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
年以来，迎江区将“老有所学”纳
入重点工作，按照 《安徽省老有所
学行动方案》，利用自身的场地优
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等，不断创
新形式、创新载体，拓宽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式，在全市率先推进“老有所
学暖民心”这一普惠面广、群众有感
的民生实事，确保老年朋友，有地
方学，学得了、学得好，让老年生
活多姿多彩。

9月19日，由安庆开放大学和迎
江区华中路街道联合开办的华中路街
道老年学校举行2022年秋季新生开学
典礼。当天，华中路街道老年学校秋
季学期主办的国画和舞蹈两个线下实
验示范班的60名老年学员，在班主任
老师的带领下，上了 《开学第一
课》。9月20日，他们就将开始第一
天的课程。

为满足辖区退休老年人日益增
长的多样化需求，丰富老年人的生
活。华中路街道依托辖区高校资源

开办老年学校，首批开办了国画和
舞蹈两个专业，后续还将开办太极
拳、摄影、书法等多个专业。在师
资力量上，学校不仅聘请安庆开放
大学的讲师为老年学员授课，还多
方联系，邀请社会上经验丰富的专
业教师进行教学，确保教学质量。
同时，学校还利用安庆开放大学的
网络资源和远程教育优势，搭建老
年教育网络学习平台，开展老年教
育直播教学。

“年轻的时候，我就喜欢写写画
画的，但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系
统的学习，我对国画方面的知识非常
感兴趣，希望通过在老年学校的学
习，来弥补我的艺术梦。”陆正军是
华中路街道的一名退休职工，这次报
名参加了老年学校国画班的学习。

为了让更多老年人到正规的学
校学习，迎江区加大财政投入，建
成区、街道、社区三级老年教育体
系，扩大办学规模，并且不断挖掘
社会潜力，吸引老年教育人才，提

高办学质量。
开在家门口的老年大学和老年学

校，不仅要让老年人“学起来”“乐
起来”，更要让他们“走出来”“动
起来”。

近日，位于大二郎巷内的迎江区
老年大学迎来了 1500 多名老年学员
前来报到上课。在黄梅戏班上，悦耳
的黄梅调不时传出教室，传到校园
内。姚传荣是黄梅戏班上的一名老学
员，她在迎江区老年大学学戏已经有
好几年了。姚传荣从小喜欢听黄梅
戏，退休了，时间充裕，她就想着来
学戏，提高自己对戏曲的欣赏能力，
还可以高水准地唱几段。姚传荣说：

“我以前一直喜欢黄梅戏，但苦于不
会唱，听说迎江区老年大学开办一个
黄梅戏班，由专业老师来授课，我就
到这个班上来学习。通过学习黄梅
戏，我的心情愉悦了，在黄梅戏唱腔
上得到很大进步，为我的退休生活增
添了新的内容。”

徐洪安是健身操班的教练。这学

期，她带了 3 个班，100 多名学员。
她说：“我专门选取了节奏不快十分
适合老年人跳的健身操增加课程的适
配性。”

截至今年，迎江区老年大学已举
办了23年。2018年获得省级示范老年
大学称号，2020年初，新冠疫情发生
后，迎江区老年大学停课至今已2年
多时间。今年秋季新学期，该校已于
8月29日完成了学员报名工作，招收
老年学员1500多名。新的学期，迎江
区老年大学将开设包括书法、美术、
黄梅戏、健身操等18门课程，拟新增
国学和拉丁舞这2门课程，共计48个
班，最大限度满足老年学员的兴趣和
爱好。迎江区老年大学副校长葛昉贤
说：“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校
园环境，扩大办学规模，吸引更多的
优秀教师资源，参与到我们的老年教
育中，提高办学质量，让更多的老年
人在这里增长知识，丰富生活，陶冶
情操，促进健康。”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杨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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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那时，要不是街道
与村干部鼓励我从事种养殖业，我
真不知道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现
在好了，我夫妻俩每年至少养鸡鸭
100 来只，还种了两亩左右的杂
粮。产品有干部们的帮忙，也不愁
销路。”9月24日上午，面对前来
走访的街道振兴办与村委会工作人
员，桐城市龙腾街道望城村的脱贫
户余青桂满心欢喜地说道。

今年60岁的余青桂，多年前因
重病做手术，几乎掏空家底，曾一
度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镇村帮
扶人员结合实际，帮助余青桂一家
制订产业帮扶措施，鼓励他通过从
事养殖家禽和种植杂粮出售增加收
入，实现稳定脱贫。今年，余青桂
养殖家禽 100只，种植山芋 1.6亩，
获产业项目奖补2300元。

今年以来，桐城市积极探索新
思路，精准施措，为脱贫户“量身
打造”特色种养业发展计划，脱贫
户发展产业的劲头越来越足。该市
各地根据脱贫户实际，因户施策指
导实施发展前景好、市场需求大、
群众易接受、增收较稳定的优质高
效自种自养项目，通过入户帮扶、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加大政策宣
传、技术帮扶、指导培训力度，推
动自种自养户持续稳定脱贫致富。
全市安排产业项目发展资金2133万
元，针对5600余户脱贫户，实施产
业到户项目6900余个，覆盖新建茶
园、瓜蒌种植、蜜蜂养殖、竹器加
工等20余种类型，户均增收3000
余元。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孙传银）

