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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潜山市教育系统以“我为群
众办实事”为着力点，直面学校发
展、学生成长的“大事”，着眼师
生学习和生活中的“小事”，努力
把大事办成、小事办好，不断提升
师生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潜山市向50名符合资助条件的
贫困学子，发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帮扶潜山市“供销合作助学
金”，进一步减轻困难家庭教育支
出压力，鼓励莘莘学子立志勤学。
源潭中学与社保等相关部门协调联
动，为全校未成年贫困学生统一办
理社保卡，确保人人持有社保卡，
及时享受更多便利服务。

今年来，潜山市教育局深入学
校、商超、市场等地开展调查研
究，邀请财政、市监、发改、审
计、农业农村等部门，就食堂劳务

服务、生鲜食材供餐、米油供餐等
事宜进行讨论协商，共同推进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提质增效。

源潭中学政教处及团委开展
“关爱成长”“法治课堂”等专题活
动，面对面、零距离、心贴心与学
生们坦诚交流。用真实案例、影像
资料、个人经历等引导中学生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定人生
信念，努力学习、快乐成长。

官庄镇中心小学组织开展“站
好护学岗，撑起平安伞”活动，做
好护学工作，用心守护学生安全。
上学、放学期间，党员教师在学校
门口维持交通秩序，提醒过往车辆
和家长遵守交通规则，引导学生排
好路队，沿规定路线出入校园，确
保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道路畅通及
出行安全。（通讯员 肖丹妮 全
媒体记者 许娟）

潜山：
聚焦群众关切 办好教育实事

本报讯 时下，宿松县洲头乡
洲头村种植的吊瓜进入成熟期，迎
来采收季。10月 30 日，走进洲头
村吊瓜种植基地，一眼望不到头的
藤蔓，像一张绿色的地毯，铺在广
阔的大地上，一个个圆滚滚的吊瓜
悬挂在藤蔓下，有绿的、有黄的，
十分诱人。

吊瓜即瓜蒌，从今年10月上旬
开园采摘以来，在洲头村每天都能
看到当地村民采摘吊瓜、分拣吊瓜、
加工吊瓜、晾晒吊瓜籽的忙碌身影，
从外地开来收购吊瓜籽、吊瓜皮、吊
瓜根的小货车络绎不绝，整个采摘
工作预计将持续到11月中旬。

近年来，洲头村在洲头乡党
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采取“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大

力发展吊瓜种植、加工产业。
从2013年起，在宿松县金玉瓜

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吊瓜
产业在洲头村逐步发展壮大，合作
社提供吊瓜种苗、进行技术指导、
组织产品收购，帮助当地村民发展
这一特色产业。目前，全村有大小
种植户30余家、种植面积750亩。

今年，洲头村种植的吊瓜全部
喜获丰收，新鲜吊瓜果平均亩产量
可达到9000斤，预计每亩可出产干
吊瓜籽400斤，按当前市场每斤20
元的批发价格计算，可创总产值600
万元。经过多年的发展，洲头村已
经实现了“以瓜强村、以瓜兴业、以
瓜美村、以瓜富农”的发展目标。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孙春旺）

宿松：
吊瓜变“金瓜” 农户采收忙

本报讯 连日来，怀宁县凉亭
乡纪委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针对违规
吃喝等享乐奢靡问题的专项整治行
动，以零容忍态度向“吃公函”、

“违规聚餐饮酒”、“违规公款旅
游”等损害党员干部形象的不正之
风开刀，坚决防止“四风”问题反
弹回潮、隐形变异。

凉亭乡乡纪委不断深化宣传引
导。传达学习相关《通报》精神，开
展专题学习讨论，引导全乡党员干
部拧紧纪律之弦，常存敬畏之心。

9月初，该乡纪委督促全乡党
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对照整治重点开
展自查自纠，共填写自查自纠表43
份。同时，通过专项检查、明察暗
访、随机抽查等方式，有针对性地

