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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点 击 DIANJI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杨湾镇始终秉
持“人民信访为人民”的工作理念，以镇
综治中心实体化运行为契机，探索信访事
项分类处理化解工作模式，全力维护群众
合理合法诉求，切实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
效和群众满意度。

杨湾镇始终秉承“门好进、脸好看、事好
办”的工作原则，热心接待来访群众，积极引
导，对于合理的信访诉求及时受理，对于不合
理的诉求严格按照政策规定认真解释，消除
来访群众内心疑虑。该镇对所有来访案件严
格按照程序，将群众反映的问题收集整理、归
类研究，把群众为什么不满意、问题到底出在
哪里作为剖析问题的前提，确保查找问题、剖
析问题都能够站在群众立场，严格落实受理前
告知、调解中联系、办结后反馈工作制度，确保
信访案件得到及时有效处理。今年以来，该
镇共办结信访件 15 起，共化解矛盾纠纷 54
起，其中化解积案4起。（通讯员 李思贤）

杨湾镇：
提高信访事项办理质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宿松县程岭乡坚持疏
堵结合、源头治理、突出重点，多举措扎实推进
血防禁牧工作。

为保障血防工作的顺利实施，程岭乡成
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各村也成立
村级禁牧工作领导小组和禁牧工作队，确保
禁牧工作全面落实。该乡充分结合各村实
际，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乡村振兴夜校
宣讲、制定村规民约，开展实地走访入户，
利用广播、横幅、微信群等宣传方式，大力
宣传《血防条例》，通过科普，让群众了解血
吸虫病危害，从被动禁牧转变为主动禁牧。
该乡坚持动态管理、全面推进，长效监管、
巩固成果，截至目前，全乡已经签订了 50
余份责任书，淘汰牛 173 头、羊 504 头，
并走访了 70 余户养殖户。下一步，程岭
乡将持续跟进血防禁牧工作，积极推进全
乡 2028 年达到血吸虫病消除的目标。

（通讯员 唐洁）

程岭乡：

多举措推进血防禁牧工作

本报讯 近年来，宜秀区深入推行科技
特派员制度，培育选派了一批优秀的科技
特派员进村入户，让科技特派员成为“三
农”工作的政策宣传员、农业科技辅导员、
乡村发展的领航员，科技助力乡村振兴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

在加快培育产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能人大户及发展农村合作社的过程中，人才
是重要支撑。宜秀区大桥街道眉山村依山伴
湖，是典型的农业大村，为支持眉山村产业
发展、带领群众增收致富，今年宜秀区培育
并选派了 2 名科技特派员到眉山村，进村
头、到田头，让科技与田间地头“无缝对
接”，为种植大户及农业科技型企业“问诊
把脉”，让农民在家门口学技术。汪浩涛就
是其中一位科技特派员，他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眉山村及农户的产业发展，为当地科技
人才填补了空白，更为眉山村产业发展及农民
致富增添了科技“羽翼”。（通讯员 方俐）

宜秀区：

科技特派员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扛起相机，捕捉美好生活；骑上
自行车，结伴游山玩水；热衷旅居，
冬避严寒、夏避酷暑……随着生活
水平的提高，新时代背景下的老年
人逐渐改变生活状态，他们不再整
日“围着儿孙转”，而是开启了“潮生
活”。他们自信乐观、活力四射，将
老年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最美夕阳红”。

“重阳行”“《女驸马》首创首演
65年”“街头巷尾唱黄梅”“中秋老街
赏月”……翻开72岁退休老人汪定
朝的朋友圈，全是他拍摄的照片和制
作的短视频，每天少则两条，多则十
几条。照片和短视频记录了他每天
的生活和拍摄的足迹，充实又精彩。

汪定朝在学生时代就喜欢摄
影，工作后也一直将摄影作为业余
爱好，退休后，则将摄影当成了“主
业”。他每天带着相机走走拍拍，拍
花、拍鸟、拍人，因为摄影技术好，人
又热心，经常被一些单位和社区邀
请去当摄影师，拍摄他们开展的活
动；朋友们也都喜欢邀他出去旅游，
因为他会拍美美的照片。

“今年没那么多时间拍啦，推了
好多活动邀约。”汪定朝笑言，周一
到周五他也要“上班”——接送外孙
女上下学。每天早上，他要去女儿
家接外孙女，将她送到学校后，他会
去老房子里侍弄花草、喂鱼。老房
子在一楼，带院子，他养了一院子的
花草绿植；中午做好饭，接外孙女放
学，下午将她送去学校后，他就在家
整理照片、制作短视频；晚上将外孙
女送回女儿家后，他又开始了自己
的拍摄。9月以来，只要黄梅戏艺术
中心晚上有演出，他都会去拍摄。

