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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时光或许会模糊知识的印记，却永
远割不断岁月沉淀的师生情。在宜秀
区罗岭镇，一段跨越46年的师生情谊，
如同陈年老酒般愈发醇厚。教师章玉
岩用十元钱改写学生汪四清命运的故
事，至今仍在龙山凤水间传颂。

十元钱的重量

时针拨回至1979年。14岁的汪四
清就读于罗岭中学初一年级，虽是班里
最调皮的学生，但他却很懂事，家境穷
苦的他常背着竹篓钻进后山杉木林，通
过砍柴帮家里减轻负担。

这天，和往常一样，汪四清和家人
一起山上砍柴，他的手法熟练、动作老
道，砍柴速度很快。“啊！”突如其来的剧
痛让汪四清跌坐在地，一根杉木刺伤了
他的双眼，幸得有家人在身边搀扶，他
才跌跌撞撞回到家。

“双目短暂失明，人站在跟前都看不
见。”回忆多年前，汪四清仍记得那灼烧

般的疼痛。可家里穷，实在拿不出治眼
睛的钱，父母不停唉声叹气，汪四清也只
能躺在那用茅草铺砌的“床”上休养。

就在一家人一筹莫展时，汪四清的
家门却被敲响。原来汪四清一天没上
学，身为他班主任的章玉岩第二天早上
就急匆匆找了过来。

得知汪四清眼睛受伤，章玉岩满脸
担忧，她二话没说，掏出身上仅有的十
元钱积蓄，塞到汪四清母亲手里。“章老
师，这钱我们不能要。”汪四清妈妈推辞
道。“先别管钱，赶紧带孩子去医院，眼
伤不等人！”

在那个年代，这十元钱让汪四清一
家在绝境中看到了希望。他们连声向章
玉岩道谢，随后马不停蹄带汪四清去镇
上眼科医院看病。医生说，幸亏来得及
时，再晚两天，两只眼睛可能都保不住。

在积极治疗下，汪四清很快重见光
明，这个班上最“不听话”的学生感激到
痛哭流涕：“章老师，我今后一定好好上
学，来回报您的恩情。”

谁也没想到，这句承诺会在多年后
以另一种方式实现。

三十年的牵挂

1986年，章玉岩离开她坚守十年的
教师岗位，成为随军军嫂来到浙江，开
启了长达30年的军嫂生涯。丈夫从部
队转业后，章玉岩又陪着丈夫创办餐饮
公司，凭借勤奋诚信和科学管理，短短
几年时间就将公司做大做强。

“这些年在外，我总想那个眼睛被
刺伤的孩子。”虽身在异地他乡多年，章
玉岩却不忘打听汪四清的下落，可惜一
直杳无音讯。

故事转折发生在2013年。章玉岩
委托老家亲朋，终于联系上彼时在台州
开小吃店的汪四清。“这么多年了，你在
做什么工作？过得怎么样？”当恩师的
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汪四清高兴到声
音都在颤抖。

更惊喜的是，在汪四清44岁生日
那天，章玉岩和其丈夫特意驱车来到汪
四清的小店看望他。三十多年未见，当
恩师带着生日礼物出现在面前，这个中
年男人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感

情，一时间泪流满面。
汪四清的妻子严桃荣也是罗岭镇

人，她说当地人无人不知、不敬佩章老
师的。听丈夫讲了无数遍章老师帮助
他的故事，这一刻她也感动不已。

“如果店里有困难，可以来公司找
我。”离开时，章玉岩关怀说道。

很快，章玉岩和丈夫经营的餐饮公
司里，多了位最认真负责的仓库管理员
——汪四清，他的妻子则发挥特长干起
了面点师，他的家人也先后辗转来到章
玉岩的公司谋生。

“没有章老师，就没有现在的汪四
清。”汪四清感慨道，虽然章老师仅比他
年长8岁，但“恩师如母”，无论他做什
么，都无法偿还当年的恩情。

46年前的一天，汪四清面前一片
黑暗，章老师就像一束耀眼的光芒，照
亮他未知的人生。

46年后的今天，汪四清和妻子回到
安庆，干起老本行，开起了小吃店。章玉
岩也响应安庆市政府返乡创业的号召，
回到罗岭成为一名新农人，助力乡村振
兴和家乡建设。二人依旧相互扶持，那
段真挚感人的师生情谊还在继续。

全媒体记者 程呈

一 束 照 亮 半 生 的 光
——跨越四十余年的师生情谊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平山镇
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大力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有力促进了粮食
生产持续稳产丰产，粮食安全得到有
效保障。

平山镇聚焦技术升级、产业融
合，推动粮食生产从“靠天吃饭”向

“旱涝保收”转型，全镇粮食种植面积
稳定在4.5万亩，总产量4200万公斤；
其中主粮种植面积超3.2万亩，产量
达2600万公斤。将耕地用途管控纳
入土地流转协议，2024 年找回耕地
642亩、整改永久基本农田138亩、新
增耕地84亩、整改冬闲田和撂荒地
103亩，确保“良田粮用”。

