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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史馆：传承红色基因 迈出铿锵步履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许丹丹 李 峰

“村史馆里每一个故事、每一件物
品、每一张泛黄的照片都让我触摸到了
深厚的乡土文化，我感恩先贤，更记住
了自己的根。 ”在寿县板桥镇邹祠村史
馆， 近 90 岁的老党员汪益诰激动地告
诉记者。

五月的初夏，走进美丽的寿县板桥
镇邹祠村， 仿佛走进一幅如诗的画卷。
以前，乡村是一个地域概念，是人民渔
猎种养，繁衍生息的家园，可如今的村
庄，却承载着无数人的乡愁，更关系到
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为进一步发挥乡土文化在基层社
会治理和文明乡风涵养方面的作用，助
力乡村振兴。 寿县板桥镇邹祠村以乡村
振兴馆建设为契机，充分挖掘乡村自然
特色，人文历史、文化内涵，立足实际突
出自身亮点，因地制宜，建设好村史馆。

乡村振兴，既要塑型，也要铸魂。 步
入邹祠村村史馆，首先向人们展示的是
红色教育基地，革命烈士顾剑萍的英雄
事迹。 革命烈士顾剑萍，为安徽省寿县
板桥镇邹祠村人。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
与老革命家李先念是亲密战友。 1948
年 6 月，由于叛徒出卖被捕。 在敌人的
监狱， 面对拷打逼供， 顾剑萍坚贞不
屈，于 1948 年 12 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
就义。 这里展示了烈士生前的部分事
迹史料、证书、家书等。 这些都是驻村
工作队与村两委先后四次前往顾剑萍
烈士的后人邹正方家中收集的。 从几
封泛黄的家信中， 让前来观览者看到
了一个革命者无私无畏的赤诚之心 ，
看到了一个为了党和人民利益视死如
归的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 在红色基
因教育基地，每当有前来观览的村民，
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李峰都主动承担
讲解的任务，通过讲解革命英雄故事，
厚植广大村民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
传承。

把乡土历史文化融入村史馆中 ，
让人们留住乡愁记忆激发大家热爱家
乡，建设家园的热情。 展馆向人们呈现
了邹祠村石马河的古老传说， 经历了
无数岁月的沉淀， 石马如今依然静静
地卧在河套村民组的小河中。 穿越时
空，带来无尽的遐想。 而安城渡地名的
由来，更让人回味无穷。 安城渡位于现
在的邹祠村安城村民组， 远看像一座
土城，四周有近 3 米高的城埂。 为什么
取名安城呢？ 相传唐朝的时候，这里是
一个比较繁华的城镇。 而到了清朝初
期，清兵在此修筑了屯兵的土城，用于
训练作战。 暗淡了刀光剑影，如今的安
城渡处处皆为良田，但依稀可见当年屯
兵的痕迹和碎砖瓦片。 这些美丽的传
说，让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乡土文化。

“田野已成绿，汗水润馨泥。 雀鸟鸣
晨曲，席草清风习。 ”为努力打造“一村
一品”的格局，邹祠村特色产业席草也

成了村史馆的主角。 在席草展示区内，
席草制品琳琅满目，有席草编制成的草
席，床上用品，还有插花工艺品。 席草种
植大户张士忠，在看了这些后，激动地
说：“这浓浓席草的清香，让我们记住了
乡村的味道。 ”板桥镇是全国席草种植
基地，邹祠村紧邻安丰塘。 这里水资源
丰富，而种植和加工席草也成了村特色
产业，随着席草种植的逐步推广，人工
编制草席和工艺品取得一定成效，增加
了农户的收入。 现全村有 326 户种植了
席草，脱贫户通过种植席草发展自身产
业，每亩可享受政府补贴 500 元，每亩
产值达 5400 元。 由席草编制成的草席
和工艺品，年产值达 1000 万元，热销于
江浙沪一带。

如今， 乡村振兴的春苗日益茁壮。
小小的村史馆已成为村留住乡愁，凝聚
人心，传承文明的重要窗口。 留住美丽
乡愁已成为指日可待的幸福指数，村史
馆建设凝聚了乡村振兴的磅礴力量，迈
出了乡村振兴的铿锵足迹。