“我有七八个移动硬盘，里面存的全
是照片。”汪定朝说，他喜欢摄影，
也爱旅游。每到周末都会和朋友
在安庆周边玩玩，寒假、暑假还会
安排远游。退休后，他去了两次西
藏、两次新疆，还周游了欧洲十多
个国家。目前，他正在和朋友制定
计划，明年准备再去趟西藏旅游。

68岁的杨明远同样将退休生活过
得有滋有味。炫酷的运动服装、专业
的头盔、帅气的墨镜……10月23日，记
者见到杨明远时，他刚和骑友们从枞

阳骑行回来。“今天是重阳节，我们早
早就计划骑行去浮山，来回100公里，
大家都坚持了下来。”杨明远说，他们
有骑行的微信群，群里有四五百人，
几乎每天都有活动，短则夜骑到体育
馆，稍远的到潜山、岳西、太湖、贵池
等地，最远的还到过西藏、新疆。

“骑自行车强身健体，穿上炫酷
的运动装备，感觉像意气风发的少
年。”杨明远说，自从骑行以来，他明
显感觉到了自身的变化，从精神上
来说，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好，交
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身体
状况来说，肌肉变紧致了，人也变得
更灵巧。每年，他和骑友们都会制
定两次长途骑行计划，大家一起上
路，穿越城市人流、翻越大山、跨过
江河，欣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如今，
他的骑行足迹遍布山东、山西、陕
西、江苏、浙江等地，已经完成2万
多公里的长途骑行。10月底，杨明
远还将和骑友们一起骑行皖南川藏
线，边骑行边欣赏沿途的秋色。

杨明远的骑行生活很“潮”，阮
林东夫妇的旅居养老生活也很

“酷”。65岁的阮林东在退休后，便
带上妻子四处旅游，成为“候鸟”老
人，每年6月到8月，他和妻子会找
地方避暑。“这两年夏天，我们去的
是岳西，住在鹞落坪的农家，和主人
家吃住在一起，还有很多老年人在
一起聊天、游玩，非常惬意。”到了冬
天，他们会去往南方过冬。去年，他
们在海南乡下租了套养老房，月租
1500元，住了三个多月。“我们自己
买菜做饭，经常到附近的渔村去买
海鲜。小区到海边步行只需 15 分

钟，午饭后我们就带上吊床，在海边
看看书，睡个午觉。有时候还会租
个车出去玩一天，走到哪玩到哪
……”说起海南的旅居生活，阮林东
一脸的幸福，11月下旬他们又将启
程南下海南，这次还有十来个朋友
和他们一起去。

活到老，精彩到老。热衷于接
受新鲜事物的老人们，正通过多元
化的新型养老方式，保持良好健康
状态，让晚年生活过得多姿多彩。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老有所乐 生活多姿多彩

走进潜山市黄柏镇黄柏山庄
文化大院叶卉的家中，一楼的空
间完全被开辟为红色经典展陈
区，二楼则是一个农耕文化展
区，千件老物件再现了农耕文
明，与红色文化记忆历史相得益
彰。这里不仅是叶卉的家，更是
他倾注了全部心血打造的红色经
典收藏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民族英雄和先模人物的义行
善举更需要传承和赓续。”40 多
年来，叶卉不仅收藏了近 10 万册
（件、张） 红色经典，以个人的
力量传承着红色记忆，更践行着
红色精神，在公益助学的路上走
过了28载。

“我在读书时就有收藏红色经
典的想法，真正成规模地收藏是
从 1978 年第一本老版 《毛泽东选
集》开始。”叶卉说，像毛主席语
录、像章、党史、国史、连环
画、老票证、老版书以及雷锋、
焦裕禄等先模人物事迹的出版物
都是他的收藏对象。

退休前，叶卉是安庆石化社区
管理部的一名干部，那时安庆几
乎所有书店、书摊的老板都与叶
卉熟识，不仅如此，叶卉也常常
辗转于城区各废品回收站。“有的

家庭老一辈收藏的书籍、老票证
等等，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后
人当作废品卖了出去，我就从废
品回收站那里买回来。很多东西
都是历史的见证，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比如这套 《红色聚焦》，
一共 16 册，是我从外省‘淘’来
的，价值 4000多元，它记载了建
党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收藏价
值很高。”为了收集一套红色书
籍，叶卉有时一“淘”就是 10 多
年。“我想收藏新中国成立前的
《毛泽东选集》这个版本，已经20
多年了还没收全。”叶卉说。

