罩，进入公共场
所，特别是乘坐公共交通、电梯等密
闭空间应佩戴口罩。

2、保持1米以上社交安全距离。
3、尽量避免接触公共物品或进

口产品，接触时佩戴手套，接触之后
及时清洗双手。

4、咳嗽、打喷嚏时用肘部或纸
巾遮掩。

5、保持居家环境整洁，加强通
风消毒。

6、养成勤洗手、用公筷等良好
的卫生习惯。

7、尽量减少聚集性活动，提
倡家庭私人聚餐、聚会控制在10人
以内。

8、广大市民积极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

水痘和流行性腮腺炎

水痘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感染对
象主要为幼托、学龄前与学龄期儿
童；水痘传染性较强，易在幼托、小
学等集体单位通过呼吸道或日常生
活接触传播，形成聚集发病。流行
性腮腺炎是一种主要通过飞沫传播

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预防措施

1、学校要落实晨检、因病缺勤、
病因追踪管理制度。

2、注意开窗通风，保持空气
流通。

3、对易感儿童接种水痘减毒
活疫苗和含腮腺炎成份的疫苗免疫
预防。

4、集体单位尤其幼托机构加强
晨、午检，做好日常隔离消毒，及时
发现和隔离病人。

5、患病儿童应及时就诊，注意
护理，防止继发感染。

手足口病

手足口病是以手、足皮肤疱疹
和口腔粘膜溃疡为主的传染病。该
病主要通过接触污染的手、毛巾、
手帕、茶杯、玩具、床上用品等感
染，感染对象主要为 5 岁以下儿
童，尤其3岁以下儿童为重点关注
对象。

预防措施

1、幼托机构等要加强晨检制度，
早期发现，早期隔离是控制本病疫
情扩散最有效措施，患病儿童应离
园居家隔离，做好护理。

2、加强教室、居室等环境空气
流通。

3、做好日常性幼托机构等消毒
隔离（玩具、餐具、便器等消毒）。

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蜱虫等
虫媒的活动逐渐增加，市民在户外
游玩或劳动时，要做好个人防护，
避免蜱虫叮咬，一旦有发热和血小
板减少出血等症状应及时到正规医
疗机构就医。 疾宣

四月防病提示

4月2日下午，市经开区菱北办事处人武部组织民兵应急分队举行防汛
抢险应急演练。

演练模拟辖区龙潭水库连日受暴雨影响，水位持续上涨，一度有蔓延居
民区态势，汛情灾害一触即发。办事处人武部接到汛情命令后，迅速集结应
急队员，携带防汛器材，紧急奔赴水库。到达抢险现场，应急队员迅速调试安
装泄洪泵抽水排洪，大家在雨中快速挥锹、装运沙袋，接力抬运、封堵缺口。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奋战，水库险情有效控制，灾情威胁解除。

整个演练紧张有序，环环相扣，防汛抢险有条不紊，提升了民兵应急分队
防汛抢险综合反应能力。 通讯员 菱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