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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年57岁，是一名普通的农村
党员，有人说他“爱操闲心，爱管闲
事，好了别人，亏了自己”，但他总是
说“多做对大家有益的事，无论对人
对己都是值得的”。他就是曾获评“安
庆好人”的岳西县店前镇徐良村村民
李作念。

店前镇徐良村李屋组，原先是一
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村民组。
上世纪 90 年代，29岁的李作念担任
李屋组组长后，看到外面的车辆进不
来，当地村民的农副产品运不出去，
他心里十分着急，决定改变这种状
况。为此，李作念四处奔波、多方协
调，带动全组村民修建组级道路。当
时，有些村民不愿为修路出钱出力，
李作念依然坚持每天在修路现场辛勤
劳作，在他的坚持和带动下，深受感
染的村民们利用农闲时间、历时三
年多，终于人工开挖了一条 1500 米
长的土路，这条路通往全组的每家
每户，改变了当地交通闭塞、祖祖
辈辈肩挑背扛的状况。

路通了，农副产品的销路也逐步

打开。李作念看到当地农副产品很畅
销，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于是和
几个农户商议发展茶叶种植。说干就
干，他与村民一起前往菖蒲镇实地查
看茶叶园，并订购了 5000 株茶苗，
种植茶叶的第三年，便有了不错的收
成。李作念还在自家田地引种繁殖野
生天麻等中药材，年收益万余元。在
他的带动下，附近农户也开始种植中
药材，并逐年扩大规模，效益可观，
生活水平也随之明显提升。

2000年李作念开始从事农电工，
为了保证用户正常用电，无论是下雨
还是下雪，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
要有人打电话说没有电，他都能第一
时间赶到，迅速为用户排查故障。辖
区内有20多户农民从事生条和食品加
工，不论谁家电路出现故障，李作念
都是随叫随到，他爱岗敬业、勤劳
肯干，任何疑难杂症都能“手到病
除”，深受用户的好评和信赖。

李作念担任农电工期间，发现居
住在深山的空巢老人行动不便，他主
动帮助老人代缴电费和代购生活物

资，并自己掏钱为徐良村石岭组五保
户聂某缴纳电费。

2017年，徐良村李屋组低保户李某
家进行危房改造，宅基地选址在李作念
家老房子后面，因材料运输不便导致无
法施工。见此，李作念主动将自家的老
房子拆除一部分，以便于该户搬运施工
材料。李某家的房子建成后，李作念还
帮助该户免费安装了水电。

2019年12月农电网改制，李作念不
再从事农电工作，辖区内的用户听到这
个消息后都感到不舍，但他对用户说：

“只要大家有需要，我会一如既往地为
你们服务，随叫随到，风雨无阻。”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李作念主动
要求去哨卡值班，还担任了联防组长，
他帮助数十户村民注册安康码，每天逐
户排查流动人口情况。

2020年汛期，李屋组的组级道路
沿线的边沟被塌方的泥土堵塞，洪水
冲击着道路路基。发现这一情况后，
李作念立即穿上雨衣带上锄头冒雨清
理道路边沟，在他的带领下，周边村
民也纷纷加入抗洪抢险队伍，经过两

个多小时的奋战，李屋组的道路边沟
终于疏通。

2022年2月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
暴雪导致徐良村李屋组周边道路严重
受阻，村民无法通行。见此，李作念
心急如焚，于是他挨家挨户动员，随
后带领李屋组党员、村民志愿者携带
工具前往李屋畈至318国道铲除路面积
雪。在他的带领下，大家热情高涨、
不惧严寒，配合默契，很快一条便民
通道便被清理出来。见此情形，深受
感染的其他村组党员群众也纷纷加入
铲雪队伍，现场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
的铲雪景象。

平日里，李作念还是邻里矛盾纠纷
的“调解能手”，村民遇到家庭矛盾、土
地和灌溉纠纷等，都爱找李作念“评
理”，经他一番调解，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谈及这些年来的付出和收获，李作
念总是笑着说：“我的努力付出，‘赚’
来的是信任与人心，我还要继续努力，
争取‘赚’得更多。”