叶卉的红色经典收藏馆历经三
次建设，供人免费参观。“安庆
市、合肥市的人过 来 参 观 的 很
多，大多数都是作家、书画家、
收藏家和文学爱好者。我们村的
第一书记还曾带安徽省审计学院
的学生和家长过来参观，看到这
么多红色经典，他们都连声赞
叹，我相信能够接触到那个年代
的实物，带给孩子们精神上的震
撼一定是不小的，更希望他们能
够将红色文化、红色血脉传承下
去。”叶卉说。

践行红色精神，叶卉已经坚持
了 28 载，助学队伍也从最初的 3

人小组变成如今有 200 名志愿者
的大家庭。“1995 年 3 月 5 日，学
雷锋纪念日当天，我们热爱写作
的 3 位 同 志 以 ‘ 爱 心 读 书 创 作
社’的名义共同做了第一次公益
助学活动。”经过多次登记和变
更，最终这个爱心组织注册登记
为“安庆市书香公益助学中心”。
叶卉说，28 年来，随着爱心人士
和志愿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安庆
市书香公益助学中心”已经扶助
200 余名读书困难的孤儿和单亲
家庭子女，探望贫困学生及其家
庭500多人次。

“我幼年丧父，年少时饥寒交
迫，在学校住宿曾因没有带被子
而被迫休学……”儿时的经历，
让叶卉深知贫寒人家生活的艰辛
与不易，因此他立志要尽力帮助
困难孩子圆读书梦。如今，在

“安庆市书香公益助学中心”志愿
者队伍中，有很多爱心人士自身
并不富裕，但仍然坚持每年资助
困难学子，这让叶卉感动不已。

“爱心人士们不仅为孩子们提供经
济上的支持，更对他们给予情感
上的安慰。我们队伍里有一位在
安庆市区的女同志，自己有两个
孩子，平时工作生活非常忙。她

在黄柏镇大水村一个小孩病危
时，一次性捐助 5000元，康复后
这名女同志还经常来接小孩到安
庆市区居住，带他到安庆、芜湖
等地游玩。”

叶卉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
多。小谢是怀宁人，因父亲去世
得早，小谢上学非常困难。“我
们对她进行了 3 年的资助，后来
就失去了联系。小谢自己在网上
辗转找到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已
经定居芜湖的她带着丈夫和两岁
的宝宝专程前来，现在也成为助
学中心的一名爱心人士。小刘同

志也一样，感恩参与接力多年。
这种薪火相传，正是一种团队精
神风貌和实际意义所在。”

多年来，“安庆市书香公益
助学中心”以安庆地区的革命老
区和山区为主，为困难学生提供
经济支持，并引导他们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他们的
健康成长。现年 73 岁的叶卉仍
未停下自己热衷公益的步伐，他
用行动传承着红色基因，也生动
地诠释着“老有所为”和“人是
要有点精神的”。

全媒体记者 付玉

叶卉：弘扬红色文化 践行红色精神

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再单纯地追求“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从关注物

质养老到注重精神养老，积极的养老观让他们焕发出全新的活力，生活方式也随之悄然改变。瞧！

记者近日走访了我市一些老年人，他们退而不休，用积极乐观的态度绘就最美“夕阳红”——

老有所学，既能够丰富老年人的
文化生活，又能够提升老年人的获得
感、幸福感。在安庆，越来越多的老年
人热衷在学习中寻找快乐，他们重拾
兴趣爱好，充实当下生活，学习方式十
分多样。同时，我市不断扩大老年教
育资源供给，提升老年教育服务质量，
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怀宁县秀山乡司马村今年55岁
的村民马腊南，因为黄梅戏唱得好，
在十里八村早已小有名气，进驻抖音
平台后，她又成了村里的大“网红”。
现在，每周往返于县城和秀山，在县
老年大学学习黄梅戏并在乡老年学
校授课，成了马腊南的一大乐事。

“我父亲是老生产大队戏班的演
员，我从小耳濡目染，接触黄梅戏比较
早，唱词、唱腔、动作等都向他学习，十
几岁就和父亲在春节期间‘出灯’演
出。后来在家种田，和村里一些黄梅
戏爱好者组建了一支队伍，参加各种
演出，一直到现在。”马腊南说。

