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12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云 丁玲 美编：杨犇 电话:5325918

专 版

“最美夕阳红 重阳话党恩”
——岳西县重阳节期间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活动

编者按：
为不断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弘扬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岳西县委文明委、岳西县民政局、岳西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最美夕阳红·重阳话党恩”典型人
物宣传报道。本次活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根本，深化“我们的节日”主题活动，坚持创新传统节日的形式和载体，努力营造敬老、爱
老、助老的良好氛围，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峥嵘岁月，他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退
伍回乡，他深藏功名甘做老农。储松山，一
名抗美援朝老兵，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
93岁高龄的普通农民。

1950年1月，岳西县毛尖山乡籍储松山响
应国家号召毅然参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医
疗防疫队服役，被授予少尉军衔。在抗美援
朝战争期间，他参加过大小战斗十余次，至今

腹部受伤疤痕清晰可见。1953年7月随军凯
旋，直到1958年3月光荣退伍。

退伍后，他毅然放弃县公安局安置工作，
响应国家号召，回到家乡，积极投身到生产生
活中。退伍63年，储松山从未主动提起过
往，村邻仅知道他是一名老兵，为人和善、乐
于助人，深受乡邻爱戴。直到2020年10月，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

纪念活动之际，工作人员给他送来一枚荣誉
纪念勋章，大家才得知他曾立下累累战功。

在县公安局档案中有一张登记表，信息
显示储松山的入党时间为1953年11月，但当
时条件有限，又因工作关系辗转，回乡后的储
松山党组织关系一直未能落实，也无人知晓，
这成了储松山的一块心病。中国人民志愿军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活动这天，在
几番询问下，他吐露出埋藏已久愿望，就是希
望恢复组织生活。2020年11月，鹤林村党员
大会召开，全票表决通过了恢复储松山同志

党组织生活的决定，这块心病终于医好了。
如今，在家人的照顾下，储松山生活美

满。村里的党员代表们也纷纷以这位老党
员为榜样，发扬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甘于奉
献的精神，积极投身乡村振兴，贡献自己应
有的力量。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不向组
织提要求，不给国家添麻烦。他是大山中的

“无名”英雄，也是我们身边最平凡的人，这
不仅是一种精神，更是可以传承一代代的红
色文化基因。（通讯员 程暑炜 冯小倩）

储松山：深藏功名守初心

他军人品质、崇德向善，用默默的善举
感动了岳西学子；他助学立德、春风化雨，用
无言的行动诠释着人间大爱。他携着善良
来，传递能量美名扬，用自己的光和热续写
了无私奉献的佳话。他就是张扬。

张扬的助学情结由来已久。他从物质
匮乏的年代走来，深知教育对孩子们的重要
性，他坚信知识改变命运。岳西是革命老
区，也是欠发达地区。张扬始终牵挂山区的
孩子，他笃信“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决
心从支持教育发展和资助贫困学生着手。

2019年至今的三年时间里，张扬将安徽
省社会收入分配研究会节省下来的办公经
费40万元送给岳西，用于奖励考上大学的困
难学子，目前已受助学生38人。其中15万
元用于帮助岳西店前中心学校修建操场，完
善学校配套设施，为学生学习和成长提供更
好的环境。

张扬在捐资助学时慷慨解囊，但在自己
的吃穿用度上只求“够用”即可。年逾七十，
他用敬业、节俭、奉献诠释了人间大爱，他以
微薄之力帮助老区的孩子解决实际困难，让

孩子能上学读好书，让孩子永葆老区人民的
精神风貌，永远不忘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石蕴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张扬
说，“付出就是最大的收获，要把爱心献出来
才算圆满。”3年来，张扬牵挂岳西，心系学
子，却几乎不跟受助学生联系。他希望这些
年轻人按自己的意愿去尽情生活，如果有余
力就把报答的心留给社会上更多需要帮助

的人。在张扬眼里，每个受资助的孩子就是
一颗爱的种子。帮助他们，就是浇灌顽强的
种子，一定能开出梦想的花来。

张扬坦言，乡村振兴必先人才振兴。他
将继续关心关注岳西每一点发展变化，用心
用情用力为岳西的教育事业添砖加瓦，为岳
西的美好明天奉献自身的光和热。

（通讯员 王节晴）

张扬：心牵岳西学子，善良皆有来处

他是人民公仆，退休不褪色，奉献公
益事业，开出良善之花。他是慈善之星，
爱心架桥梁，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他是
岳西县慈善协会会长刘煜。在他的倡议
下，2009年12月30日岳西县慈善协会挂牌
成立。

岳西县慈善协会紧紧围绕“阳光慈
善、精准慈善、品牌慈善”目标开展工

作，结合县情重在助学、助孤、助老、助
医等方面实施项目，做响了“慈善圆梦”
资助贫困大学生、“浦江乡情”资助困难高
中生、“关爱孤儿”资助特困儿童、“爱心
夕阳”资助困难老人等特色品牌项目。