校园里的
“一亩田”

5 月 20 日，凤台县古
店中学九年级的学生们在
劳动实践课老师的带领
下，手握锄头，前腿弓，后
腿蹬，在农耕园内，为新栽
种的辣椒、茄子、西红柿秧
苗除草。 该校合理开发和
利用劳动实践基地， 指导
学生依照节令合理种植时
令蔬菜， 注重培养学生的
动手劳动能力。 同时通过
耕读教育， 使“耕读传家
远，诗书继世长”的观念根
植于心。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孟凡静 摄

基 层 妇 联 送 法 进 校 园
本报讯 为更好助力 《家庭教育

促进法》 宣传进乡村， 日前， 寿县安
丰塘镇妇联组织镇村妇联执委和巾帼
志愿者来到辖区内幼儿园、 中小学对
学生进行面对面宣传， 将 《家庭教育
促进法 》、 《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 》、

《未成年保护法 》、 《反家庭暴力法 》
等法律知识以及自制的安丰塘镇少儿
健康读物彩页、 家风家教家训箴言等
系列宣传卡片发放到孩子们手中， 零
距离与他们交流 ， 引导他们学习法
律、 了解法律， 敬畏法律， 并通过健

康读物彩页对他们进行防溺水、 防夏
季农药中毒、 防交通事故等安全知识
教育。

该镇印发传单 1400 余份 ， 向学
生家长集中讲解 《家风家教促进法 》
实施的重大意义， 鼓励他们多与孩子

亲子互动， 配合学校教育孩子热爱劳
动、 勤俭节约， 争当新时代优秀好家
长， 为社会培养懂得感恩、 报效国家
的有用之才。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陈长群）

“千里送医”除病痛 十年痼疾今朝去
———我市援藏医疗队员成功切除一例罕见上肢巨大肿瘤

本报记者 何婷婷

“贵委派出的安徽省第七批组团式
援藏医疗队员———淮南新华医疗集团
新华医院王波副主任医师，在救治我县
长期以来忍受上肢巨大肿瘤病痛贫困
患者边巴赤桑的过程中， 展现了高尚的
医德和精湛的医技！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近日，市卫健
委收到一封来自西藏山南市浪卡子县卫
健委的感谢信， 信中详细介绍了王波救
治患者的情况， 并感谢市卫健委长期以
来对援藏工作的倾力支持和无私援助。

“千里援藏是职责，救死扶伤是使
命。” 记者联系到正在山南市人民医院
开展援藏医疗工作的王波时，他告诉记
者， 手术成功后从患者感激的眼神里，
他读懂了作为一名医生，一名援藏医务
工作者的幸福。

2022 年 4 月的一天，浪卡子县卫健
委的同志陪同着一位身着藏装的男性
患者来到王波的门诊。“看到患者时，即

便是从医已经二十年， 见惯了无数疾
患，但我也被惊呆了！”王波回忆说，当
时患者艰难地脱下外衣，一点点褪去贴
身衣服， 只见右前臂一个大如篮球、表
面布满怒张静脉的肿瘤呈现在他面前，
肿瘤从前臂近端一直延伸到腕部掌侧，
表面布满不规则散在隆起皮丘。

患者名叫边巴赤桑，57 岁， 是个牧
民，来自山南市浪卡子县世界海拔最高
的行政乡“普玛江塘”。王波通过询问病
史，了解到肿瘤生长已经快 11 年了，最
开始发现的时候也就拇指大小，后来逐
渐长大，开始影响日常生活。五年前在
拉萨的一家医院穿刺活检时大量出血，
当时医生和他谈及手术风险，他因为害
怕就没有继续治疗。此后，肿瘤疯狂生
长，如今已大如篮球，且局部疼痛明显，
患者右上肢活动极为不便。