开展监督检查6次。多种方式的监
督检查，为凉亭乡乡域内杜绝违规
吃喝等奢靡享乐问题的发生，营造
了清风正气的氛围。

为了使整治工作长效化，该乡
严格遵守相关规章制度并不断健全
完善，相继出台《凉亭乡三重一大重
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凉亭乡公务
用车管理办法》等规定，明确了事项
决策程序和相关公务标准，强化了源
头治理。同时，乡纪委利用小微权力
监督一点通等平台，接收群众投诉并
积极处理，吸引了更多的群众加入监
督者的队伍，在吸纳民意和接受监督
中更好地推动政府工作。

（通讯员 曹程程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怀宁：

整治违规吃喝 弘扬清风正气

王珊珊生于1998年，是桐城市龙
眠街道南演社区人，8个月时遭遇车
祸，双腿自膝盖下全部截肢。

遭遇车祸被截肢
“板凳女孩”很坚强

还没来得及感受大地的王珊珊，
便失去了“行走的自如”。痛，更多
的在母亲刘海燕心里。有人劝刘海
燕：“放弃算了，再养一个。”刘海燕
说：“当时，我想死的心都有。”绝望
中，每看到女儿的笑脸，她就觉得没
有理由放弃自己的责任。“她活一
天，我就活一天。”就这样，刘海燕
刚强地扛起了苦难。一直到5岁，珊
珊都生活在母亲温暖的臂弯里，直到
有了弟弟。妈妈要抱弟弟时，珊珊便
双臂吊在母亲脖子上。

为了让珊珊独立起来，母亲试着
将两个小板凳放在女儿身边，小珊珊
居然靠着臂力撑着两个板凳，勇敢地

“站”了起来。慢慢地，珊珊用双手
撑着板凳挪动身体，成了“板凳女
孩”。虽然磕磕绊绊，但她阳光开
朗，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亲友
们都喜欢这个可爱又坚强的女孩。

母亲精心呵护，适度放手，小珊
珊一点没耽误成长。等到上学时，这
个“板凳女孩”显示了惊人的“行
走”速度，只是太耗毛线筒和皮套袖

了。刘海燕不知织了多少毛线筒，包
在女儿的残肢上，外面再包上皮套
袖。从小学、初中，珊珊正常上学，
没落下一天课。

11岁学游泳
被呛到“想回家”

2010年，珊珊11岁，做房地产开
发的小爷爷建议珊珊到合肥学游泳，
并为她找了一位游泳教练，从此，姗
姗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初学游泳的经历令珊珊终生难
忘：“开始时带着浮袖下水，很害
怕，但也很好玩。第二次下水，什么
保护措施都没有了，咕咚咕咚喝了很
多水，教练把我拎起来，又放回水里
呛了好几口。”反复几次，她向教练
求饶：“我不学了，我要回家！”但教
练说：“如果现在就放弃，你将永远
学不会游泳！”教练一次一次逼着珊
珊下水，同时，还给她安排大量的臂
力训练。

没有双腿游泳，就像帆船缺了
帆、战舰少了桨。她平时膝盖上套着
特制的袜筒，训练中，袜筒一次次被
磨穿，渗出鲜血，姗姗咬牙坚持着。
泪水和着汗水、血水，珊珊终于能在
水里“自由地‘行走’”了，完成了
人生一次决定性的进阶。在泳池里，
她感受到了“自由的美好”。

在当年举办的省运会上，珊珊一
举拿下残疾人女子50米自由泳、100
米自由泳、100米蛙泳3块金牌。可谓
一飞冲天，珊珊喜欢上了“在台上闪
闪发光的感觉”。

省运会后，小爷爷出资给珊珊安
装了假肢。可是，在2011年的全国运
动会上，一比完赛，珊珊就哭了，排
名第八！“为什么以前轻轻松松地就
拿了第一，这回训练了这么久却不行
呢？”问完自己，她就明白了：在更
高的赛场上，强手如林，不进则退。

也就是在那个赛场上，珊珊遇到
了生命中的第二个“伯乐”——上海队
教练。上海队的教练告诉珊珊：“你练
游泳，不太合适。你还小，先回去读
书。如果以后还想搞体育，就来上海
看看。”并给珊珊留了联系方式。

