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2月30日 星期四
社 会

责任编辑：徐勇进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新闻传真新闻传真

在制作酥糖的熟制车间，从宣城市
泾县请来的肖小书师傅，身穿工作服，
戴着工作帽和手套，正在案板边用3根
夹板将团状长条的酥糖粉夹成规则的梯
形长条，技艺娴熟。酥糖粉由芝麻粉、
葡萄糖、面粉、食用油等混合而成，这
些梯形长条将被切成小块进行包装。案
板对面，工人徐福萍和另一名工人正在
忙着包装。三块一包，两包一袋，她们
的包装速度同样令人惊叹……在这个熟
制车间，每天有600斤酥糖从这里走进
千家万户。

这里远离城市喧嚣，500平方米的
厂房虽小却样样俱全，包含油炸、熟
制、包装 3 个车间。酥糖、麻球、麻
花、角酥、方片糕、芝麻粉……公司以
生产望江当地传统小吃为主，每年农历
九月到腊月是最忙的时候。

公司负责人陈昌发今年65岁，就
是清泉村本村人。1995年，已近不惑之
年的陈昌发从上海回到老家清泉村，办
了一个食品作坊。此前，他在上海做泥
瓦匠多年，后又从打工的食品厂学了一
些技艺，想到老家也盛行一些特色小
吃，家中两个孩子又需要照料，坚定了
返乡创业的决心。回家之后，他买了一

些生产设备，请了一位师傅负责日常生
产，从酥糖、麻球、方片糕这“老三
样”开始，他就和当地这些特色小吃结
下了不解之缘。

记者眼前的陈昌发，体形较瘦，
话语不多，他的脸庞写满了故事。陈
昌发说，他没有读过书，学起东西来
也很吃力，但他当初就是想把自己小
时候记忆里的传统味道流传下来，在
食品厂打工的那一年，让他下定决心
迈出了这一步。

创业早期，陈昌发每天挑着150斤
的担子走村入户，在本村和周边村一家
一家地跑，叫卖自家的小吃。时间长
了，村民经常是听到吆喝声、闻到香味
儿就围了过来，有时他一天150斤都不
够卖的。每天凌晨4时起床，天不亮就
出门，晚上七八点回家，担子里的货越
卖越少，他的肩上、他的心里也是越来
越有劲儿。

陈昌发说，每年从年头卖到年尾想
不到休息，五月节、八月节也要做一
些绿豆糕、月饼什么的去卖，过年前
的几个月是最忙的，卖得最好的时候
一天能有 500 斤，担子要挑好几趟出
门，也有村民上门买，家里有办喜事

的，一次要买个好几百斤……那时没
有水泥路，每天这样走下来，他的鞋
子不知走破了多少双，多少次他冒着
寒风、冒着大雪回到家时手脚被冻得
几乎没了知觉……

后来，陈昌发有了一些积蓄，先后
买了摩托车、面包车，销售范围越来越
大、市场越来越广。2011年，陈昌发成
立了自己的食品有限公司，开始扩大生
产规模，聘请工人、带动就业，并靠着
自己的学习摸索，增加了一些食品种
类。现在，公司已有十几名工人，常年
生产十几种传统小吃。

小小食品厂，香飘千万家，更为本
村及周边村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
机会，让他们实现“家门口就业”。

徐福萍是邻镇杨湾镇丰大村人，几
年前，她来到食品厂从事包装工作，每
天骑电动车上下班，也就十几分钟的路
程。因为要照顾家中老小，她无法出远
门打工，只能考虑在家门口找一份工
作。在这里上班，工资、福利加午餐算
一算每天有120元的收入。她家曾是贫
困户，现如今也早已脱贫，靠着自己的
双手让家人过上了好日子。

