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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做了一些积善成德的小
事，没想到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也会受到帮助，这 15 万元贷款
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倪高胜高
兴地说。

远在福建省福州市经营一家面馆
的倪高胜，因为新冠疫情及家中事务
歇业一年多，而在前阵子重开餐饮门
店时又遇到了资金缺口，一时无法周
转，陷入困境。元旦前，倪高胜的老
家怀宁县当地的一家银行了解情况
后，主动给他发放了一笔 15 万元的

“道德贷”，解决了他的资金困难。
倪高胜是怀宁县金拱镇前楼村

人，20年来坚持无偿献血，先后荣获
怀宁县“道德模范”及“安庆好人”
等荣誉称号。倪高胜获得的这笔

“道德贷”是该行专门针对由县级及
以上文明委授予“身边好人”和

“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的群体推出
的小额信贷业务，贷款利率从优，
授信期限三年，随用随贷，让“好
人”有“好报”。

出生于1969年的倪高胜，从上个
世纪80年代开始在贵州省都匀市经营
餐饮，他的献血之路也在都匀开启。

回忆起第一次献血，倪高胜记忆
犹新——那是2002年3月的一天，当
时他在都匀市工人路经营餐饮，恰逢
当地医院采血车前来采血，工作人员
对当时围着看热闹的他说：“小伙子，
我看你身体棒着呢，愿不愿意献点
啊？”倪高胜二话没说，当即捋起衣
袖，一次性献出200毫升血液。从这
之后，倪高胜就与无偿献血结下了不
解之缘。2015年，倪高胜又去了福州
市经营餐饮，他的脚步走到哪，献血
就献到哪。

20年来，倪高胜坚持每年献血1
至 2次，共计献血30 余次累计 7000
多毫升，他也是怀宁县第一个加入
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倪高胜家中
现有 12 本献血证，有怀宁县医院中
心血站的，有安庆红十字中心血站
的，有都匀市中心血站的……基本
上 每 半 年 一 次 ， 有 一 次 200 毫 升
的，有一次 300 毫升的……面对这
一次次的无偿献血记录，倪高胜感
到十分欣慰。

更令倪高胜欣慰的是，自己无偿
献血的举动还感染和带动了身边的
人，哥哥、弟弟、妻子、儿子等也都
陆续加入到无偿献血队伍中，共同传
递爱心、传递正能量。

“献血不仅无害健康，还能帮助
热爱生活的人获得新生。同时捐血
400毫升者，享有终生、无限量、免

费优先用血的权利，其直系亲属可在
医院免费享受献血者所献血液的等量
血液……”持续20年的无偿献血，倪
高胜对《献血法》了然于心。

倪高胜与无偿献血结缘，说是偶
然，实则必然。倪高胜向来古道热肠
——他自到都匀、到福州从事餐饮行
业以来，先后带出300多位乡亲，他
们有从事餐饮的，有从事手机销售
的，在他乡各行各业以辛勤劳动营
生；金拱镇前楼村修路、建校，每次
都有他捐款的记录；2008年汶川大地
震发生后，他不仅捐款1000元，还放
下手头红火的生意，报名参加了汶川抗
震救灾工作；在都匀，他每年资助两名
家庭贫困学生上学……

“快要过年了，马上回怀宁我还
要献一次血！”倪高胜说。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吴良伦

让“好人”有“好报”

怀宁“道德模范”喜获“道德贷”

1月5日，望江县杨湾镇洪湖村村
民史水霞同其他几位村民一道正在村
部旁的瓜蒌加工基地分拣瓜蒌子。为
了壮大集体经济，做强优势产业，
洪湖村不断延伸瓜蒌种植与加工产
业链，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利
用集体经济收益提升屋场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

在杨湾镇洪湖村随处可见瓜蒌种
植大棚，深冬大部分瓜蒌都已经采摘
完毕，还有少量金灿灿的瓜蒌挂在枝
头等待采摘。在洪湖村村部外的广场
上，刚刚被洗净的瓜蒌子铺在塑料膜
上，待晾晒干后便送进加工基地内进
行分拣炒制。