“这种手术风险很大，但哪怕只有
一线希望，我也要做最大的努力！”王波

首先联系了影像科立即做核磁检查，并
通过核磁报告， 初步诊断为间叶组织来
源肿瘤，深达骨质，多房，和前臂的重要
肌腱、神经、血管粘连紧密，而且不能排
除为恶性肿瘤。 王波随即安排患者在门
诊先切取一块组织，请病理科会诊。如果
为恶性，甚至可能需要截肢处理。很是幸
运，几天后的病理分析报告显示，活检组
织内未发现恶性细胞成分， 可能为软骨
来源肿瘤。王波立刻把患者收住院，完善
各项常规检查； 又在影像科负责人主持
下进行了上肢 CTA 检查，发现肿瘤和桡
动脉紧密包绕无法保留， 幸运的是尺动
脉还好，有希望保肢，保全手臂的功能。

王波赶紧做好详细的术前计划，多
科室会诊。影像科、病理科、麻醉科，各
科室专家主任齐聚讨论，反复商讨手术
方案，和患者仔细沟通，准备术中意外
处理预案……2022 年 5 月 6 日上午 11
时手术正式开始， 王波设计好皮肤切

口，一点一点小心游离、保护和肿瘤粘
连紧密的重要神经和血管，游离切除肿
瘤。“我感到如履薄冰！因为失之毫厘差
之千里，一旦损伤神经血管，后果不堪
设想！”王波回忆说。终于历时两小时，肿
瘤被完整切下了， 而且保护了重要的血
管和神经。 那一刻他和同事们悬着的心
终于放下了， 参与这场手术的医生护士
们都很高兴。第二天王波查房时，康复中
的边巴赤桑满面笑容， 用不太熟练的汉
语告诉他：“我轻松多啦！”说话间，边巴
赤桑还高兴地和医护人员轻松挥手。

切除肿瘤称重近 5 千克———这是
山南市人民医院有史以来手术切除的
最大肢体肿瘤。千里送医，让医者精神
在雪域高原美丽绽放！王波和安徽省第
七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员们用精湛的
医术和贴心服务， 彰显了医者仁心，诠
释了大爱精神，让藏区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以真金白银确保夏粮“稳产保供”
本报讯 “像我这样的粮油公司每年

到了夏粮收购时节，每天都有大量的资金
需求。今年受疫情影响，我正担心资金出
现缺口，邮储银行就上门提供服务了。”提
起邮储银行淮南市分行提供的金融支持，
淮南市春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交
口称赞。

当前， 邮储银行淮南市分行正全力
支持夏粮收购和稳产保供， 认真梳理企
业资金需求，主动对接、上门服务。5 月 23
日， 向安徽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
企业———淮南市春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发放“小微易贷”300 万元，用于支持企业
收购小麦。 该笔贷款的投放有效缓解了
淮南市春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流动资金
短缺困难， 为当地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
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小微易贷”是邮储银行淮南市分行
面向小微企业推出的一款线上贷款，具
有纯信用、审批快、额度高、成本低、手续
简单等特点。从企业发起资金申请，贷款
审批到发放，全流程线上办理，真正解决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
题。 淮南市春风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集粮
食收购、仓储、加工、销售为一体，综合实

力在当地粮食加工企业中位居前列。粮
食行业对于资金需求异常强烈， 而购粮
企业回款周期往往不稳定。 今年夏粮收
购来临之际，由于粮食需求旺盛，加之前
期销售回款尚未到位， 春风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新粮收购面临困难， 在企业融资
一筹莫展之际， 邮储银行淮南市分行客
户经理高雨送上了“小微易贷”“及时雨”。
春风粮油公司了解到产品模式以后，立
刻通过线上系统提交了融资申请，“足不
出企”就拿到了所需的贷款，解决了企业
面临的资金困境。

据了解，为了全力保障小微企业信贷
支持。邮储银行淮南市分行近年来在绩效
考核、减费让利等方面给予了充分政策倾
斜，不断加大“小微易贷”“极速贷”等线上
贷款产品创新力度，在淮南市人民政府对
金融机构金融创新情况的考核中，邮储银
行淮南市分行“小微快易贷”曾获得全市
金融产品创新评选第四名。

