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江县雷阳街道翠湖
村有一对九旬老夫妻——
宋 义 法 和 他 的 老 伴 李 玉
荣 ， 一 个 93 岁 ， 一 个 91
岁，他们结婚 70 余年，如
今两位老人身体健康，五
代同堂，生活幸福。

据这对老夫妻的家人介
绍，乐观能干的宋义法，
1971 年入党，做过铁路工
人、木工，还当过 40 年生
产队长。勤劳善良的李玉
荣，1972年入党，曾任村妇
女主任。

宋义法、李玉荣夫妇乐
观大方，什么事情都能看得
开，他们喜欢平静的“慢生
活”。两位老人每天晚上 8
时准时睡觉，早上 7 时起
床，中午坚持午睡。

李玉荣告诉记者，他
们 老 两 口 日 常 饮 食 多 以
清 淡 为 主 ， 晚 餐 的 饭 量
比 较 小 ， 以 蔬 菜 为 主 。
宋 义 法 表 示 ， 老 伴 身 体
比 他 好 ， 主 要 原 因 是 她
勤于做家务。

宋义法、李玉荣夫妇
已相濡以沫 70 余载，他们
恩 爱 如 初 ， 而 且 家 庭 和

睦、儿孙孝顺。生活在乡
村的他们，用质朴无华的
方式演绎出平凡而真实的
乡村爱情。

10 月 17 日，记者慕名
前 往 翠 湖 村 采 访 时 ， 宋
义 法 老 人 说 出 想 和 妻 子
拍 一 组 婚 纱 照 的 愿 望 。
当地雷阳社区了解到老人
的想法后，决定帮助他实
现愿望。

10 月 19 日 ，社 区 志 愿
者 及 当 地 影 楼 工 作 人 员
来到了宋义法老人家中，
化 妆 师 为 这 对 老 夫 妻 穿
上 精 心 准 备 的 礼 服 。 在
摄影师的指导下，夫妻俩
摆出不同的姿势，或相互
依 偎 ，或 执 手 相 望 ，老 人
的家人也前来捧场，场面
温馨而甜蜜。

光阴荏苒，宋义法、李
玉荣两位老人从青春年华
到耄耋之年，携手共度“白
金婚”，令人羡慕。“执子之
手，与子偕老，耄耋之年，夕
阳晚晴，岁月依然静好！”

“真正的相濡以沫！”……当
地居民和现场工作人员如
是感慨道。

九旬夫妻相濡以沫 70 余载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殷丽君 丁雁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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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在家人的捧场鼓励下，宋义法、李玉
荣夫妇轻触额头，场面温馨感人。

图2：在洁白婚纱下，两位老人绽放幸福笑
容，诠释着70余载的相濡以沫。

图3：李玉荣手捧鲜花与老伴等候摄影师
拍摄，这一刻，时光静止，温馨浪漫。

图4：平日里，宋义法、李玉荣夫妇互敬互爱。
图5：李玉荣从菜地里摘回自种的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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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医疗保险参保征
缴工作，今年9月份以来，望江县华阳镇突出
重点、夯实举措、压实责任，聚力实现“应
保尽保，不漏一人”目标。

该镇成立医疗保险参保征缴工作领导小
组，明确时间节点，压实“镇、村、片、组”
各级责任，为征缴工作顺利推进提供坚强组织
保障。镇机关干部全员学习掌握医保最新政
策，在全镇网格员下基层调研走访中，将
医保参保与“和美华阳”清洁行动、社
保、反诈等当前重点工作相结合，进行逐
户上门宣传引导。同时，各村（社区）通过举
办乡村大讲堂、召开党员群众会等方式，对
相关政策不定期进行宣传动员。该镇按照先
易后难的方式，筛选出特困人员、重点优抚
对象、重度残疾人等政府全额资助或部分资
助对象，动员此类人员先行参保，然后再
逐步动员一般人员，大大提升了参保效
率。下一步，华阳镇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力争按期实现“应保尽保”目标，杜
绝因病返贫情况发生，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邢朝政）

