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击 DIANJI

2023年6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汪迎庆 电话：5325915

视 点

父爱无言父爱无言 向您致敬向您致敬

本 报 讯 近年来，宿松县程岭乡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聚焦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用活“微字诀”，逐步推动基
层治理向好发展。

该乡共建立 224 个网格，村“两委”成员
兼任网格长，以党员户为中心户，每个网格
配备 1 名网格员，联合 10 至 20 户农户组建

“微网格”，将“五老”人员、退役军人、热心
居民等编入网格，协同开展信息采集、走访
关爱、矛盾调处等工作，打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步路”。实行“微自治”，引导成立村规
民约执委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
众自治组织，把遵规守约情况、参与村级程
度与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比挂钩，引
导全民参与到乡村治理提升中来。规范“微
权力”，充分发挥“一栏、一会、一微”载体作
用，村级公开栏内容及时上墙公开相关工
作、党员大会及时通报相关情况、“监督一
点通”平台及时网上发布村级重大事项，为
村级各项事务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通讯员 陈迎迎）

程岭乡：

用活“微字诀”推进基层治理

本 报 讯 连日来，怀宁县小市镇组织
部分县、镇人大代表“巡河问水”，积极开
展防汛备汛指导、汛灾科普宣传、隐患排
查等工作。

代表们一行 26 人先后视察四联排涝
站、受泉排涝站、受泉提水站，两座危桥
改 造 项 目 点 和 14 条农村联网路建设，湖
坑 圩 产 业 园 等 ，代 表 们 一 边 看 一 边 听 取
项 目 实 施 情 况 的 介 绍 ，发 现 良 湖 圩 内 排
水不畅，部分农田汛期积水较为严重，影
响 耕 种 等 ，同 时 发 现 汛 前 准 备 工 作 中 存
在 一 些 问 题 。 针 对 这 些 存 在 的 问 题 ，镇
人大列出了“问题、措施、责任、时限”四清
单，并转交小市镇人民政府办理。截至 6
月 18 日，已完成问题整改，同时镇人大将组
织代表深入一线监督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并
适时通报，确保整改取得实效。

（通讯员 张敬生）

小市镇：

人大代表“巡河问水”

本 报 讯 今年以来，宿松县下仓镇财
政所持续深化“一改两为”全面提升工作效
能，不断优化财政服务，助力镇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下仓镇财政所积极向上对接财政、税
务、招商等部门，做好协调与沟通工作，精
准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切实降低企业税
负，为企业发展减压纾困，巩固和拓展减税
降费成效，提振企业信心，激发企业活力，
培育新的税源增长点。该所进一步落实财
政资金直达机制，做到预算下达、资金拨付
和资金监管同步，确保直达资金惠企利民；
坚持企业至上，积极开展“企业服务日”活
动，深入企业一线，走访个体工商户，协调
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积极与农村商
业银行沟通，加强“政银企”三方合作力度，
努力搭建企业和银行“连心桥”，帮助企业
解决融资难题，缓解资金压力。

（通讯员 杨小鹏）

下仓镇：

优化财政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吉水街道不
断激活非公党建工作活力，切实发挥非公企
业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促进非工企业党建
工作提质增效。

吉水街道认真对照非公企业党组织标
准化建设要求，进行非公企业党建阵地标准
化建设，加强对非公企业党组织阵地建设投
入，促进党组织阵地全面升级。常态化开展
摸底排查，对有 3 名以上党员、具备建党支
部条件的企业，推动实行单独组建。该街道
以实施“双创两提升”工程为抓手，按照“以
点带面”的思路，通过广泛宣传，充分发挥
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效应，为企业深入开
展党建工作营造浓厚氛围。同时，该街道
选聘熟悉和热爱非公党建工作、有较强的
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专兼职党建指导员数名，
街道班子成员联系企业包保制度，联系指导
辖区 11家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截至目前走
访企业20余次，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5个。

（通讯员 袁鑫）

吉水街道：

非公党建工作提质增效

有一种爱，默默无言，但却顶天立地；有一份情，无声无息，却能为你遮风挡雨。这就是，厚重如山的父爱。
查正兵身穿儿子曾经穿过的衣服默默眺望远处的天空，刘兵在儿子身后二十米处默默守望孩子成长进步，江兴皖

