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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鬓发间挂着颗颗豆大的汗珠，领
带依旧得体地系在被汗水浸透的工作
服上，并没有因为天气炎热而扯松。8
月中旬的一天上午9时，记者初见安
庆市殡葬管理所接运工汪鹏时，他刚
刚接运遗体回来，一丝不苟的模样让
人印象深刻。

汪鹏今年36岁，在殡葬管理所已
经工作8年。艺术专业出身的他在毕
业时未找到对口工作，尝试过服务
员、销售等职业，2014年应聘到安庆
殡葬管理所后，便一直留在这里。

“未接触这份工作前，因为不了解
心里是有抵触的，现在已经习惯了，
在我看来，他们只是‘睡着了’而

已。”汪鹏说。几乎每一天，汪鹏都要
开着遗体接运车离开殡葬管理所，奔
赴一个又一个有生命消逝的地点。他
早已克服心理障碍，秉持对逝者的尊
重，熟练应用轻拿轻放、避免磕碰等
的专业抬运手法，尽快搬运走遗体，
减少家属的伤心，也降低对周围居民
的影响。

每次出车前，汪鹏都要将接运车擦
拭得干干净净。“这辆车承载着生命的
最终路程。无论遗体腐烂成什么样子，
总得有人帮他们干干净净地上路。”汪
鹏说，这是遗体接运工的使命。

7月中旬的一天，汪鹏和另外两个
同事开车前往老城区一个孤寡老人的
居所，他们先到6楼查看遗体，推开门
便闻到一股刺鼻气味，令人头晕脑胀。
遗体已经腐烂、流血水，需要包裹多
层。于是下楼，和同事穿好防护服，戴

上橡胶手套，带着相关工具折返，花了
大约半个小时包裹好遗体，确保遗体被
密封没有异味散发出来。

两人在前、一人在后，他们小心
翼翼地将遗体抬下楼。为了节约时
间，汪鹏连防护服都没有脱下，直接
驱车赶往殡葬管理所，整个过程用了
一个多小时。“两百多斤的遗体，我们
当时还穿着厚厚的防护服，等抬到车
上后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浑身酸
痛，口罩下呼出的水汽都浸在了身
上，再加上车子长时间在路边被暴
晒，车内温度大概50多度，车子空调
老化，制冷效果也不太好，内衣都湿
透了。”汪鹏说。

殡葬管理所每年大约要处理4500
具遗体，接运工一共有15人，常用的
遗体接运车有6台，汪鹏平均每天要
出去接运六七次。夏季高温天气，老

人的死亡率增加，夏季月均接运遗体
比平时约多50具。相比较其他季节，
夏季炎热天气给遗体接运工作带来更
多难度，遗体也容易有异味。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汪鹏在聊
起这些时神色坦然，一句话简单带
过。他明白人的逝去是不可预测的，
无论是哪个季节哪个时间点，必须随
时待命。同事们轮流值班，每5天一
个夜班，一晚上最多接运12具遗体。
在驶往居所、医院或是养老院的路
上，他并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但
无论如何，都要迎难而上，把遗体处
理得当。这份工作，让他更加尊重生
命，珍惜生活。

或许人们还对他们所做的工作有
所“忌讳”，但是这群人，正在用自己
对逝者的尊重赢得社会对他们的尊重。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见习记者 张敏

以对逝者的尊重赢得社会的尊重

汪鹏：生命终程的护送者

本报讯 日前，望江县高士镇北障
圩附近的村民一扫旱情带来的阴霾情
绪，传来阵阵欢呼。“通过开挖引水渠、
安装潜水泵、建二级站、铺设供水管道
等方式，经过3天的抢工，全长约5000
米的二级取水工程顺利完工，武昌湖的
水源顺利引入北干渠，8000多亩水稻
干旱问题能有效缓解。”花园村党总支
书记廖楼兵激动地说道。

连日来的高温晴热天气，高士镇
各圩口当家塘、水库几乎见底，圩
外泥塘沟也基本断流 10 万亩农作物
遭遇干旱。

为切实为民解忧、为农田解旱、

为庄稼止“渴”，将汩汩清泉送入田间
地头。高士镇全面展开抗旱救灾工
作，摸底数、清沟渠、保电力、兴水
利……各部门通力合作、干群齐心协
力，通过“蓄水、引水、调水”等，
努力实现农业不减产、农民不减收，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近日，官庄村7台水泵从泥塘沟
河抽水灌溉。随着机器轰鸣的声音，
一股股水流流进干涸的农田里。“水直
接抽到田边的沟渠，用水不愁，丰收
也有信心了。”种粮大户陈毛结说。

官庄村想方设法为缺水农田提供
灌溉用水，先后投入抗旱经费20余万

元，动用挖掘机4台，开挖引水渠道
约2公里，开挖土方6000余立方米；
动用水泵7台，投入抗旱人力200余人
次。同时组织人员清除沟渠阻水障
碍，畅通引水渠道，保证灌溉不漏一
亩地，不漏一户田，实现有效灌溉水
稻面积2000余亩。