华阳镇：

推进医保参保征缴工作

本报讯 自信用社区建设以来，迎江区
滨江街道秦潭湖社区进一步推进社区信用体
系发展，营造诚实守信的良好社会文化氛围。

秦潭湖社区通过入户走访形式，宣扬诚
信文化，从邻里之间诚信相处入手，引导大
家在社会交往、人际交往中讲诚信、重操
守、树新风，建诚信家庭，做诚信公民。同
时将社区工作与信用建设深度融合，将服务
送到居民家门口。截至目前，共开展各类志
愿服务82次。该社区通过走进辖区商户，为
经营者普及诚信经营有关知识，并引导商户
自主加入诚信商用户，倡导商户守法经营、
诚信经营，并将居民需求与商家服务相衔
接，进一步盘活辖区商户资源，推动商圈经
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频共振。下一步，秦潭
湖社区将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拓展信用路
径，营造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良好文化氛
围，形成良性共治，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通讯员 祁红）

滨江街道：

建诚信社区 传信用文化

本报讯 连日来，桐城市龙腾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展“健康讲座进校园”活
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学生们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了解健康知识。

为了有效做好校园秋季传染病的防控工
作，深入推进健康口腔行动，关注学生视力
健康，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意识，连日来，龙
腾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医务人员走进
龙腾街道学校，开展健康宣传活动。医务人
员围绕心理健康、口腔健康、视力健康、秋
季传染病防控等四个方面开展健康讲座，以
简明易懂的方式向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现场
为学生们进行口腔、视力等检查。

（通讯员 蒋建村 汪珊珊）

龙腾街道：

健康讲座进校园

本报讯 金秋时节，硕果飘
香。10月16日，记者走进望江县长
岭镇后埠村桔子种植基地，金黄色
的桔子缀满枝头，黄澄澄的一片，
十分惹人喜爱。来此务工的村民
们穿梭于桔园中，忙着采摘、分拣，
并有游客在此体验采摘乐趣。

据了解，这个桔子种植基地
共35亩，由后埠村村民何红旗于
几年前栽种，经过几年的摸索和
改良，管理技术越来越成熟，基地
前几年挂果稍少，今年开始进入

盛果期，现在每年都聘请周边村
民来此进行除草、剪果等，种植过
程全程采取无公害模式，桔子树
下放养着的鸡、鸭、鹅可以吃虫，
基地同时施用农家肥，因此，园内
桔子不仅品相好，而且味道可口。

何红旗介绍，基地种植的这种
桔子名为“温州蜜柑”，属甘橘类水
果。由于今年桔子长势不错，基本
每棵树都挂满了果子，亩产达1800
斤，能实现20万元的总收入。

桔子丰收，不仅为企业带来了

效益，也鼓起了当地村民的腰包。
在桔子种植基地，务工村民们拿着
箩筐来回穿梭，只需几分钟，一棵
树上的桔子就被采摘一空。村民
们告诉记者，按照正常速度，他们
每人每天可以采摘近500斤桔子。

“桔子基地用工量大，平时每
天都有五六人在这里务工，用工
旺季达到十几人，每年支付村民
务工工资10万多元。”何红旗说，
通过桔子种植，村民们不仅可以
得到土地流转租金，还可以通过

自己的劳动得到工资收入。
近年来，长岭镇全力推进

乡村振兴，按照“集聚连片、农
旅融合”的思路，依托当地便利
的交通区位、丰富的土地资源
和良好的气候条件优势，着力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积极引导
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做好
特色水果产业发展文章，同时
还 大 力 发 展 西 兰 花 、豆 角 、茭
白、辣椒等蔬菜产业，推动全镇
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促进农民

增收渠道更加宽阔，助力经济
发展活力持续增强。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对果农
的技术服务指导，通过‘村集体+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把桔子产
业做大做强，把它变成我们农民
增收的支柱产业，同时积极引进
新品种，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深
化文旅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后
埠村党总支书记宋文华表示。

（通讯员 檀春红 全媒体
记者 罗少坤）

桔园飘香迎丰收

杨河村，一个位于岳西县巍岭
乡深山中的偏远小村落，全村仅有
474亩耕地，没有资源优势，也没有
产业支撑，青壮年曾纷纷外出谋
生。但近两年，小山村有了新模样
——村中建起红色主题公园，吸引
来了游客；抛荒地种上了半夏、丹
参等中药材，村里还建起了中药材
烘干厂和中药材加工厂；村集体也
有了自主经营的产业，去年纯收入
达31万元……山村巨变，缘于2021
年驻村工作队的到来。