据洪湖村党总支书记潮祥梅介
绍，洪湖村于2018年开始利用集体土
地种植50亩瓜蒌，“每年的纯收入在

七八万元左右，在没有开始做深加工
之前，我们都是卖生瓜蒌子，虽然收
益也不错，但是相比较做瓜蒌子深加
工卖成品瓜蒌子收入是比较低的。”
潮祥梅算了一笔账，生瓜子每斤 24
元，而成品瓜蒌子每斤 45 元左右，

“我们之前 50 亩地年产瓜蒌子在 1 万
斤左右，卖生瓜蒌子净利润仅七八
万元。今年开始，我们换了新苗，
因第一年不是丰产期，收获了 5000
斤瓜蒌子，卖成品瓜蒌子的净利润
预计同样也在七八万元，如果明年
后年产量进一步上升的话，那净利润
相应也会增加。”

潮祥梅说，目前收获的5000斤瓜
蒌子，已经卖出成品1000斤，“我们
注册了自己的瓜蒌子品牌，杨湾镇、
洪湖村的企业家在打开销路方面为我

们提供了很多帮助，我们刚刚接到一
笔500斤的订单，到明天应该可以包
装发货。”

在潮祥梅看来，延伸瓜蒌子种植
与加工产业链，好处并不仅仅是增加
了集体经济收入。“瓜蒌种植、采摘、
洗晒、分拣、炒制每个环节都需要人
工，这些用工都以洪湖村本村村民优
先。”潮祥梅说：“固定岗位聘请了村
里一个曾经的贫困户，每个月3000元
工资，同时带动20余人就业，每人每
年在瓜蒌基地打零工的收入在6000元
左右。”正在瓜蒌基地分拣瓜蒌子的史
水霞已经来这里做了10天工：“冬天是
农闲时候，我们来这里打打零工可以
增加一点收入。”

除了瓜蒌产业，洪湖村还利用集
体土地进行稻虾连作，“也是从2018

年开始的，共有150亩。今年小龙虾
卖了22万元，水稻卖了10万元，净利
润大概在15万元左右。”潮祥梅介绍，
洪湖村千方百计做强优势产业，壮大
集体经济收入，也是希望利用集体经
济收益，改善村级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利用村集体经济，投入16
万元修建了一条长度为800米的砂石
路；村庄整治中投入10.5万元进行土
方平整、绿化，投入5.5万元修建一
座公厕。”潮祥梅说：“目前分拣工
分拣出来的颗粒不饱满的瓜蒌子就
浪费掉了，下一步我们也计划进行
瓜蒌茶的生产。将颗粒不饱满的瓜蒌
子利用起来，种回地里面，等到发芽
长到一定高度，我们就将叶子摘了做
瓜蒌茶。”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李思贤

小小瓜蒌成致富“宝葫芦”

杨湾镇：做强优势产业 壮大集体经济

本报讯 宿松县北浴乡充分发挥
乡贤作为乡村发展的“智囊团”、邻
里和谐的“稳定器”、文明新风的

“践行者”作用，为乡村各方面有序
发展注入了活力。为乡村发展贡献
力量，为邻里和谐费尽口舌，为文
明新风劳碌奔波，乡贤们不计报
酬，默默奉献。

北浴乡位于大别山深处，如何发
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当地各村面临
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该乡各村多
次召开座谈会征求乡贤的意见建议，
大家认为矿山 开 采 对 环 境 破 坏 较
大，需要逐步转变发展思路，顺应
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期盼，顺应
消费升级趋势，立足现有产业基
础，大力发展茶叶、油茶产业。各
村按照这一思路，坚持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扩大茶叶、油茶

基地规模，发展茶叶、油茶加工业，
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
村集体及群众增收。

在罗汉山村，村民吴梦林几年前
成立了宿松县金果云雾茶种植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现有社员68户，全部为
当地农民。合作社结合山区实际，确
立了主打种植油茶、茶叶的发展思
路，鼓励社员一家一户连片大面积开
发，同时带动邻村农户充分利用荒山
荒地种植油茶、茶叶。