投放做“加法”、流程做“减法”，服务
更精准，邮储银行淮南市分行助企纾困政
策当前正加速运行，保证农民“粮出手、钱
到手”，以真金白银确保夏粮“稳产保供”。

（本报通讯员 章维娜）

“最美庭院”评比助推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本报讯 “种些花草，院子打扫干净

了，看着舒心，住着也顺心，没想到还评
上了‘最美庭院’！”八公山区山王镇山王
村 22 组村民王传尧激动地说。

山王村党支部以 5 月份主题党日为
载体开展“最美庭院”评选，通过推荐上
报、组织评定、评选表彰等流程，以“布局
合理、庭院卫生、绿化整齐、家风文明”为
标准 ，共评选出 “最美庭院 ”8 户 。通过
“最美庭院”的选树，为深入推进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房前屋后清理、庭院清洁作
出示范引领，引导群众从日常做起、从点
滴做起、从个人做起，达到“里子”“面子”
同步提升效果，逐步实现“环境美、村庄
美、庭院美”目标。

该镇以“支部总抓、党群共管、分类
治理”为思路，坚持全域治理、集中攻坚，
重点推进、因村施策，以村为单位，划片
分区，成立 12 支 237 人的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队，围绕“一点三线一提升”工作内

容， 聚焦难点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整治
中，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号召，持续宣传，
广泛发动， 引领带动广大村民清理破旧
院落、生活垃圾、沟渠河道等，结合“最美
庭院”“党员联系户”等活动，不断提高村
民主人翁意识及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同
时成立党员文明劝导队，充分履行监督责
任，督促村民自觉践行村规民约，对不良
行为进行劝导和制止， 逐渐形成人人关
心、人人参与、人人支持的浓厚氛围。截至
目前，全镇 11 个村共清运垃圾杂物 2780
余吨， 清除房前屋后乱堆乱放 786 处，清
理破旧广告牌 183 处，拆除无功能建筑及
沿路旱厕 26 处， 修建路边花池 10.8 千
米，粉刷装饰墙面 9800 平方米，完成村部
水冲式公厕改造 11 座， 清理村内废弃水
塘 11 处，为加快推动村庄环境从干净整
洁迈向美丽宜居提供坚实支撑。

（本报通讯员 王 征
本报记者 何婷婷）

油桃“初长成” 村民套袋忙
本报讯 连日来， 在位于寿县迎河

镇大店村的寿县御林水果种植专业合作
社油桃种植基地， 当地群众正在给挂果
的油桃进行套袋处理，桃园里生机盎然，
一派忙碌景象。

桃园中，一颗颗青绿油桃挂满枝头，
村民们拿出套袋、撑开袋口、套住果实，
袋口用细丝固定到枝上，扎紧扎严，纸起
手落间，一个个油桃悬浮于袋子中，就这
样安全入住了 “纸屋”。6 月中下旬将迎
来油桃成熟期， 当前正是油桃套袋的最
佳时机，套袋后的油桃，既可以防虫鸟叮
咬，减少病虫害发生，也可防止果实开裂
和果锈的出现， 达到增强果色、 提高品
质、延长市场供应期的效果。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 基地油桃已
经进入盛产期，目前一天用工在 30 人左

右，高峰期达到 50 人，让因受疫情影响
不能正常外出打工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临时就业。基地通过套袋技术，力争
使油桃优质高产， 今年预估产量 40 万
斤， 市场价格每斤 3 元左右， 可创收达
120 万元。该基地油桃因口感香甜纯正，
品质可靠，目前销售订单已排满，远销上
海、浙江、江西等地，而且供不应求。

近年来， 大店村紧紧围绕产业富民
这一主线，利用自然禀赋，大力调整产业
结构， 推进绿色发展， 因地制宜发展黄
桃、皇冠梨、葡萄、芦蒿、芦笋等特色产业，
精心打造蔬菜、水果、林木、养殖四大特色
产业基地，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农村增绿，特色产业也成为当地产业
振兴的主引擎。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余 涛 蔡士宏）

近日，潘集区人民检察院专程将一起案件中追回的 22.8万元赃款发还企业，受到当事
企业送锦旗致谢。此前，该院按照市人民检察院“安商暖企”行动相关部署，在办理该企业产
品被盗案件中认真倾听企业诉求，及时帮企业追赃挽损，并针对存在的管理漏洞发出检察
建议，相关举措收到企业广泛好评。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王来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