用爱与诚信教育孩子不忘初心，蒯正权用辛勤耕耘激励儿子逐梦田园……父亲节前夕，本报记者探访了几个家庭中的
父亲，他们或不善言辞、将父爱深藏，或言传身教、舐犊情深。

如果说母亲给予了我们世上最细腻柔软的情感，那么父亲就是我们背后最坚强的后盾。父爱无言，向您致敬！

夏日的一场雨后，宜城的空气
变得更加清新。记者走进大观区一
小区居民楼内，找到了查显伟烈士
父母的家。一出电梯，记者就被门
头上金灿灿的“第二届全国文明家
庭”牌匾吸引住了——这是2020年
11月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
员会颁发给查正兵家庭的。在客
厅里，查显伟的父亲查正兵坐在沙
发的角落，穿着墨绿短袖，这是查
显伟生前在部队里穿过的衣服。
在查显伟牺牲后的无数个日夜，老
人时常安静地坐在窗前，默默眺望
远处的天空。

查正兵今年82岁，是大观区十
里铺乡林业村人，他育有三子，分别
是查显进、查显松、查显伟。

“我父亲是家里的长子，随后奶
奶养了十个孩子。听父亲讲过，他
结婚时，家里最小的妹妹才两岁。
可想而知，他从小就当起了‘小家
长’。从我记事时起，我对父亲的印
象就是他从村里的林厂一下班回
家，喝口水就扛起锄头去地里种小

麦、红薯的背影。小时候总是想，父
亲真是男子汉，有钢铁般的身体，有
用不完的力气。”聊起老父亲，大儿
子查显进明显话多了起来。

“爸，今年是你入党50周年，马
上可以领到‘50 年光荣在党’纪念
章了。”查显进高兴地和父亲说。
听到儿子的话，老人连忙追问何时
能拿到纪念章。“我父亲一辈子扎
根农村，没什么文化。年轻时在林
业村里的林厂工作，吃苦耐劳，很
快就入了党，是我们村里党龄最长
的老党员了。小时候，村东头有一
口水塘，一到夏天村里孩子们就下
水游泳，父亲不会水，生怕我们贪
凉往水里钻，就拎着大树棍子在水
塘边赶我们回家，那一赶就是一个
夏天。”查显进掏出手机，从相册里

找到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兄弟三
人个子一般高，父亲查正兵面容微
笑站在他们身后。

在二儿子查显松眼中，父爱是
无言但真实的。“我们小时候很怕父
亲，他话不多，不会给我们讲什么大
道理，但父亲辛苦一辈子，任劳任
怨，为几个孩子的付出是能真真切
切感受得到的。”查显松回忆道，“记
得小时候，家家户户都要凭布票才
能做新衣服，每年春节，父亲总是
早早就给我们兄弟仨准备好了新
衣，后来发现父亲每年都穿的是缝
缝补补的补丁衣服，问他，他只是说
自己要下地干活，穿不了好的。”

“我这小儿子啊，就是要开飞
机。”查正兵老人依然清晰地记得那
是一个夏日的午后，“那时候他才六

七岁，带着他去田里割麦子，他抬头
看飞机从头顶飞过，就和我说长大
以后一定要开飞机。”家住机场附近
的查显伟，经常看到天空飞过的一
架架飞机，年少的他就在心底种下
当飞行员的种子。

年轻时的查正兵也曾十分向
往参军报国，但无奈因扁平足两
次没通过参军体检。当查显伟提
出要报名参加招飞时，查正兵给
予了大力支持，并对他提出了殷
切期望。

1992 年 8 月，19 岁的查显伟顺
利考入空军航空大学。随后的每月
查显伟都会寄信回家，父亲总让其
他两个儿子一字一句地念给自己
听，再一字一句地口述叮嘱查显伟
在部队要听指挥，好好训练，不用担

心老两口。一封封家书承载着浓浓
的父爱。在父亲的鼓励下，查显伟
积极上进，刻苦训练，先后两次参加
首都国庆阅兵和朱日和沙场阅兵，
以及奥运安保、“和平使命”联合军
演等重大任务，先后被表彰为首都
阅兵训练标兵、全军优秀指挥军官，
荣立二等功2次、三等功3次。