为了让这支表演队伍更加专
业，马腊南和队员们不断学习，她干
农活时随身携带曲谱，哼唱忘词时
就翻一翻谱子。新的曲目要让大家

熟悉，她就按照角色抄写台词给大
家，一抄就是几个小时……

几年前，马腊南报了怀宁县老
年大学的黄梅戏班，去年秀山乡老
年学校开班，她又毛遂自荐，经过选
拔成为乡老年学校的黄梅戏老师。

“在乡老年学校授课，许多老年
学员拿着话筒都不放，大家学习黄
梅戏的热情都很高。我也是在这样
的一学一教过程中，慢慢提升自
己。”马腊南说。

2021年，马腊南在抖音平台注
册了账号，慢慢学会了发布作品。
现在，她已经发布了1000多个视频
作品，获赞近 26 万，拥有“粉丝”
4000多个。

在安庆市区康熙河景观带的一
个池塘边，常有这样一群人聚集在
一起，架着大大小小的摄影装备，拍
摄池塘中的鸟。摄影爱好者有很
多，他们独爱拍鸟，在圈子里被称为

“鸟友”，这个池塘被称为“鸟点”。
市民周贤和今年62岁，2021年

退休后回到安庆，为了实现自己多
年的“摄影梦”，他买了一台相机，从
零开始学习摄影。掌握一定基础知

识后，他开始在康熙河公园尝试各
种拍摄，无意间碰到了这群“鸟友”。

“以前上班忙，退休后肯定要好
好安排自己的生活，把兴趣爱好真
正实践起来。我接触到兴趣相投的

‘鸟友’后，就建立起了联系，加入了
微信群。大家经常通气，组织活动，
交流心得，现在我的摄影技术有了
很大提升。”周贤和说。

天气好时，周贤和几乎一周7天
都出去拍鸟，“鸟点”有时候聚集了
十几个“鸟友”，有时候他们也自行
四处“野拍”。

周贤和说，他们这群“鸟友”以
退休人员为主，交流起来没有障
碍。他在老年大学学习拍摄理论，
和“鸟友”们动手实践，拍的照片不
参赛、不评奖，只为欣赏、只为快乐。

10月24日下午2时许，离上课还
有一会儿，迎江区老年大学第5教室
就传出了清脆的二胡声，响彻整个校
园。今年75岁的学员李金林早早来
到教室，对着曲谱练习拉二胡。

李金林已经退休多年，退休之
初，她依然在外奔波，做些零散工作，
直到近几年才完全闲下来。年轻时，

她对山水画十分着迷，但一直没有时
间系统学习，只能对照书画作品自
学，近几年，她又迷上了二胡。

去年，李金林在安庆市老年大
学、迎江区及宜秀区老年大学都报了
名，学习山水画、二胡还有黄梅戏，现
在每周上4节课，生活十分充实。

李金林说，过去她非常羡慕老
年大学的学员们，又能学习又能东
跑西跑搞活动，但报名比较困难，老
年大学很多班常年都是满的。现在

学习条件好了，更多像她这样的老
年人有了进入老年大学学习的机
会，在这里学习，让她开阔了视野、
娱乐了身心。

“二胡报的是初级班，才学一年
多，我在班里拉得不算好。虽然现在
还拉不了一首完整的曲子，但是我很
用心在学，回家也在手机上对照着
视频学。”说罢，李金林对照着面前
《北京的金山上》曲谱练了起来。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学习不止步 添彩“夕阳红”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区滨江街道秦
潭湖社区积极打造“服务有温度，办事有速
度”的政务服务品牌，推动便民服务站标准
化建设，致力打造规范、高效、便捷的社区
便民服务站。

该社区加强配套设施建设，统一规范便
民服务站标识标牌，设置特殊群体办事通
道，划分爱心专座区、咨询引导区、自助服
务区等多个功能区，配备老花镜、医药箱、一
次性纸杯等多种物品，进一步提升服务水
平，构筑贴心式、便捷式“暖心站”。同时，在
便民服务中心设置业务专窗，集中为群众办
理低保、医保、社保、就业等民生事项，安排
帮办代办服务工作队，真正实现“便民无极
限”，切实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能办成”，
打造马上办、全程帮“便利站”。发挥网格员
人熟、地熟、事熟的优势，结合网格一张图，
针对需要帮助的特殊群体，根据其办事诉求，
积极联合相关部门帮办代办队伍为其办理业
务，并及时上门送达办理完毕的材料，使社区
便民服务站成为群众办事便利化“贴心站”。

（通讯员 祁红）

滨江街道：

推动便民服务站标准化建设

叶卉在家中阅读藏书。 全媒体记者 付玉 摄

年逾七旬的汪定朝在黄河壶口瀑布拍照游玩。 照片由汪定朝提供

75岁的李金林正在练习拉二胡。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