此后，珊珊以读书为主，其间参
加了2014年、2018年两届省运会，她
各拿了三块金牌。2015年初，王珊珊
当选“心动安庆2014年度人物”。

高考在即
她只身去上海追梦

2018年初，高考在即。珊珊看到
了上海队招人的信息，她心动了。

是继续读书考个大学，还是去追
梦，勇敢地试一试？面对人生中第一
个自己可以做主的重大抉择，她义无

反顾地遵从了内心的愿望。尽管亲友
老师都不建议她“换赛道”，但珊珊
说服了妈妈，只身去上海，找到上海
市残疾人体育文化促进中心，经多个
项目比试，被安排到皮划艇队，成了
上海皮划艇队的队员。

训练是辛苦的。夏天早上5点下
水，晒到脱皮，火辣辣的痛；冬天，
桨板上结了冰凌，拿在手里针扎样
痛。每一次高强度训练结束，她都庆
幸自己“又活了一天”。

珊珊期盼着征战更高层次的赛
场，那时的她才是真正的自己。2019
年全运会上，珊珊拿到 2 枚铜牌；
2021年全运会上，收获“一金一铜”。

这次出征亚残运会，珊珊是上海
队皮划艇女子KL2级项目唯一入选国
家队的队员。比赛中，珊珊虽一直领
先，但赛程最后20米被对手反超，以
0.712 秒之差屈居第二。谈及比赛结
果，王珊珊表示：“很不满意，没能
让国歌在颁奖仪式上响起，挺遗憾
的。”她说会继续努力，争取参加明
年的巴黎残奥会。

无论是讲述自己的艰辛，还是谈
到领奖台上的收获，珊珊总是面带微
笑，她说：“有这么多人在关心我、
培养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地爱
自己，好好地笑着生活呢？”

通讯员 汪桂云 潘月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在10月24日结束的杭州第4届亚残运会皮划艇女子KL2级项目比赛中，桐城姑娘王珊珊斩获银牌。

10月30日，这位遭遇车祸被截肢的“板凳女孩”回到家乡桐城，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王珊珊:从“板凳女孩”到亚残运会亚军

本报讯 “李经理，我们在‘安徽省
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台’收到诉
求，你们企业门前有一处两平方米的路
面破损，员工出行存在安全隐患，我们
来想办法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尽快解
决这个问题。”9月中旬的一天，望江县
杨湾镇经发办工作人员了解到落户在
丰大产业园内的名杨纺织品公司门前
路面存在安全隐患，影响员工出行，当
天下午便联合镇项目办到现场进行核
实，不出24小时就联合施工方对路面
破损情况进行勘验后进行施工，几天的
时间安全隐患便得到了消除。

今年以来，杨湾镇紧盯企业发展

需求，实行“一对一”服务企业营商环
境新模式，深入辖区内企业、个体经营
户进行政策指导、征询诉求，并建立台
账，限时解决问题，为企业发展营造优
良的营商环境。同时，杨湾镇出台了
《关于推进杨湾镇改进工作作风为民
办实事、为企优环境的实施方案》，制
定《杨湾镇打造“满宜办”营商环境服
务品牌工作方案》，建立领导干部联系
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制度，落实“一
人一企”联系包保制度。

当前杨湾镇共有“四上”企业12
家，其中8家企业包保情况已按企服
中心的要求录入“安徽创优营商环境

为企服务平台”企业库，其余4家也
安排人员进行包保。

该镇在做好对包保企业服务的同
时，走访了解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情
况，并督促各企业包保联系人严格执
行“周联系、月走访”制度，每月开
展帮扶活动不少于2次，常态化制度
化开展访企纾困工作。今年以来，该
镇帮助安徽金湖湾、叶海食品厂、名
杨纺织品、冠领服饰等企业解决用
地、用水、厂房租赁、产品推广等问
题9条，政府争取项目资金70余万元
帮助安徽金湖湾、卓品新材等公司安
装变压器3台，帮助冠领服饰安装电

梯并通过验收，保障项目顺利开展、
投产，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通过企业包保联系人和相关部门
的政策宣传和帮扶，目前该镇已有的
12家“四上”企业，基本实现达产增
效。“今年全镇拟培育“四上”企业9
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5家，限上商
贸4家。要想真正做到‘想企业之所
想、急企业之所急、解企业之所
困’，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步、再快一
步，让他们在杨湾投资安心、发展舒
心。”杨湾镇镇长周根民表示。