“自旱情以来，毛安村不等不靠、
积极作为，根据‘村不漏组、组不漏
户、户不漏块’的要求，动员村两委
成员、党员志愿者等成立抗旱志愿服
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全面摸排旱情、
灾情，并邀请农技、水利等部门专
家，分类指导、因地施策。累计动员

党员群众近百余人次，疏浚沟渠3225
米、衬砌沟渠 1855米。”毛安村党总
支书记吴亮奎说道，全村利用一切可
以利用的资源、设备等，开展抗旱自
救，想方设法保障农业灌溉，降低田
间旱情影响，保证农民丰收水到渠成。

截至8月25日，高士镇抗旱保收
工作共动员干群6000余人次，投入资
金 900 多万。开挖引水堰道 15400 余
米，加固水库4座，投入水泵、发电
机等各类抗旱设备200余台次，清理
塘堰渠10余处。约3万多亩农田灌溉
用水得到了保障。

（通讯员 黄佩佩）

3万多亩农田用水得保障

本报讯 近日，怀宁县三桥镇利
用远教终端站点与远教文化广场平
台，动员全镇各党支部组织开展“红
色影视播放季”活动，组织广大党员
群众观看《小兵张嘎》《觉醒年代》《长
津湖之水门桥》等一批优秀红色题材
的影视作品，引导广大党员群众重温
峥嵘岁月，传承弘扬爱党爱国精神。

各种“红色影视”作品，展现
了革命先烈不畏生死、保家卫国的
爱党爱国精神，让大家深刻了解共

产党人关于信仰和抉择的动人故
事，深刻地感悟了党的初心使命。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也作为一名年
轻村干部，我要时刻铭记光辉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和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为民
服务和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去。”双塘
村村干朱四群慷慨激昂地说，优秀
的影片，激发了广大党员群众爱
党、爱国、爱家乡的家国情怀。

（通讯员 汪正伟）

“红色影视”激发爱党爱国情怀

本报讯 “这下出门方便了！
路修好了，再也不会晴天一身灰、
雨天一身泥了。”日前，桐城市双港
镇青城村汪仓组村民周百俊望着新
修好的水泥路笑呵呵的说道。

汪仓组罗湾路全长只有265米，
没有硬化前路边树木杂草丛生，入
口处不到2米宽，给沿线 16户村民
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和困
扰，村民们对此苦不堪言。最棘手
的问题是，在道路入口处两家房屋
中间和在临近道路末端的两处路基
只有不到两米的距离，需要先拓宽
路基才能动工，路基工程远远大于
硬化工程。除了资金还要协调拆迁
房屋，否则路就无法修。

为此，村“两委”多次召开村

民组会议，把修路的困难一件一件
分析给村民听，商定并立下“军令
状”：一定要把这 265 米的道路修
通，切实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落到
实处。“只要路能修通，我捐两千！”当
谈到资金问题时，并不富裕的老党员
汪普生爽快的带头说道。随后，在村
民组长的倡议下，短短的一天时间就
募捐到6万多元的资金。资金问题解
决了，但涉及到三户需要拆迁，又是
一道难题。这三户人家刚开始坚决
不同意拆自己的房子，村“两委”通过
各方做工作，多次电话沟通，上门走
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做通
这几户家庭的工作，修路工程得以
顺利进行。

（通讯员 汪金珠 金蔚）

硬化道路解决群众出行难

本 报 讯 “这饭菜味道真不
错，汤味道也很好”，8月28日午饭
时分，潜山市槎水镇万全村老年助
餐点、槎水村老年助餐点相继开业
了，吸引了一大批老年人前来就餐。

“万全村留守老年人数量逐年增
多，部分高龄、空巢老年人吃饭难
问题时刻萦绕在村两委心头，老年
助餐点的建成将有效解决这类难

题。”万全村党总支书记冯婷婷说
道，为了给老年人一个幸福的晚
年，槎水镇今年在全镇范围内布局
建设了3个老年助餐点，以解决老年
人就餐难问题。下一步，镇村将依
托已建成的老年助餐点和养老服务
站，引入社会资源，继续为老年人
提供更便捷的服务。

（通讯员 方立仁）

老年助餐点解决老人就餐难

8月21日上午，桐城市龙眠街道
碧桂园社区居民正在小区体育健身
器材上愉快地晨练。

今年以来，桐城市龙眠街道碧桂
园社区党支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结
合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实施，不断健
全完善社区群众身边的体育健身场
所、健身设备配套建设等。从居民群
众热切期盼、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做
起，确保十大暖民心行动各项举措落
地生效。全民健身、快乐健身在碧桂
园社区已蔚然成风，越来越多的社区
居民从运动中收获健康和快乐。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迅员 郑锦 摄

全民健身

快乐运动

8月21日，潜山市源潭镇4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21亿元,项目
涵盖制刷和机电等领域。 通讯员 李鸿志 摄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