依托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成
高标准农田3.3万亩，占总耕地面积
的 90.9%，基本实现现代化农田格
局。通过皖河综合治理项目实施，加
培堤防13.63公里，新建排涝站5座、
涵闸8座，疏浚河道69.14万平方米；

胜天、五一排涝站等重点水利设施建
成，解决2.1万亩农田旱涝问题，推动
亩均产量提升19%。

用好皖河周边沙性土壤低效农
用地，大力发展蔬菜种植，已建成近
千亩标准化蔬菜种植园，亩均效益
提升3000元以上。稻渔综合种养面
积达1.5万亩，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
70%，重点打造 1500亩同合圩稻虾
连作示范基地，亩均增收超 2000
元。大洼社区再生稻连续五年创安
庆市亩产纪录，成为区域特色农业

“金字招牌”。
充分发挥“四中心”效益，推行

“大托管”模式，开展社会化服务5000
亩，全镇农机总动力达3.5万千瓦，主
要农作物综合机械化水平超 95%。
建成国家级农业龙头合作社2家、省
级5家、市级10余家，培育县级以上
示范合作社13家。

（通讯员 檀志扬 操振东）

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

平山镇守住“粮心饭碗”

本报讯 5月 13日，记者从市教
育招生考试院获悉，今年我市高考报
名人数为47726人，其中市区高考共
报名8390人。

今年，全市高考报名人数比上年
增加 453 人。其中，历史科目组合
14409人，物理科目组合29473人，艺
术（历史科目组合）2174人，艺术（物
理科目组合）59人，体育（历史科目组
合）1352人，体育（物理科目组合）245
人，少年班14人。高职院校分类考试
全市共报名参考13657人，除去分类
高考已确认录取考生，我市今年实际
参加高考人数为35825人，其中市区
6460人。

我省今年高考时间为6月7日、8
日、9 日三天，继续实行“3+1+2”模
式。其中，“3”为统一高考科目，即语
文、数学、外语，使用全国卷，由教育
部教育考试院命题。“1”为首选科目，
即历史、物理中选择的1科；“2”为再

选科目，即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
物学4科中选择的2科。选考科目由
我省命题。

我省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类别
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普通
类招生计划按照历史科目组合、物理
科目组合分别编制，艺术类、体育类
招生计划不分历史科目组合、物理科
目组合。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可兼报
普通类，普通类考生不得兼报艺术
类、体育类。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采用“院校专
业组”方式设置志愿。普通类共设置
4 个批次，包括本科提前批次、高职
（专科）提前批次、本科批次和高职
（专科）批次。普通本科批次实行平
行志愿，设置45个院校专业组志愿，
每个院校专业组设6个专业志愿及专
业服从志愿。预计录取工作于7月初
开始，8月中旬结束。
（全媒体记者 项珍 通讯员 陈纲）

我市4.7万余人报名参加今年高考
比上年增加453人

本报讯 5月 10日，安庆市未成
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联合大观区科协、
乐邻社工，组织20余名困境儿童走
进安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植
物标本馆，开启“触摸自然脉搏 探
秘生物多样性”主题研学活动。

在标本馆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
近距离观察动植物标本。从栩栩如生
的鸟类标本到形态各异的昆虫展柜，
老师用生动语言揭秘动植物的分类、
特征及生存智慧。“原来蝴蝶的翅膀上
有这么多花纹秘密！”“这个‘伪装大
师’竹节虫太有趣了！”孩子们不时发
出惊叹，在互动问答中收获知识。

活动中，孩子们踊跃展示刚学到
的知识。“原来大自然里有这么多神
奇的朋友！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
护我们的未来！”困境儿童宋霏（化

名）在分享环节郑重说道。
本次活动邀请了12名市未保中

心“蓝海豚”志愿者，他们不仅维持着
活动秩序，更以“成长伙伴”身份全程
参与，用共情陪伴消解孩子们的社交
焦虑。“看到孩子们从害羞到主动分
享，这种成长最让人感动。”志愿者赵
梦冉表示，“我们会继续用爱心守护
这些可爱的笑脸。”

本次研学是“宜童成长·一路童
行”系列活动的第四站，通过政校社
三方联动，创新打造“场景化教学+个
性化辅导”的帮扶模式，激发儿童探
索自然科学的兴趣，增强生态保护意
识，让科学教育的阳光照亮每个困境
儿童的成长之路。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邵旭光）

零距离触摸自然脉搏

政校社携手为困境儿童点亮科学之光

本报讯 落实“双减”和“五项管
理”要求、统筹推进城乡各校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创新抓实心育课程和活动开
展……近年来，宿松县多措并举为“拔
节孕穗期”的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护
航”，助力青少年阳光成长。

5月 12日 15时许，宿松县松兹小
学操场上人声鼎沸，孩子们三五成
群，或奔跑或跳跃或相互做着游戏，
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欢笑，校园
内一片欢乐的海洋。