2019 年 4 月的一天，查显伟
在执行专项飞行训练任务中，直
升机突发机械故障，他在实施迫
降过程中凭借过硬驾驶技术，成
功避开学生公寓、高速公路、高
压电线和居民村庄等区域，不幸
壮烈牺牲。人们找到查显伟的遗
骸后，发现他仍然保持着操控飞
机的状态。查显伟用生命诠释了
军人愿为国家和人民献出一切的
铮铮誓言。

曾经翱翔蓝天的查显伟，如
今魂归故里，查正兵告诉记者：

“显伟终究还是把生命奉献给了
祖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天空，我
为他骄傲。”

英雄的父亲大爱无声英雄的父亲大爱无声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许娟许娟

“我爱父亲，也非常感激父亲！”
近日，18岁的刘子阳和记者聊起父
亲时，他显得非常腼腆又极其坚定，
青涩的言语中带着一丝紧张又不失
礼貌。刘子阳是怀宁中学的一名学
生，刚刚参加完高考，趁着暑假，他
正在进行健身锻炼。

出生在教师双职工家庭里的刘
子阳曾经一度对父亲刘兵有误解，
也曾对“父爱”产生过质疑。“在我读
小学的时候，我的父亲母亲都在偏
远的乡村小学任教。小时候，记忆
中父亲总是带着一摞作业本回家，
浑身沾着粉尘，到家后第一件事就
问我作业有没有写完，要把写完的
作业拿给他批改，把‘职业病’蔓延
到家中。父亲班里的孩子多数是留
守儿童，因此家里经常多了些‘不速
之客’，他们要么在我家吃饭、要么
在我家写作业，甚至有时父亲在儿童
节还给他们买礼物。”刘子阳说，当时

自己太小，思想有些幼稚。“我很是不
解，认为是他们消耗了我的父爱，我
甚至在心底里嫉妒那些孩子。”

刘子阳说，为了同父亲的学生们
“抢夺”父爱，他下了很大力气。“自从
我知道父亲节是6月的第三个周日以
后，每年的父亲节我都会给他准备一
份‘厚礼’，比如画一幅全家福、唱一首
歌，甚至动用我所有的‘积蓄’给父亲
买一双鞋。在五年级时，我在父亲节
当天一大早，我把获得的全校演讲比
赛第一名证书送给父亲，等着他夸一
夸我。可是他很淡定地接过证书，就
说了几句‘很好，继续努力’之类的话，
显得非常敷衍。我的心里很失落，更

感觉不到父爱的温暖。中午时，父
亲兴高采烈地捧着一大捆彩纸折成
的花和一盒纸鹤回家，他在妈妈面
前反复炫耀这些学生的‘作品’，就
犹如我在他面前炫耀获奖证书一
样，我眼里突然涌出了泪水。”

刘子阳说，因为对父亲的这些
误解，还让他生出了一些“小叛
逆”。“初中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语文
成绩很不理想，作文扣分较多，因为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这是我难
得的一个‘吐槽’的机会，于是我尽
情抒发了对父亲的不满，交了试卷
后我甚至感觉心情十分舒畅。”

好巧不巧，刘子阳的班主任同他

的父亲刘兵非常熟悉。“父亲任教的
小学跟我就读的初中相隔500米，教
师之间也非常熟。作文写了以后，班
主任把我喊到他的宿舍‘谈心’，并告
诉了我一个秘密。每天晚自习是9点
放学，父亲都会在学校门口的拐角
躲着，等我出校门的时候他一直远
远地跟在我后面。班主任遇见过几
次，但是父亲叮嘱他不要告诉我。此
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每晚父亲都比
我回来得晚，我始终认为他是在办
公室批改作业。直到那一刻我才明
白，父爱无言，却始终默默陪着我，
他就在身后二十米的位置。”

刘子阳说，就在那一瞬间他突

然明白了父亲，感受到了浓烈的父
爱，也串联起了更多往事。“就像那
次演讲比赛，先是在小学比赛选拔，
再代表学校在县里参加比赛，后来
代表怀宁县在安庆市参加比赛，我
因为怯场和记不住演讲词，曾经一
度情绪低落，这个时候都是父亲陪
着我，给了我很多有益指导，丰富了
我的人生阅历和经验。”