“走，带你去我们村的公园转
转。”10月 18日，杨河村党支部书
记储鹏向前来采访的记者发出邀
请，他所说的公园，是位于村部对

面的汪坳战斗红色主题公园。储
鹏介绍，今年驻村工作队帮杨河
村争取到了安庆市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资金 200 万元，在该项目启
动时，村民们纷纷提议，要围绕
当地红色文化资源来打造。储
鹏和工作队采纳了村民们的意
见，决定突出特色，做好“红绿融
合”文章，将当地汪坳战斗遗址
打造成红色主题公园。

如今，走进杨河村已建成的红
色主题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汪坳战斗广场，广场上用四块展
板记录了巍岭乡英雄儿女的革命
事迹；广场边是上山的步道，步道
两边栽满了映山红，山顶还建有

汪坳战斗纪念亭，供村民休憩。
“这个公园建得很好，不仅能了解
红色文化，还能让我们休闲锻
炼。”70岁老党员汪正华说。

变化不止于此，在 050 县道
旁，村里废弃多年的板材厂，虽只
有2亩地，但也被改造成了中药材
加工厂和健身广场，广场不仅有晾
晒场，还有步道、休闲桌凳和观景
台。在楼屋中心村，村民的房前屋
后皆进行了美化和亮化，旱厕也完
成了改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根本。群
山环抱中的杨河村，面积10平方公
里，三分之二都处在古井园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内，产业发展受限。

“初到村时，我们就发现，杨
河村村集体经济收入配比不科
学，2020年虽有17万元收入，但大
部分来自光伏，没有自主经营的

产业。”杨河村驻村工作队队长王
旭说，随即他们决定将产业发展
作为驻村工作的重点。

王旭和工作队成员通过细致
调研得知，杨河村中药材种植历史
悠久，野生中药材资源丰富，村民
多有种植茯苓、天麻、芍药等经验，
但由于不清楚市场行情、不熟悉销
售渠道等原因没有形成相关产业。

王旭积极与帮扶单位安庆市
委统战部对接，依托其部门优势，
借助“万企兴万村”利好活动，引
进了安庆市一家制药公司。2022
年年初，杨河村借助抛荒地整治
契机，流转了30亩抛荒地试种半
夏、丹参和天南星，到年底，丹参
和半夏试种成功，获得了几万元
收益。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
乘势而上，再流转荒地50亩，在今
年开春大面积种植丹参和半夏，

目前，这些中药材长势良好，再过
一个月就能收获，预计纯收益可
达10多万元。

今年，驻村工作队又积极谋
划中药材一产二产融合发展。“我
们还建了中药材烘干房和加工车
间，正在申请中药材趁鲜切制资
质。”王旭说，现在杨河村还只能
卖中药材原料，有了加工资质后，
便能将中药材切片，直接卖给饮
片厂，提高中药材的收益。

在杨河村，驻村工作队还见
缝插针，发展了甜玉米、小香薯20
亩；增种瓜蒌、薏仁米10亩，冬桃
200 棵，并尝试在瓜蒌地里养鸡
500 余只，以“一个重点、多点开
花”的模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让
杨河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
讯员 方煦 程杨杨

驻村谋划发展 助力强村富民

本报讯 今年以来，怀宁县民政局把
“强力推进老年助餐点建设”作为党总支
“书记领办事项”的选题，压紧压实工作责
任，进一步提升老年助餐建设服务水平，全
县在去年建成运营41个社区老年食堂（助餐
点）的基础上，今年又建成运营25个老年食
堂（助餐点）。

怀宁县民政局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广
泛征求群众意见31条，科学选址布点，制定
行动方案，召开调度老年食堂（助餐点）建
设工作会议12次，协调解决建设和运营难题
42个。该县利用闲置资产、村级老年活动中
心改造建设老年食堂（助餐点） 17处，兑现
建设、就餐等补助资金，累计投入老年助餐
建设运营资金205万元。同时，加强监管，建
立部门协商机制，加强老年助餐场所规范建
设，开展专项安全监督检查9次，检查覆盖面
100%，并加强日常安全监管，严格落实“六
公示”制度，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通讯员 余申发）

怀宁县：

提升老年助餐建设服务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