桐城：
脱贫户发展产业劲头足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宿松
县九姑乡党委多次调研走访老年助
餐服务点，总结经验，探索自助互
助的助餐示范点建设，优化居家老
年助餐服务发展环境，全面打造老
年助餐服务“升级版”。

九姑乡启动老年助餐服务较
早，7 月 6 日就已在全乡 8 个村全
面铺开。通过走访调研，该乡对
老年助餐服务进行全面升级提
档。除了村级设立助餐点，集中
供应餐饮外，该乡各村明确一名
专人，为行动不便、高龄、独居
的“就餐难”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
务，基本落实“十分钟”送餐服务
圈。截至 9 月上旬，全乡有 40 多
位老人享受此项服务。同时，对老

年助餐点进行升级改造，让助餐点
不再是单一的食堂。在该乡8个村
助餐点，都设置了文体活动室、室
外锻炼区、日间照料中心、农家书
屋等，让老人们除了用餐以外，
还可以享受阅读、运动、玩牌下
棋、吹拉弹唱等各种各样的文娱
活动，以及享受养老顾问、饮食
卫生、文明素养、移风易俗等多
项面对面服务，极大地丰富了老
年人的生活。该乡还结合老年助餐
工作，开展助医、助洁、助急、助
乐、助智等系列服务。助餐服务点
成为沟通、分享、宣传、共治的
多功能平台。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员
刘升华）

宿松：

老年助餐服务升级提档

新闻传真新闻传真

本报讯 连日来，望江县华阳镇
把抗旱工作作为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
的任务，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全力
以赴打好抗旱攻坚战。

近段时间的持续高温少雨天气，
华阳镇种植的3万多亩水稻均受到不
同程度的旱灾。莲花社区属于“两不
到”地区，附近没有河湖，离长江水
源也较远，辖区内莲花洲水库水位走
低接近干涸。为解决农田生产用水问
题，华阳镇党委、政府加大抗旱资金
投入，利用专业钻井队伍，找寻地点
打井抽水。“第一口井是在地下214米
处发现的水源。”钻井工程队负责人

王林说，历经两天一夜，第一口井完
成施工。随后，工程队继续测量选
址、打井……同时，镇水利站通过铺
设4.4公里抗旱应急管道，从岚杆湖
调水到附近各村。两相结合，有效保
障了1万余亩稻田的灌溉，确保农户
秋季稳产保收。“今年的收成有希望
了！”承包了200亩地种植水稻、莲花
社区种粮大户杨结成看着水源源不断
地涌向地里，高兴地说道，这下算是
吃了一颗“定心丸”。

面对严峻的旱情，华阳镇政府
在积极主动作为的同时，号召域内
企业参与抗旱保苗。华阳镇翠湖村

的农田平时用水全靠当家塘和水
库，受旱情影响，村内水库水位降
低，当家塘见底，沟渠干涸，灌溉
用水面临极大困难。镇内两家企业
组织员工 100 余名，分成多个班组，
开展抗旱应急管道架设，从望江县岚
杆湖提水，建设二级提水站。累计架
设两台30千瓦水泵，铺设应急管道4
公里输水到农田。工程穿越山岗丘
地，时间紧，任务重，施工难度大。

“为了保证农业用水，工人不分日
夜，加班加点，三天完成通水任
务。”工程现场负责人张群英说，为
了第一时间把工程建设好，两家企业

投入资金80万元，从周边省份紧急
调拨器材，日夜施工。最终保证了翠
湖村和鹤庄村 4400 亩农田得到有效
灌溉。“终于盼来了水！感谢政府和
爱心企业，让我这一年的努力没有
白费！”翠湖村村民张应平看着水缓
缓地流到田里，感激不已。

截至9月中旬，华阳镇动用移动
抗旱设备113台套，固定式提水泵站
56座，提供抗旱水源4744万方，3万
余亩干旱农田得到灌溉，农业旱情有
效缓解。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伊婷 田荣）

勠力同心抗旱保生产

本报讯 望江县雷池乡积极探
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新途径，着
力打造村级集体经济，在不断壮大
村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雷池乡东洲村为了给种植大户
带来便利，盘活村级资产，增加村
集体收入。在经过实地考察、专家
建议后决定，村“两委”利用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资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
项目，建设小型烘干房。该项目占
地面积2亩，建设800平方米仓储
厂房一座、烘干车间 144 平方米、
室外混凝土地坪1300平方米、门卫

室一间及配套设施等。烘干房日烘
干稻谷量可达20吨，有效降低了当
地稻谷、小麦等粮食作物加工的成
本。“为了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烘干房，采取出租经营的运行模
式，烘干房一年租金8万元。”东洲
村党总支书记程丽琴说。