课间休息不仅是学生调节身心的
重要窗口，更是培养社交能力、释放天
性的关键场景。该校少先队大队辅导

员陈飞说，自实行课间15分钟新作息
以来，校园里到处都是孩子们的笑脸。

除了严格落实课间15分钟，开展
形式多样的大课间活动。该县教育主
管部门还多管齐下促进青少年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

深化素质教育。该县教育主管部
门督促各校贯彻落实“双减”和

“五项管理”新要求，减轻学生过重
作业负担、减轻过重校外培训负担，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合理确定各学科
作业比例结构，按照“全满足、全参
与、全开放”要求开展课后服务，将
课后服务与家庭教育全面融合，实

现全县 160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覆
盖，参与学生93227人，占在校生总
数的99.2%。

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该县印发
《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行动方案》，
落实全县78所法人学校专兼职心理健
康教育教师239名，配备率100%；开
展全县小学四年级及以上学生心理健
康筛查，总测评人次超16万；建立学
生团辅室、心理咨询室78个，设立校
园知心信箱 154 个、心灵驿站 46 个。
截至目前，共收集心理健康问题、心
理咨询信息 4378 条，进行心理疏导
389次。

“为破解人才短缺难题，除了配备
12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外，我县还
发展兼职心育教师227人，形成了以专
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核心，以班主
任、兼职教师为骨干，全体教职工共同
参与的心育教师队伍体系。”宿松县教
育局局长贺桂华表示，青少年阶段是人
生的“拔节孕穗期”，该县坚持将心理健
康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统筹推进
城乡各校心理服务体系建设，配强心育
队伍，抓实心育课程，创新心育活动，提
高学生心理免疫力，多措并举为青少年
心理健康“护航”。

（通讯员 杨东晓 汪尹结）

专兼职心理教师配备率100%

宿松“双减+心育”护航青少年阳光成长

近期，浙江省人工智能通识及应
用网络专题培训第四课邀请宇树科技
创始人王兴兴，以“机器人产业的现
状及发展趋势”为主题，用亲身经历
分享机器人产业发展案例，从不同角
度讲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经
验。此次授课是浙江“人工智能通识
及应用网络专题培训”的一部分，也
是浙江共富善治大讲堂首次邀请“90
后”科创企业负责人。

今年以来，随着DeepSeek的爆火出
圈，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学习人工智能的
热潮。人工智能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深
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对党
员干部履职尽责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员干部承担着服务群众的具体

职责，学习运用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改
善公共服务质量，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比如，在城市管理中，
通过人工智能分析交通流量、环境数据
等参数，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治理
效率；在公共服务领域，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精准识别群众需求，能够实现个性
化、高效化的服务供给……人工智能带
来的便利和红利不言而喻，其应用场景
已经扩展到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等多
个方面，在城市管理、灾害防控、气象预
测、公共安全等各个领域，人工智能几
乎都能提供“最强大脑”的智慧助力。

与时俱进是每个党员干部应有的
思想品质和精神状态。对于党员干部
而言，学习人工智能是一门必修课，学

的不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培养自己的
创新思维、科学素养。面对新形势新变
化，不能固步自封，而应顺应时代潮流，
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牢牢把握时
代机遇，创造出新的发展机会。广大党
员干部必须充分认识到人工智能助力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然趋势，
放下心理负担，不夸大、不贬低，理
性看待机遇和挑战，主动接受、主动
适应、主动掌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变
革、新变化，从而实现工作的更新和
迭代。特别要善于将新技术与群众需
求相结合，找准人工智能应用的切入
点，帮助优化办事流程、提高服务效
率，切实将先进技术转化为服务群众
的实际成果，从而更好地推进基层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当然，人工智能只是辅助决策的

“赋能者”，而非替代工作的“主导者”。
在实际工作中，党员干部绝不能一味
地依赖人工智能，希冀当“甩手掌
柜”坐享其成。必须扛起主责主业、
深入调查研究，和群众同坐一条板凳
沟通交流，让键盘敲击声与田间脚步
声共鸣，为人
民群众提供更
为精准、更具
温度的个性化
服务，真正实
现 人 机 协 同 、
相辅相成、优
势互补。

上好人工智能这门“必修课”
彭雪峰

5月12 日，迎江区红十字会培训师
为青年学员讲解应急救护知识。

团迎江区委根据青年“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需求，自去年10月份开办“青
年夜校”以来，目前已开办了13期“青年
夜校”公益课堂，内容涵盖插花、摄影、
美妆、非遗剪纸等培训课程，深受年轻
人的喜爱，他们在夜校里结识朋友、提
升自我、释放压力。截至目前，该“青年
夜校”已累计服务培训青年600余人。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方红霞 摄

青年夜校

充电赋能

5月12日，在望江县赛口镇大河村国家农业产业园芦笋种植基地，村民
们正忙着采收新鲜芦笋。

近年来，赛口镇大河村立足资源优势，发展芦笋产业种植，探索“村集
体+农户”合作模式，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更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助力乡
村全面振兴。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汪慧 摄

小芦笋敲开“致富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