通讯员 储翔 王云志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爱操闲心爱管闲事的“安庆好人”李作念

情系家乡 造福乡邻

本报讯 中秋、国庆“双节”
期间，岳西县来榜镇举行“典晖
杯”首届民间篮球联谊赛，许多在
外地工作或学习的当地人纷纷回
乡参赛。精彩的“村 BA”如同春
晚般热闹，灯光与喝彩声让节日
的山村充满朝气与活力。

经过紧张激烈比拼，10月6日
晚，黄泥、马元村联队“黄马队”夺

得冠军，花墩、来榜村联队“墩榜
队”获得亚军，奖品是本地种植
的黄金梨与小香薯。

据悉，此次比赛由来榜镇
民间篮球爱好者自发组织，赛
期从 9 月 30 日至 10 月 6 日，共
21 场比赛，另外有 2 场邀请赛，
参赛队员近 100 人。

（通讯员 储青）

山乡“村BA”火热

本报讯 岳西县红色资源
丰富，为广大党员干部“补钙壮
骨 ” 提 供 了 独 特 的 “ 红 色 养
分”。自全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教育启动以来，岳西县不断创新
载体、丰富形式，充分发挥本地
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
党性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帮助
党员干部明初心、守初心，坚定
信念、敢于担当，助推主题教育
高质量开展。

今年以来，岳西县持续深挖
红色资源“富矿”，进一步探索
如何讲好岳西红色故事。同时用
好用活红色资源，改进红色文化
资源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和途径，
运用现代化声光电技术，将党史故
事、革命故事、英雄故事生动地讲
述出来，使红色资源“动”起来、

“活”起来，让参观者从“观看
者”变“参与者”，触摸真实的历
史，从而优化红色场馆服务品质。

“讲好英烈故事，传承大别
山精神，是我作为一名岳西人的
职责，也是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
和使命。每当我遇到挫折的时
候，想要放弃的时候，就会来这
里看看，烈士们的精神真的是一
种鼓舞、是一种信仰。继承革命

先烈遗志，铭记历史重任，传承
红色基因，坚定自己的理想信
念。”岳西居民蒋南霞说。

作为党员干部接受党性教育
的重要阵地，岳西县三处红色纪
念场馆针对不同群体需求，“量身
定做”红色文化课程。精心打造
参与度高、现场感强、主题内涵
丰富的沉浸式讲解特色项目，把
现场变成“课堂”，推动红色文化
入脑入心。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让红
色教育深入人心，让主题教育走
深走实，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
情。我们一方面讲好英烈故事，
通过微视频、书籍、展览等多种
形式，让红色故事、让主题教育
融入群众生活。另一方面，我们
拓展宣讲阵地，依托革命旧址、
红色纪念馆等革命传统资源打造
主题教育、红色宣传阵地，今年
岳西县有四处红色旧址被列入安
徽省文旅厅推出的15条红色研学
线路中。我们还开展纪念馆与学
校 的 合 作 ， 培 养 ‘ 小 小 讲 解
员’，今年以来，我们已服务前
来学习参观的团队超过 600 场
次，人数近44万人次。”岳西县
文旅体局党组书记余灿黎说。

（通讯员 余飞 储翔）

用好用活红色资源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 近日，岳西县16万亩水
稻进入收割季，稻田里的农民们忙着
抢收水稻，一割一收间奏响了金秋的

“丰收曲”。
10月 9日，走进岳西县冶溪镇联

庆村，稻浪起伏，稻谷飘香，种粮
大户方昌海正在自家稻田里挥汗如
雨，他又迎来一个金灿灿的丰收
季。站在方昌海家的田垄上，一株株
水稻结着穗、弯着腰，微风轻轻吹
拂，便形成层层稻浪，让人仿佛置