刘子阳认为，回应父爱最好的
方式，就是像爷们儿一样跟父亲谈
心。“高中时的一天晚上，我第一次
偷偷地打开他的书房，他仍在书桌
前认真地备课。灯光下他的背影
更加消瘦，也许是光线的原因他的
头发也成了银发。我鼓足勇气走到
他的面前和他攀谈了起来，和他聊
高中的生活、聊同学的成绩、向他爆
各科老师的料。在交谈中，我发现
他对于我很多事都知道，对我的每
一位老师都了解。”

父爱在身后二十米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员 李未停

“老师，能与您相遇，这个福气
是谁给的呢？”

“是缘分给的。”
“缘分又是谁给的？”
“是所有心地善良的人给的。”
“心地善良的人又是谁呢？您

能说一位吗？”
“我的祖母和我的父亲，就是心

地善良的人。”
……
这段对话，曾发生在海拔3800

米的草原上一处土坯碉楼里。对话
的双方，是藏区的小朋友，和带上个
人全部积蓄，只身来到川藏高原支
教、帮扶的桐城人江觉迟。对话中提
到的“祖母”，就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裁襟励子”的主人公苏蕙华。这
是一个发生在桐城市嬉子湖镇珠檀
村的有关爱、诚信、尊师重教的故事。

“要说我的父亲，就必须先讲
到我的祖母。祖母育有三子，分别
是兴汉、羽仪和兴皖。‘裁襟励子’
故事里的孩子，是我的大伯兴汉，
我的父亲是祖母的第三子兴皖。
从小开始，父亲就一直给我们讲祖

母的各种大爱故事，尤其是作为家
族图腾的‘裁襟励子’。”6月 13日，
在与记者谈到父亲这个话题时，江
觉迟表示，“我后来做慈善工作，完
全受祖母和父亲影响。”

“父亲秉承家风，像祖母一样大
爱为人。他在校任教期间，经常资
助读不起书的贫困家庭孩子。他的
一位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读不起书，
已经中断学业回家。父亲得知后，
特意赶到学生家，承诺只要家长让
孩子上学，今后的学费由他承担。
后来父亲兑现诺言，一直资助那孩
子上完高中考上大学。我有时候甚
至觉得，父亲对学生比对我和姐姐
还要好。”江觉迟还谈到了一件曾让
她耿耿于怀的“小事”。

20世纪70年代，江兴皖被评为
桐城县特级教师，县里奖了两支金

灿灿的钢笔，在当时，人们将其俗称
为“金笔”。当时，江觉迟和姐姐都还
很小，都在读书，钢笔对于姐妹俩来
说，非常稀奇，也极为珍贵。当姐妹
俩得知父亲获奖两支钢笔时，都在暗
自高兴，心想：“既然有两支‘金笔’，
父亲肯定要送我们姐妹俩一人一支
了，那要是拿到班里，同学们该是多
少羡慕啊！”就在姐妹俩满怀期待时，
却遭遇了父亲的“无情”打击——他
把钢笔送给了学校里的贫困学生。

“我那时还很小，不懂事，非常
气愤，记得我有半个月都不理会父
亲，对他充满恨意。直到后来我们
慢慢长大懂事，终于理解了父亲，懂
得了父亲的爱与为人之善，后来我
走上慈善道路，与父亲以身作则的
教育是紧密相关的。”正因为见过父
亲做过这样的事情，江觉迟也不止

一次在藏区做过类似的事情。
在好家风的熏陶下，江觉迟从

小就关心他人，热心公益。2005年
她带上个人全部积蓄，只身来到川
藏高原支教、帮扶，创办草原孤儿学
校，给草原孤儿、贫困孩子、失学儿
童提供基本的照料和教育。

有一次，为了寻找那些散落在
草原山区的失学儿童，已经患上感
冒的江觉迟，在途中又遭遇了风雨
打击，再加上严重的高原反应，她差
点失去了生命。

江觉迟的父亲是不知道藏区的
条件艰苦么？肯定是知道的。江觉
迟的爷爷江百川，是传统文人，也是
教书先生。她的父亲，虽然是人民
教师，难免还有些传统文人的思
想。先前，她的父亲就常常跟她说

“父母在，不远游”，也就是说，他是

不希望女儿走得太远。可是，在得
知她已经答应过草原人要上去支教
的事情后，他本着“裁襟励子”的诚
信思想，还是支持她去了。

每一次电话联系，父亲都会
一再叮嘱江觉迟：“孩子，我是舍
不得你离开太远，但你既然已经
答应了别人，就要说话算数，我支
持你！我们这个家庭，是以诚信
传家的。所以上去后不要轻易说
放弃，草原上的工作，要做，就应该
好好地做下去。”