在吴梦林的带领下，如今，合作
社建有油茶基地800余亩、茶叶基地
300 余亩，年销售收入 40 余万元，
带动脱贫户劳动力20人就业，持续
稳定增加脱贫户收入，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做出了贡献。

现在生活好了，群众综合素质提

高了，但牙齿还有咬到舌头的时候，
邻里纠纷难免还会发生，小矛盾不化
解就可能酿成大矛盾。为此，北浴乡
借助乡贤力量，做到对各类矛盾纠纷
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

作为邻里和谐的“稳定器”，乡
贤的优势在于人地两熟，在村里有一
定威望，办事公道，说的道理大家愿
意听，有时调解效果比村“两委”干
部好。各村设有调解室，大家有纠
纷，村里就请大家来这里坐坐，化解
了许多矛盾纠纷。

滑石村何岭组今年54岁的“老”
村民组长何金凤，在任村民组长20多
年的时间里，积极支持乡村各项工
作。村民组群众对何金凤的称道，除
了他兢兢业业的干事态度，还有他的
邻里帮衬热心肠，任何邻里纠纷都能
耐心化解。在村里开展拆旧拆违、道

路建设等工作中，群众碰到各种纠纷
都喜欢向何金凤反映，每次他都能妥
善处理，既让群众满意，又为村“两
委”分忧。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皖
鄂边界的迎宾村，红白喜事操办中铺
张浪费、相互攀比等不良风气一度存
在，如结婚比彩礼、比烟酒档次、比排
场，不仅造成了浪费，也给一些本来就
不富裕的家庭造成严重经济负担。

为此，村“两委”号召党员、干
部、乡贤带头弘扬文明新风，带头落
实厚养薄葬、红白喜事简办，大力提
倡勤俭节约等良好风气。村民在操办
红白喜事之前，乡贤提前上门宣传，
久而久之，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之风
逐渐淡去，勤俭节约之风日益盛行。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程云飞）

北浴乡：乡贤有作为，乡村有活力

本报讯 “冬闲人不闲，增收心
里甜”。如今在潜山市，越来越多的
农民改变过去“猫冬”习惯，结合当
地特色产业和各自特长，纷纷投入
到农副产品加工、大棚蔬菜种植、花
卉苗木培育、畜禽养殖以及农机保
养等多种经营活动中，让乡村冬日
变得红红火火风生水起。

该市乡村充分利用冬闲黄金季
节，积极发挥农村社区、村级活动场
所、远程教育系统、广播等平台作用，
进行致富新观念、新路子、新技术传
播，发展冬闲经济。同时以村内致富
能手为纽带，挑选一些适应性强、投
资少、见效快、效益高的中小项目，为
农户提供教、产、供、销全方位的服
务，让农民在家就可以加工产品、得
到实惠。眼下，编竹席、挖荸荠、育鲜
花、做菊花茶……处处可见农民忙碌
的身影，也成为美丽乡村一道靓丽风
景。槎水镇木岗村有生产粉丝传统，
据了解，每年冬至后，农家便开始忙

着收购红薯加工淀粉和粉丝，直到年
边，红薯用量一般在3万公斤以上。
由于是传统手工产品，加上又是年货
必备，因此粉丝往往供不应求，几乎
足不出户便能户均增收几千元。

同时，该市农机部门和乡村加
强农闲季节的农机检查、维护和保
养，一方面切实提高农机维修监督
管理的信息化水平，加强农机维修
网点的检查，指导农机维修网点进
行规范管理及服务，确保农机维修
网点的设备、设施、人员、场地和配
件质量及管理规范等符合有关规
定，落实农机维修质量保证期制
度。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乡镇农机管
理服务站、农机合作社和农机大户
的作用，积极开展集中机具检查、维
护和保养服务，加大对农机维修和
驾驶操作人员的技能培训，举办农
机维修技术培训班和知识讲座等活
动，提高农机手维护保养操作技
能。（通讯员 余龙生 储北平）