身于金色的海洋。
“今年我们村承包了 400 多亩水

田用于水稻种植，在这个秋天，我看
着满田的‘金黄’，心里非常高兴，预
计每亩产量600公斤左右，总收益在
10到20万元之间。”方昌海高兴地说。

近年来，冶溪镇通过高标准农田
建设，目前水稻种植面积高达 1.6 万
余亩，亩产量可达650公斤。进入收
割季，宽广的稻田远远望去遍野铺
金，收割机在稻田来回穿梭，在轰

隆隆的机器声里，饱满的稻穗被
“吸入”机器的“腹中”，收割、脱
粒、粉碎、装车，一气呵成，空气
里弥漫着新鲜的稻香。

冶溪镇党委委员黄光胜表示：
“今年我们镇水稻喜获丰收，预计产
量在 2000 万斤以上。下一步，我们
将完成 13850亩的秋种任务，同时加
强田间管理，保障来年夏粮丰收。
今年年内还将启动 8000 亩高标准农
田建设，完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

提升农业全程化基建水平，确保农
民多种粮、种好粮。”

岳西县素有“八山一水半分田，
半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全县有高
山稻田 16 万亩，每年收割时间主要
集中为 9 到 10 月，年产量可达 6.4 万
吨。该县高山稻田百分之八十都是
种植高山优质生态水稻，产出的稻
米颗粒饱满，口感较为软糯香甜，
深受市场青睐。

（通讯员 余飞 余婷）

16 万亩水稻喜获丰收

本报讯 自2022年“安心托幼”
暖民心行动启动以来，岳西县聚焦群
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强化保障、细化
举措，扩大普惠资源，持续推进暖民
心行动高质量发展，让“幼有所托”
成为惠民常态。

早晨，在岳西县爱婴托育园内，
家长们陆续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园
内，这些孩子都是 14 月至 38 月龄的
未到上幼儿园年龄婴幼儿。园内老
师熟练地登记签到信息，按时提供
营养早餐。刚入园的孩子离开父母
爱哭闹，在老师们的安抚下，他们
很快就和其他小朋友玩耍了起来。

“我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多的
时间陪伴孩子，父母年纪也比较大

了，他们对于孩子教育没有这里更加
专业，所以就想着把孩子送过来，早
一点来体验一下这边的集体生活。”爱
婴托育园幼儿家长汪女士说道。

爱婴托育园位于岳西妇幼保健院
内，今年7月份投入使用，是岳西首
家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为3岁以下
婴幼儿提供安全照顾，早期启蒙、科
学一体的照护服务，让婴幼儿家长托
得安心、放心、暖心。

在岳西县城西幼儿园内，幼儿们
在老师的指导下兴高采烈地做游
戏、做手工，玩得不亦乐乎。到了
下午下班的时间，家长们陆续来接
孩子，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开心地放
学回家。

城西幼儿园是新建的一所公办普
惠性幼儿园，今年秋季正式开园，
园区环境温馨舒适、教室宽敞明
亮、户外活动面积开阔，拥有多元
化、有特色的多个专用教室，并开
展了延时服务，解决了家长的“接
娃难”问题，也让幼儿们拥有了充
实而有意义的延时离园时光。

“ 我 家 就 住 在 城 西 广 场 这 边 ，
以前我家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都
要送到很远的地方，因为我自己
还 要 上 班 ， 所 以 接 送 很 不 方 便 。
现在城西这边开了一所公立幼儿
园 ， 对 于 我 们 来 说 是 非 常 方 便
的，学校还开设了一些特色延时
服务，我们下班来接孩子都是没

问题的。而且在延时服务期间，孩
子 还 能 学 到 很 多 东 西 ， 我 们 家
长非常满意。”城西幼儿园幼儿家
长汪先生说。

据统计，今年岳西县新建成 1
个普惠性托育服务机构，累计新增
托位 280 个，新建、迁建、改扩建
公办幼儿园 4 所，新增公办园学位
450 个。今年秋季学期，全县共有
36 所公办、民办幼儿园积极开展延
时服务，不断探索提升服务质量，
扩充服务内容。7000 多名幼儿参
加延时服务，幼儿园延时服务实现
全覆盖，有效解决了“入园难”“带
娃难”“接娃难”问题。