（通讯员 陈飞 李思贤 全媒
体记者 付玉）

杨湾镇：线上线下齐发力 为企服务出实招

近日，怀宁县月山镇开展“非遗”
展示进乡村活动，美食制作、非遗体
验、传统老物件展台等摊位，人们应
接不暇，充分展示了当地独特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魅力。

通讯员 檀志扬 李心正 摄

“非遗”展示

进乡村

本报讯 望江县太慈镇马山村
狠抓环境突出问题整治，发动全村
党员群众积极参与清洁行动，共建
美丽家园。

11月2日，在马山村一条主干公
路边，十多位村民正在对路边的杂
草杂树进行清理。这条主干道在前
期整治时，拓宽了路面，加固了路
基。为了保证环境优美和道路安
全，村党总支组织人力和机械，进一
步加大治理力度，美化村内环境。

“以前道路两边的树枝都伸到路上
来了，行走很不方便。现在，通过环
境整治，路面干净了，不仅看着更舒

服，开车也更安全。”看着清清爽爽
的路面，村民任德贵连连称赞。

清洁行动开展以来，马山村先
后动用挖掘机 5 台，农用车 6 台，
人工900多人次，整治村内主干道
35公里。切实解决了村内一些薄弱
环节的环境脏乱差问题，村容村
貌、人居环境有了较大提升。同
时，该村还制定了《马山村“清洁
马山”实施办法》，通过积分制来
建立长期有效的管护机制，持续巩
固清洁行动成果。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金锋）

望江：

“清洁行动”扮靓美丽家园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柳坪乡
以文明村镇创建为契机，以殡葬改革
为抓手，以道德评议会为平台，以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为依托，深入推进
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着力绘就了一幅
和美乡村新画卷。

“我是一名老党员，必须响应国
家号召，移风易俗丧事从简，不能给
组织添麻烦。”81岁的柳坪乡蒲河村
老党员吴汪发，在临终前嘱托子女。
11月 1日早上，其儿子吴新红遵循老
人生前嘱咐，丧事简办，以实际行动
圆了他最后的心愿。

吴汪发的举动是柳坪乡蒲河村开

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蒲河村始终以村为圆、以民为心，
建立农村红白理事会，明确操办事项
和工作流程，并将丧事简办纳入基层
群众自治清单和村规民约规范事项。
同时通过拉话话、搭把手和现身说法
等方式教育广大村民树立“厚养薄葬”
的思想观念，引导村民自觉做移风易
俗行动的倡导者、践行者和传播者。

日前，在柳坪乡蒲河村村委会道
德评议会现场，伴随着一阵阵掌声，村
民评选出了 2023 年“好媳妇”“好婆
婆”。面对乡亲们的称赞，捧着红色荣
誉证书的唐梨和吴潘桃格外高兴。

柳坪乡积极发挥道德评议会作
用，倡导各村常态化开展道德评议
会，评选出了一批批“好婆婆”、“好
媳妇”、“最美家庭”“最美庭院”等
先进典型。同时还以“身边人说身边
事”的形式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依
托榜样的力量辐射带动全体村民学习
先进，争做文明先锋。

歌声悠扬，以诵抒怀。11 月 2
日，在柳坪村活动中心，高亢嘹亮的
山歌声响了起来，一声声深情的山歌
声，唱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好声音，
更唱响了村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

近年来，柳坪乡着力打造文化广

场、农家书屋、志愿者服务站等多个服
务群众的阵地载体，组织志愿者常态
化开展文艺演出、送戏下乡、公益电影
放映等文化活动，以科学、健康、文明
的文体活动取代陈规陋习，形成了文
明、和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移风易俗是一项长期工作，必
须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柳坪乡将
继续探索方式方法，进一步引导群众
树立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理念，全力
推动乡村焕发文明新气象。”柳坪乡
党委书记何谋德表示。

（全 媒 体 记 者 付 玉 通 讯
员 杨贤芳）

柳坪乡：移风易俗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