潜山：冬闲经济有声有色

本报讯 望江县长岭镇积极探
索乡村治理新模式，大力开展长岭
镇大屋场党支部建设，如今，全镇
3000多名党员通过屋场党支部在乡
村振兴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不仅拉近了干群关系，也为老百
姓办成了一批好事实事。

长岭镇自2009年开始组建大屋
场党支部，到2020年底，全镇 17个
村已实现了大屋场党支部建设全覆
盖，已经组建的大屋场党支部基本
实现了有人办事、有地方办事、有制
度办事、有资金办事，确保人民安居
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长岭镇积极挖掘有经济实力、
有时间精力、有工作能力和有社会
影响力的“四力”人才，为大屋场班
子建设探索出一套长效机制。屋场

支部围绕工作目标，明确将“四员”
建设作为屋场党支部的工作内容，
即做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员”、乡
村振兴建设的“组织员”、处置突发
事件的“协调员”和为民办事的“服
务员”，确保支部建设每年都有新成
效、村容村貌每年都有新变化。

该镇将屋场党支部建设工作始
终拎在手上，并有专人联系大屋场
党支部建设的工作。同时建立扶持
机制，实施以奖代补，镇财政每年补
助一定的工作经费，屋场支部的活
动场所建设纳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建设以奖代补的范围，“一事一议”
奖补项目和涉农补助资金等优先向
建有党支部的屋场倾斜。

（全 媒 体 记 者 付 玉
通讯员 童小兵）

望江：推深做实大屋场党支部建设

本报讯 1月 1日，桐城市打响
生猪定点屠宰的第一枪——依法关
闭所有小型生猪屠宰点（场），全市
生猪集中在雨润肉类加工有限公司
定点屠宰，严守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为确保生猪定点屠宰工作落到
实处，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的生猪屠
宰和售卖行为，连日来，桐城市大关
镇联合执法小组加强巡逻，到辖区
内超市、农贸市场、流动商贩等肉类
售卖点开展生猪定点屠宰肉品检查
及宣传工作，仔细查看“两证两章一
报告”，严把市场准入关，确保肉品
质量安全、市场平稳有序，使人民群

众真正吃上放心肉。
同时，该镇利用流动宣传车广泛

宣传生猪定点屠宰的重要性及相关
法律法规，引导消费者树立健康消
费、安全消费理念，增强维权意识，提
高自我保护能力，自觉购买定点屠宰
的猪肉及其制品，抵制私屠滥宰行为;
引导生产经营者增强诚信观念和自
律意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积极
争取广大群众和屠工屠商对生猪定
点屠宰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使生猪定
点屠宰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全 媒 体 记 者 查 灿 华
通讯员 吕焱娟）

桐城：严把“舌尖”上的安全

1月9日，安庆市康复医学会

成立大会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安

庆第一人民医院龙山院区举行，

标志着我市康复医学迈入了全新

的发展阶段。

据了解，康复医学是一门新兴

的医疗学科，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康复医学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关

注。安庆市康复医学会的成立，为

我市广大康复医师提供了一个了

解把握康复学科发展方向和技术

交流的平台，有力地推动我市康复

医学临床与科研的全面发展。

作为安庆市康复医学会挂靠

单位，安医大附属安庆第一人民

医院负责人表示，将全方位支持

学会工作，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资

源和专业技术团队，整合资源、集

中优势，积极推动康复医学蓬勃

发展，以优质的诊疗服务造福广

大患者，努力把我市的康复医学

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陈庆元）

安庆市康复医学会在安医大

附属安庆第一人民医院成立

揭牌现场。通讯员 余琳芳 摄

1月4日，花亭湖摄影家协会的老师
为孩子们传授摄影知识。当日，太湖县

《魅力家乡-摄影文化进校园》活动走进
太湖县城西乡无忧村小学，为广大师生
带来了一场感受家乡巨变的视觉盛宴。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路欣林 摄

视觉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