2019年，安徽国信建设集团捐资116万
元资助岳西100个贫困学子，要求品学兼优
且家庭特困的大学新生和高一新生，时间

紧、要求高、责任重。刘煜带队冒着高温
酷暑，一个不漏地走访了100个学生家庭，
对极少数不符合要求的资助对象，及时作
出调整。他每天早出晚归，驱车日行200多
公里，仅用6天时间就完成了走访任务。

为了推介岳西慈善，刘煜经常带队到
上海、南京、合肥等地联系爱心企业和爱
心人士，为岳西慈善募集到源源不断的善
款。截至2021年 8月，岳西县慈善协会共
募集资金1750万元，发放救助款物1717.382
万元，救助各类困难家庭2613户，救助特

困学生2044人，困难老人1800人，特困孤
儿90人。另外，还根据捐赠人意愿实施社
会公益项目：建村级茶园300亩，建村级幼
儿园1所，助建农村敬老院3所，捐建留守
儿童之家4所，通村水泥路2条等，为助力
脱贫攻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2014年，岳
西县慈善协会荣获第二届中华慈善突出贡
献奖，曾三次在全省慈善系统会议上作经
验交流，刘煜荣获首届“长三角慈善之
星”称号，2021年8月刘煜当选为安徽省慈
善总会监事。 （通讯员 王云峰）

刘煜：十年艰辛路，满腔慈善情

在革命老区山城岳西，每当有人提起
“汪姨”这个称呼时，大家无不竖起大拇指纷
纷称赞，她是一位好妻子、好母亲，经营着幸
福美满的家庭；她热衷公益，关爱困难群体，
连续20多年奖助困难大学生。她就是汪锦
云，先后荣获“安徽省最美家庭”“岳西县最
美家庭”称号。

汪姨30余年悉心照料公公无微不至，她
用勤劳善良、真情善举，诠释了什么叫“百善
孝为先”。

汪姨的丈夫经营着天鹅集团，工作辛

苦，琐事繁多，汪姨就充当着工作秘书和贤
内助的角色。在“天鹅”，只要提起汪姨和

“汪姨调解工作室”，集团几乎无人不知，集
团员工碰到难心事、家务事时第一时间会想
到的倾诉对象。

“企业兴衰与职工家庭密不可分，职工个
人有了难事、家庭有了小纠纷，愿意跟我说说，
我就跟她们聊聊。”汪锦云感慨地说。2014年，
天鹅公益服务中心搬迁至天鹅山庄，汪姨也把
调解工作室搬进小区，成立起“家长课堂”，定
期组织开展“婆媳分享会”等公益活动。

在汪姨的带动下，儿子、儿媳、女儿、女婿
先后加入公益队伍中来，同时还发动身边的亲
戚朋友一同参与。就连只有几岁的孙子也热
心公益，在疫情期间，第一时间捐出了压岁钱，
节假日还会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安徽天鹅公
益服务中心始终坚持为社区群众做好事、办实
事，先后为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300余人次，
免费辅导学生课程3000余人次；接纳幼儿活

动2000余人次，在2015年被安徽省扶贫办授
予“安徽省社会扶贫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为了让更多困难大学生不再为学费发
愁，由汪姨负责管理的岳西县奖助优秀大学
生协会连续多年为困难优秀学生家庭送去温
暖。29年来，协会累计奖励81名学子，帮助
498名学子，奖助1324人次，累计发放奖助学
金和物资227.9万元。（通讯员 刘辰 徐飘）

汪锦云：真情善举，暖企爱家

王学钿，83岁。2000年 11月退休，现任
五河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王学钿在岳西
这个国家级贫困山区做了40多年的“执行主
任”，可谓桃李满天下。

无论严寒酷暑，在大别山南麓崎岖的山
路上，总能经常看到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奔
忙的身影。他走访岳西县志、党史办，并调
阅资料，同时亲自到原来红28军常住地请来

了80岁以上的几位老人召开了座谈会。王
学钿根据几位老同志讲解的事迹，整理了英
勇奋战的英雄故事，并英雄故事带进校园讲
给孩子听。王学钿共讲述红28军在岳西县
早期对敌斗争的报告会5场次，参加师生达
5000多人，深受广大师生的称赞。

五河镇是岳西高腔的发源地之一。2011
年7月，县、镇、村三级领导多番动员王学钿

牵头，把高腔传承下去。王学钿经过一个多
月奔波，组建了五河高腔剧社，2011年12月由
县传承中心正式挂牌，王学钿任剧社社长。

如今剧社先后在本镇和外乡镇开展演
出，深受广大干群一致好评，得到上级各界
媒体的高度赞扬，五河高腔剧社先后接待外
国专家、中央电视台、文化部、省市文化局等
专访。