（通讯员 董德景）

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

“安心托幼”暖民心

图 说

金 秋 时 节 ， 硕 果 累 累 。 当 前 正
值 小 香 薯 成 熟 季 ， 在 岳 西 县 和 平
乡 和 平 村 小 香 薯 种 植 基 地 里 ， 村
民 们 正 在 采 挖 新 鲜 的 小 香 薯 ， 一
个 个 色 泽 鲜 红 的 小 香 薯 摆 满 田 间
地 垄 ， 村 民 熟 练 地 将 小 香 薯 分
拣 、 装 筐 、 转 运 。 金 秋 的 田 间 地
头 一 派 丰 收 景 象 。

通讯员 叶蓉 摄

金秋时节硕果丰

本报讯 秋风起，蟹脚肥；稻
花香，闻蟹来。9月28日，在岳西
县菖蒲镇毛畈村水产养殖基地
里，一只只个大肥美的螃蟹布满
了池塘，工人们分工有序，收笼、
分拣、称重、打包，鲜活的螃蟹经
过精心挑选后上市销售。

2019年，毛畈村“两委”立足
本地资源优势，依托良好的水域
资源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产业，当
年就带来可观的收入。今年，毛
畈村共计投放蟹苗 25000 只，金
秋时节迎来了收获季。据了解，
毛畈村养殖的泉水蟹均价在 40
元每只，今年预计实现销售收入
50万元左右。

“我们这里养的泉水蟹味道
非常鲜美，不仅在本地销售得很
好，还远销外地。螃蟹价格最高
的可以达到 70 元一只。在我们
村‘两委’的带领下，让我们当地
的老百姓能够通过特色水产养

殖走上增收致富之路。”毛畈村
村民杨桂香说。

近年来，毛畈村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围绕“党
建引领、产业兴村”的发展思路，
积极探索“党支部+产业+农户”的
发展模式，利用本地水资源和良
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螃蟹、
龙虾、火龙果、葡萄等特色种养
殖，通过引才回乡、集中培训、实
践锻炼等方式，积极培育培养党
员致富带头人、特色种养殖能
手，以点带面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助推乡村振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村党组
织带头作用，将党建引领的‘组
织力’转化为产业发展的‘生产
力’，走出一条‘兴产业、富群众’
的乡村振兴新路径。”毛畈村党
支部书记姚有志说。

（通讯员 储翔）

秋风起蟹脚肥 特色养殖助振兴

本报讯 连日来，岳西县店
前镇村民徐甘重在危急时刻，奋
不顾身勇救落水儿童的事迹在当
地广为传诵。

10月1日上午，店前镇徐良村
村民余正方的两个孩子趁家中
无人看管，姐姐带着弟弟骑车到
凉亭组一座人行桥上嬉戏。一不
小心，8岁的弟弟从自行车上摔倒
后，从桥面上掉进了河里。眼见弟
弟在水里不断挣扎，姐姐急忙在
桥上大声呼救。正在不远处干农
活的村民徐甘重隐隐约约听到呼
救声，他赶到现场发现了正在水
里挣扎的男孩。这座桥离水面有2
米多高，水下有很多乱石，危急时
刻，徐甘重来不及多想，迅速跳进
河中。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将水

中的男孩救了上来，幸好孩子并
无大碍，被随后赶到的村民送回家
中。这时，徐甘重才感觉到右脚一
阵剧痛，到医院被诊断为粉碎性骨
折，经治疗后，目前在家休养。

徐甘重是徐良村学堂组村
民，妻子患尿毒症多年，需要长期
治疗，家庭经济困难。但徐甘重
性格开朗，乐于助人，是乡亲们心
里的“热心人”。为了答谢徐甘重
的救命之恩，被救男孩的家人多
次上门感谢，提出为其承担医疗
费用，但都被徐甘重婉言谢绝。

“看到孩子落水，那是一个宝贵鲜
活的生命，即使再危险，我绝不会
袖手旁观！”徐甘重对前来致谢的
男孩家长这样说道。

（通讯员 王云志 杨春颖）

村民徐甘重勇救落水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