同时，烘干房还解决了部分农
村劳动力剩余的问题。“现在家里
的农活忙完了，我就来烘干房干
活，一天能挣150元，既挣钱还能
照顾家人。”东洲村脱贫户田维洲
高兴地说道。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方向）

望江：

发展集体经济 带动村民增收

本报讯 岳西石关乡以 《坚
持党建引领推动马畈石关一体化
乡村振兴实施方案》 为“设计
图”，以“1+8+N”机制为“施工
图”，以马畈石关一体化人居环境
整治为“样板图”，实现人居环境
全域提升。

石关乡坚持以人居环境整治为
途径，以乡村风貌、特色产业、山
水生态、文化民俗为核心，保留乡
愁记忆，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自
2021年7月以来，在马畈、石关等
村范围内新建篮球场4个，羽毛球
场1个等体育公共设施，新建停车
场3个，环境整治3000米，绿化提
升 3600平方米，改造人行道 2000
平方米，建设挡土墙 700 立方米、
山体护坡3000平方米、整修石关街

道路大理石排水沟2400米，安装路
灯500多盏。马畈观光茶园、磨旗
尖登山步道、骑行旅道、金钱松观
光大道、鹭鸶河木栈道、涓水湾滨
河公园等一批旅游观光项目相继建
成，配套建成观景台4个、观光亭
3个、休闲垂钓区4个、旅游公厕5
个；石关村涓水湾至马畈村部全长
3.6公里、宽6米的沥青路面旅游环
线等交通基础设施相继建成。今年
以来，全乡累计发动250人次，带
动群众参与800人次，开展集中专
项行动10余次，清扫街道等近10公
里。昔日的“脏乱差”石关街，变
成“洁净美”，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打卡。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柳永林）

岳西：
党建引领人居环境全域提升

9 月 27 日早晨，刚刚组建的国
旗班队员正在举办首场升旗仪式。

9 月底，为充分发挥升旗仪式
的教育功能，加强未成年人爱国主
义教育，迎江区一小学在全市成立
首个少年国旗班。经过为期半个月
的专门培训，由该校“德育之星”学
生组成的国旗班队员在国庆节前夕
正式上岗，他们将在开学典礼、大型
活动以及每周晨会上担任升旗任
务，发挥榜样作用，用实际行动护
卫国旗，为学校争光，为国旗添彩。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汪锳 摄

小小国旗班

拳拳爱国心

了不起的妈妈：
“孩子在她背上长大”

前不久，一段“安庆21岁单亲妈
妈送外卖”的采访视频感动无数网
友。视频中，她的同事说她“心里有
阳光，眼里有星光”，亲人不在这边，
她背着孩子爬楼，孩子在她背上长
大。看到自己的故事在网络上引发
关注，她发文回应：“21岁正是吃苦的
时候，我只有初中文化也写不出什
么，我只知道出什么事情不逃避不放
弃，我很爱我的孩子，也不会放弃我
的孩子。只管努力，其他的就看天
意，只要我的女儿健康平安快乐，不
受欺负我做什么都值得。虽然我没
有很好的条件给我女儿，但是我会拼
尽全力让她过得好，保护她。”

网友微评
千千阙歌的阕：单亲妈妈，带娃

上班……带娃和上班，两件事都不容
易，一个人揽下来，真是难上加难。
送过外卖的同学，才知道这活的辛
苦，风里、雨里、太阳里，爬楼爬
坡，走街串巷，真心不轻松。带过
娃的同学，才知道这事的辛苦，只
要娃不睡觉，她就没有休息时间，
属于 24 小时全天候待机，而且娃还
有各种需求需要你满足。

斯普瑞99：网友们关注她，却并
不是同情她的遭遇，而是敬佩她的阳
光，敬佩她“没有被苦难与不公压垮，
反而更加坚强”，敬佩她“正确对待
自己走红这件事，婉拒来自社会各
界的帮助”，敬佩她“不仅是一位了
不起的妈妈，还是一位有理想的奋
斗者”。由此，每一个知道她故事的
善良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
是希望她和她的女儿，健健康康，快
快乐乐，开开心心。

Suso1234：她的故事让我看到了

中国人勤劳、朴实、乐观、向上的民族
天赋。这也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火遍
全网的“二舅”，他也是这样的人。身
处移动互联网时代，千千万万的人很
容易在一块手机屏幕前为一个故事产
生共情，甚至治愈自己的精神内耗。
不过，手机屏幕前还有一群人，喜欢用
放大镜在故事细节中寻找瑕疵，从而质
疑整个故事的真实性，解构故事内核。
更有甚者，也就是被称为键盘侠的那帮
人，还会恶语攻击故事当事人。所以，
在“二舅”的视频走红以后，便有了许多
质疑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人红是非
多”吧。对此，有网友呼吁“离二舅精神
近一点，离二舅生活远一点”。不要为
了流量去消费他人的时间和精力，我是
非常认同的。我还想说的是，攻击别
人并不能获取真正的快乐，那是扭曲
的快感。在审视所有治愈系的人和事
时，做一个包容的围观者，何尝不是在
远离精神内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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