五河高腔剧社还与五河镇辅导小学建
立联系，现在岳西高腔已在校园作为音乐课
学习。在悠久的文化底蕴下，岳西高腔与时

俱进，发展壮大。
为把原来的土路变成美丽的马路，让群

众享受到交通惠民的好处，王学钿挨家挨户
做思想工作，给农户说明修路带来的好处，
交通完善的重要性，并到施工一线去，现场
指导、一线监督。如今的五河村道路如毛细
血管般向每个地方延伸，为村民实现从“封
闭”到“开放”的转变。

节俭生活，慷慨解囊，培桃育李写春秋，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这便是王学钿的真实
写照。 （通讯员 黄文仪）

王学钿：耄耋多情人不老，甘将心血化时雨

胡四娥，1989年，经人介绍结识金盆村
男青年刘和建，两人一见钟情。然而，当刘
和建告诉胡四娥，家里还有三个身患残疾、
生活无法自理的兄姐时，胡四娥有些犹豫，
但在与刘建和相处的日子，感受到其憨厚老
实，有爱有担当，最终同意嫁过来。

1990年，22岁的胡四娥与刘和建结婚。
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三兄妹，目光呆滞，喜怒
无常，尽管有心理准备，还是让青春靓丽的
胡四娥发憷。但是，农村女人说一不二的品
质及要强的性格，让胡四娥坚持了下来，义

无反顾地用细心、贴心、暖心照顾三位亲人。
夫妇俩一个主外一个主内，日子平静而

祥和，家里被胡四娥料理得井井有条，兄妹
仨也容光焕发。

随着儿子的出生，家里的负担重了起来，
胡四娥开始有出去挣钱的念头。然而，胡四娥
因为出门做了几天小工，大姐癫痫发作，差点
阴阳两隔。二哥乱跑，找不到家，胡四娥和邻
居硬是找了几天几夜。虽然有惊无险，但胡四
娥再也不敢离家，一心一意照顾三位兄妹。

大哥刘和耀比胡四娥夫妇大二十多岁，

胡四娥就像对待父亲一样，每天给他洗脸喂
饭擦洗身子。二哥刘毛聋哑，还严重贫血。
胡四娥经常带二哥去医疗室挂营养水。在
胡四娥真情照顾下，癫痫疾的大姐对弟妹的
辛苦有了心疼的认知，在不发病的情况下，
会主动到灶台下添柴生火。二哥贫血治好
后，也会跟着胡四娥到地里干点农活。

冶溪镇敬老院投入使用后，村里动员她

将三兄妹送到敬老院，但几十年的风雨同
舟，早就与三兄妹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感情，
分开任何一个心都不安。于是，胡四娥和兄
妹仍住在一起。

“几位老人年龄大了，胃口也不怎么好，
四娥就经常把饭煮烂点，搞稀点，他们吃的
也舒服些。”邻居刘良云夸赞道。

（通讯员 程乔霞）

胡四娥：残破的家因你而完整

常家喜，76岁老党员，任教四十余载，为
山区教育事业发光发热。先后获全国“先进
工作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纪念章等荣誉。

1965年，19岁的常家喜响应国家“知识
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从合肥第八中学来到
原头陀公社西美大队插队落户，成为了“新农
民”。1966年7月，由于表现突出，常家喜被

公社领导推荐参加教师集中培训，同年10月
份，成为了一名教师。

常家喜在头陀镇从教的岁月里，从劝说
辍学儿童回校到组建学校少先队；从巩固学
校“普九”教育到解决学校物资短缺情况；从
在全镇小学开展普通话巡讲到在教学上不断
开展教学研究……40多个春夏秋冬寒暑轮
转，山风撼着他的柴扉，夜的沉寂伴着他的孤

灯，黎明的晨曦早已悄悄染白了他的窗棂，三
尺讲台，他用红烛精神为一拨拨孩子照亮了
前进的路。

1981年，知青纷纷上调返程，他犹豫过，也
动摇过，但他终究没走。他和大山合成一体。

扎根农村小学教育工作四十余载，常家
喜默默无闻地在岗位上奉献着。1989年，被
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2019年，荣获“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为
大别山无私奉献，大别山也对他报以厚爱。

闲暇之余，常家喜喜欢回到校园里走走

看看，学校的发展和变化令他感到欣喜和骄
傲，常家喜还经常被邀请回学校同老师们交
流并为他们上党课。

今年，退休后在县城生活多年的常家喜决
定和老伴回到西美村生活。“我在西美工作和
生活了42年，对这里有着浓厚的感情，父老乡
亲对我非常友好，十分关心和关怀。”这片土地
给他的影响已深深地融入了他的血脉中。

他的光，也许有限；他的热，也许不能有多
大辐射，但在这个世间，有光有热，总能为人们
留下一点光明和温暖。 （通讯员 冯小倩）

常家喜：三尺讲台写壮志，蜡炬成灰泪始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