在陈昌发的食品工厂，一栋4层的

现代办公楼在这乡间格外显眼。因为生
产办公需要，2015年，陈昌发筹钱建了
这栋办公楼，在资质、土地等手续办理
上，他一窍不通。通过镇、村干部“跑
腿”服务，他成功办理了各项手续。因
为资金缺乏，陈昌发吸纳了16户贫困
户的小额信贷户贷企用资金，既解决了
建设资金缺口，又为这16户贫困户带
来了每年3000元的分红。2016年，办
公楼顺利建成投用。

现在，陈昌发的小吃早已闻名遐
迩，产品销售不再那么吃力，望江及周
边城市的超市、代理商需要供货时，他
可以直接派车送过去。紧跟时代步伐，
他也在网上开拓了自己的销售渠道，每
年的线上营业额占到全部营业额的20%
左右。

为了一份小小的念想，陈昌发与传
统小吃打了近30年的交道。创业路上
困难重重，陈昌发甘之如饴，总能以其
能吃苦、勤学习的特质去战胜困难。因
为吃过苦，所以陈昌发更加珍惜如今的
生活。一条扁担、两只篓子、一件雨
衣、一双胶靴，创业早期的“筚路蓝
缕”，他至今留在家中，更记在心里。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伊婷

一挑担子里的小吃记忆

12月23日下午，望江县县城西部，华阳镇清泉村的一个食品工厂里香气四溢，工人们正在紧张

忙碌，加班加点冲刺着年底的年货市场。

本报讯 怀宁县马庙镇村
（社区）两委换届圆满结束后，该
镇新任村（社区）党组织书记着
眼“选准事、办好事、干成事”，扎
实开展“开门一件事”活动。

马庙镇村（社区）党组织将
收集的各类群众提议梳理分类
后，列出开门一件事备选项目简
介、实施方案、完成时限等，通过
项目满意度测评及项目评估，为
群众的需求精准号脉，定出本村
（社区）“开门一件事”内容；镇党
委对各村（社区）的“开门一件
事”逐个审议、逐个过筛，帮助确

定项目清单。
如何让“开门一件事”高质量

落地，马庙镇设立“村官擂台”，
激励新任村（社区）干部“上赛
场”、“掰手腕”，定期由各村（社
区）党组织书记上台汇报工作情
况、畅谈干事计划，营造浓厚的

“比学赶帮超”的氛围。“对于开
门一件事的落实，除通过各种渠
道对外公开外，镇纪委也会针对
具体的事情采取具体的跟踪督
办方法，确保不走偏、不走样、落
实好。”马庙镇党委书记汪敏说。
（通讯员 檀志扬 汪千胜）

怀宁：
为民办好开门一件事

本报讯 为深入推进“我为
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坚决守
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宿松
县程岭乡扎实做好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大排查工作。

程岭乡全体乡村干部统一
思想，不松气、不歇脚，持续压实
压紧工作责任，通过大排查摸清
村情民情，为下一步精准施策，
谋划发展提供事实依据。

该乡各村严格按照方案，对

标对表，逐户逐人逐项进行排
查。同时，建立日会商和周调度
机制，每天对排查问题进行汇总
和会商，针对问题落实整改责
任；乡每周一召开调度会，对进
度落后村拿出具体解决方案，明
确整改措施和期限。乡纪委加
大督查力度，建立反向巡回督查
机制，力戒形式主义，走过场，确
保高质量完成大排查工作。

（通讯员 程宣）

宿松：防返贫谋振兴

本报讯 “以前孩子一上校
车，我们家长在家就提心吊胆
的，生怕车子在临水那个路段出
事。现在村里新的两委班子上
任后，在那个临水地段安装了防
护栏，我们家长也放心了。”村民
尹昌宏向笔者倾吐心声。

桐城市孔城教育集团校接
送学生的校车每天都要通过复
东村中心路的临水道路，此段
路长500米，且弯道较多，存在
极大的安全隐患，孔城教育集

团校、学生家长与学生都担忧
安全问题。复东村新一届两委
班子上任后，开门一件事就是解
决群众担忧的校车安全问题，对
全村道路安全进行了一次大排
查，对群众反映的校车安全隐
患进行全力整顿，经多方努力
筹资10万余元，在临水路段安
装防护栏，并在弯道口与十字
路口安装警示标牌，彻底消除了
此处的道路安全隐患。