2007年，江觉迟的父亲在弥留
之际才讲出自己的心愿：“孩子，我
的根在桐城，你的根也在桐城。你
走得再远，一定要记住回家的路，
一定要回家！”

为了父亲的这句话，近些年
江觉迟又多了一项事业——做好
非遗传承人。作为一名有影响力
的作家，她积极参与建设“裁襟励
子”文化园，参加各类文化活动，走
进众多中小学校，宣传“裁襟励子”
故事等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
富精神内涵。

父亲传承爱与诚信父亲传承爱与诚信
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何飞何飞 通讯员通讯员 李静李静

6月 9日上午，在望江县华阳镇
磨盘村江调圩上，骄阳炙烤着大地，
磨盘村种粮大户蒯正权戴着草帽，正
在田间安排着务工村民栽种红薯。

蒯正权今年60岁，种了一辈子
粮食，黝黑的皮肤是他耕耘不辍的
真实写照。在江调圩，蒯正权承包
有800亩土地，5月底，700亩小麦收
割完后，他就开始安排种大豆、种高
粱、种红薯。

不一会儿，不远处的公路上，一
个身影越走越近，走到边上，呼喊着
蒯正权。原来，这是蒯正权的儿子
蒯佳华。蒯佳华今年22岁，记者定
睛一看，父子俩皮肤一般黝黑，最大
的不同就是蒯正权比儿子多了些皱
纹。刚才，蒯佳华带着他的无人机，
给别的种粮大户打药去了，110亩的
稻田，他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在江调圩广袤的田野上，蒯佳
华是最年轻的农民，他的身影也很
好辨认——他常戴着一顶黑色鸭舌
帽。作为“00后”，蒯佳华的同学现
如今不是在城市大楼就是在园区工
厂，而他选择沿着父亲的脚步，奔走
在绿色田野，耕耘着心中的“种粮
梦”。而与父亲不同的是，蒯佳华是
一位懂机械、懂科技的“新农人”。

蒯正权从小开始务农，早年在
家乡率先流转土地发展规模种植，
从2010年起，种植面积逐渐扩大，从
几十亩扩大到现在的800亩。父母

种粮的辛苦，蒯佳华从小看在眼里，
上小学时他就开始帮父母干农活
儿。农忙时节，父母每天出门早、归
来晚，但一日三餐从不会饿着蒯佳
华。放学时，父母还在地里，蒯佳华
放下书包就去给他们帮忙。

从那时起，蒯佳华就在思索，如
果有一天这些农活儿都由机械来
干，那该多好！他开始关注农业机
械方面的知识，从多方面渠道学习，
希望有朝一日这些农业机械能够开
进父亲的土地，自己熟练驾驭它
们。与此同时，他也萌生了当一位

“新农人”的想法。
蒯佳华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

支持。“每年这个时候，忙得人都要
瘦个十几斤，虽然辛苦，但我理解、
支持孩子的想法，我们都对这片土
地有感情！”蒯正权说。

支持孩子的人生理想，当然也
会支持孩子的学习。尽管时常在地
里弄得一身泥、一身汗，但孩子的家
长会，蒯正权从不缺席，并且会提前
回家清洗一番，换一身干净的衣裳。

在蒯佳华的建议下，这些年
家里添置了很多农业机械，从第

一台手扶拖拉机，到现在包括无人
机、拖拉机、旋耕机、开沟机、收割
机、粉碎机等在内近20台机械，他
们的家庭农场拥有着全镇最全的
机械装备，不仅实现了农场自身
95%的机械化率，还为其他种粮大
户提供农机服务。

2019年，蒯佳华从职高毕业后，
就开始进入“角色”，帮父亲种粮。
农场所有的机械，现在他都能轻松
驾驭。因为职高学的是汽修专业，
蒯佳华在农业机械问题排除、维护
保养方面做起来也是得心应手。

今年，蒯正权正式将自己2016
年成立的家庭农场负责人变更为蒯
佳华，希望儿子能够以更高的要求
和责任心，扛起家中种粮的担子。
然而，一直以来蒯佳华也没有让父
亲失望过。

父子接力父子接力 逐梦田园逐梦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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