（通讯员 吴春富）

桐城：
安装防护栏 校车安全行

怀宁县公岭镇盘活闲置荒
地，投资 80 多万元建设了占地
3000多平方米、83个车位的生态
停车场，方便游客和群众停车。
通讯员 檀志扬 汪邦李 摄

生态停车场
助推乡村游

（上接第五版）
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29

年来，程堂明始终矢志钻研运载火箭
相关技术，心怀“国之大者”，为“国
之大器”发力。

半年后，又一位安庆人蒋昌俊当
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第31位安庆
籍院士。

30 余年致力于网络金融安全研
究，蒋昌俊攻克了系统风险重大技术
难题，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的反金融
欺诈工作中，为金融、贸易、电商、
银行、保险等行业筑牢一方“墙”，保
障国家金融安全。

繁星为灯、心向远方。在祖国的
各个角落、世界的各个地方，还有更
多的李茂登、程堂明、蒋昌俊，他们
曾受安庆水土的滋养，在拼搏奋斗中
抵达自己的星辰大海，成为国之大
器、安庆荣耀。

这一年，韩再芬带着她的新戏《不
朽的骄杨》，参加第九届中国（安庆）黄
梅戏艺术节展演，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
台，以红色黄梅献礼建党百年；

吴美莲凭借精湛的唱功和表演技
艺，以《祝福》中祥林嫂一角成功摘下

“梅花奖”，成为安庆第四朵“梅花”；
安庆师范大学黄梅戏表演专业毕

业生梁颖，以“古风+戏腔”的风格拍
摄短视频，上传抖音，让黄梅戏“火
出圈”……

黄梅好戏连台，墙内墙外、网上
网下分外芬芳。

这一年，安庆的体育事业迎来
“高光时刻”。

安庆市电子竞技运动协会参赛队
代表安徽省，问鼎全民全运“王者荣
耀”总决赛冠军。这群年轻人证明，
一向被家长们轻视的“玩游戏”，也能
玩出名堂来。

一天之后，第十四届全运会射击男
子十米气手枪决赛中，安庆小将胡凯以
总成绩241.3分夺得金牌，成为第二位
站在全运会最高领奖台上的安庆人。

这一刻的荣耀，让安庆人看到厚
积薄发的力量，也更加坚信，所有的
坚持不懈，终将得到岁月的回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总书
记亲切会见的各界代表中，也多了安
庆人的身影：

成为全国400名优秀共产党员之
一的抗洪抢险“拼命三郎”——桐城
市水利局党组成员梁轶飞；获得全国
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的大歇岭上的

“不歇人”——岳西县主簿镇大歇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汪品峰；参加
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开幕式
演出的黄梅戏《献船》主创团队代表
——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院长余登云和
主演郑玉兰……

让我们引以为傲的除了闪耀的星
星，还有逆境中倔强闪烁的烛光。

这一年，欧阳程程考入武汉大
学，以总分652、超一本线164分的好
成绩。

两年前的夏天，这个安庆一中读

高二的女孩不幸患上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生命垂危。媒体报道、朋友
圈刷屏后，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涌向
这个花季少女。后来的两年，反复的
治疗、康复，欧阳程程在与病魔斗争
时，却始终没有放弃梦想，终于迈着
自信的步伐走进心中的象牙塔。

这一年，岳西县脑瘫双胞胎兄弟
金华栋、金华梁考上大学。

因早产导致脑部缺氧，金华栋、
金华梁一出生就有不同程度的脑瘫，
行动、智力和语言表达都较一般的孩
子差。但是，父母没有放弃他们。十
多年来，父亲在外务工挣钱，母亲吴
春香则留在家中坚持给他们做功能训
练、按摩。更让人钦佩的是，他们也
没有放弃自己，伴着“人的遭遇本不
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的歌曲，
一步一步地朝着梦想前进。虽然慢，
但是很坚定。

若你决定灿烂，山无遮、海无
拦！在安庆，还有更多的欧阳程程、
金华栋、金华梁，他们在寒冬中奋力
拼搏，终于成功走到春光里，开出纯
美的花。他们是生活的英雄，也是安
庆的骄傲。

时光的零散碎片，拼出了这一年

的全景，凡人故事绘就不凡的一年。
这一年，我们要致敬的，还有更

多普普通通的安庆人。
在东部新城写字楼里，孙建作为

市直机关事务管理中心130名驾驶员中
的一位，载着市直机关的干部们，一
趟又一趟踏遍全市各地，行程4万多
公里，他见到了很多变化着的“风
景”——

路是越跑越多，多的是进村入
户。“调研也好，扶贫也好，所到之处
一个比一个更偏远。有的地方甚至无
法开车，要步行好几公里”；

路也越跑越少，少的是迎来送
往。“不用绕路去县、乡政府，只要直
奔现场”；

路却越跑越好，好的是基础设施
的持续完善。“从前要绕很多路才能去
的乡镇，有了直通的高速；从前坑坑
洼洼的村道，换成了平坦的水泥路”；

路那头的人们，生活也越来越
好。“岳西县菖蒲镇的那户人家，我载
着市直部门的同志去了三趟，亲眼看
着他们从家徒四壁到有了稳定的生活
来源”……

在望江，残疾人网络主播张海兵
终遇“伯乐”。

一年多前，张海兵与妻子“触
网”直播，通过网络平台展示夫妻二
人的真实生活，记录普通残疾人家庭
的成长经历。在安庆市首届残疾人网
络主播大赛上，张海兵一路“过关斩
将”获得一等奖，并与安庆市残疾人

就业服务中心、市电商行业协会、野
娃食品签订合作协议，为企业直播带
货。他们的人生有了新的开始，也有
了新的希望。

在大观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站
渔政巡护员王根平对退捕上岸后的生
活已经习以为常，渔政巡护的工作越
来越得心应手。

三年前，王根平退捕上了岸。正
当他转产就业困难时，大观区渔政渔
港监督管理站抛出“橄榄枝”，邀其
加入渔政巡护队，昔日打鱼人变身
护鱼人。不分昼夜，无论寒暑，王
根平固定时间去巡护，制止非法捕
捞、非法垂钓……每月 3300 元的工
资，不是太多，但胜在稳定。有了新
身份、新工作、新生活，王根平觉得
越活越有价值。

在吴樾街头，摆摊做织补的“王
姐”，已坚守老行当整整20年。

52岁的她飞针走线，一如当初的
“小王”。她每天迎着朝阳“到岗”、伴
着晚霞收摊，一年下来，经她手织补
的衣物有上千件。

在天柱山，挑夫吴淦生，已经拾
级而上32年。

游客仍然络绎不绝，58岁的潜山
市水吼镇天柱村村民吴淦生每天早出
晚归，为山上的商店挑运货物。每趟
挑运的货物都重达百余斤，往返一趟
两个半小时。一年来，他每天穿行山
间，全年挑运上山300多趟，已磨坏
了十几双解放鞋。

有着22年献血经历的秦国华，这
一年献了6次血，共1600毫升。她和
丈夫鲁松旺同是安庆无偿献血志愿者
协会成员。夫妻俩都说，在即将退休
的年纪还能为社会做些贡献，是他们
的幸福。

这一年，同样幸福且忙碌的，还
有快递小哥张健。

早上6时，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
时，张健已赶到快递站点。分拣包
裹、分拣装运、驾驶货车，迎着朝
阳，逐一派送。终日披星戴月，虽然
很辛苦，但无论在生活的道路还是在
人生的道路上，他都在奋力奔跑。目
标，唯有前方……

微光成炬，向光而行。这一年，
这座城里的人，齐心协力、永不服
输，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也努力成
就更好的安庆。

就让我们带着这股劲走进2022，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让梦想的安
庆，变成梦想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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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致 敬 奔 跑 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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