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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组
学 校 篇 目 作 者

一等奖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青山一道，风雨同担 高二（4）班 许新月
淮南第五中学 七十五载风华，少年逐梦新章 高一 宋锡坤
寿县陶圩初中 庆中华 九（6）班 陈 缘

二等奖
寿县第二中学 回望百年征程，奋进时代篇章 高二（4）班 朱晨曦
田家庵区洞山中学 红 色 七年级 王瑜娇
潘集区高皇中学 世人坚守的那抹红 九（4）班 段雨萱
田家庵区龙湖中学 我和你 九（4）班 褚亦彤
潘集区平圩艺苑学校 致敬中国脊梁、争做时代少年 九（4）班 陈祎源

三等奖
寿县安丰高级中学 窗 高二（4）班 陆 琰
寿县第二中学 沁园路的书店 高二（3）班 汪 晋

寿县迎河中学 燃青年意气，许国家恒昌 高三（7）班 江家政
田家庵区曹岭湖中学 以梦为马，共写华章 八（2）班 陈孜琼
田家庵区朝阳中学 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之韶华 七（12）班 季博涵
凤台县实验中学 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 八（14）班 张奕轩
淮南开景公学 礼赞新时代，争做好少年 九（1）班 杨感恩
毛集实验初级中学 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 九（3）班 顾元瑾

小学生组
学 校 篇 目 作 者

一等奖
田家庵区十八小 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 四（1）班 陈彧宸
八公山区三小 共绘煤城淮南新篇章 李辰熹
寿县第三实验小学 少年不忘凌云志，逐梦繁荣新时代 五（2）班 代梦欣

二等奖
八公山区三小 以青春之名，许国以行 六（2）班 陈梦愮
寿县第四实验小学 深爱故土，乐享青春 六（1）班 夏状状

凤台实验小学 橘树赞礼 六（3）班 杨思玉
田家庵区十六小 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 五（6）班 李思娴
市经开区第二小学 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 五年级 宗凡暄

三等奖
八公山区一小 通讯之变，时代之境 六（2）班 杨铂翰
寿县安丰塘苏王小学 共和国之辉照耀着我 五（1）班 欧可馨
寿县堰口镇江黄民族希望小学 争当好少年、共圆中国梦 五（1）班 张子阳
寿县小甸镇邵店小学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传播者 五年级 邵雅琪
凤台实验小学 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 五（2）班 芮俊豪
毛集实验区梁安小学 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 四（2）班 梁萱妍
田家庵区洞山中学 青春的礼赞：我与祖国共成长 四（1）班 徐睿阳
谢家集区第二小学 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 五（1）班 江羽琪

淮南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4 年 11 月 15 日

全市中小学生“礼赞新中国·争做好少年”主题征文活动获奖作品

“她是我们信得过的‘家里人’”
———记蚌埠市五河县城关镇吴家嘴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乔研

安徽日报记者 孙言梅

人物名片
乔研， 蚌埠市五河县城关镇吴

家嘴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
曾获全国敬老爱老助老模范人物、
安徽省最美城乡社区工作者、 安徽
省最美儿童主任等荣誉称号。

人物寄语
群众的认可是我前进的动力。

我将竭尽所能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
题，带动居民参与社区基层治理，共
商共议，携手共筑美好家园。

“她是我们信得过 、 靠得住的
‘家里人’”“社区大事小情都离不开
她”……在蚌埠市五河县城关镇吴家
嘴社区， 提起社区党总支书记乔研，
居民纷纷竖起大拇指。 自 2016 年调
至吴家嘴社区以来，乔研始终将群众
的事放在心上， 坚持做实事办好事，
将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吴家嘴社区是拆迁安置社区 ，
人员构成复杂 。 刚到社区工作 ，乔
研就开展了入户走访工作。 经过摸

底， 她发现社区老年群体较多 ，且
居民文化娱乐活动相对缺乏。 在乔
研的积极推动下 ，社区结合实际需
求，开设了手工、朗诵 、合唱等公益
课， 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依
托卫生服务中心 ，建立了以家庭医
生为主的“点对点 ”健康服务网格 ，
并为 100 多位失能老人提供照护服
务。

“在社区手工课上 ， 我学会了
怎么做丝带花 ，现在家里也摆满了
我的作品 。 ”居民张玉荣自豪地告
诉记者 ， 今年她还报了朗诵课 ，重
阳节和老伙伴们表演了节目 ，受到
大家的好评 ，“如今 ，社区活动中心
成为大伙最爱去的地方。 ”

为探索社区心理健康服务新模
式，乔研充分发挥自己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的特长 ，成立 “小乔工作
室 ”， 为被心理问题困扰的社区居
民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 ，帮助
他们开启心门 ，解开 “思想疙瘩 ”；
常态化开展心理知识讲座 ，帮助居
民掌握心理保健知识 ，培养良好的
心理素质。

“我们还大力实施暖阳陪伴行
动， 聚焦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组
织家庭教育志愿者团队围绕亲子
关系 、早期教育 、隔代教育和儿童

性格心理 、行为习惯 、学业指导等
内容开展家庭教育活动。 ”乔研说，
这个工作室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
近 200 场次， 受益学生及家长上万
人次。

社区群众的 “柴米油盐”“家长
里短”，乔研都牵挂于心。 社区住户
老陈与楼下住户因卫生间漏水问
题闹得不愉快 。 老陈脾气 “轴 ”，一
开始就让主动上门沟通的乔研吃
了闭门羹。

“邻里间抬头不见低头见，不能
因为一点事就伤了和气 。 ”为了解
开两家人的 “心结 ”，乔研跑了一趟
又一趟 ，终于在跑第七趟时敲开了
老陈家的门 。 经过维修工检测发
现 ，老陈家卫生间没有做防水导致
出现漏水情况 ，影响了楼下住户的
生活。 “乔书记身上有股韧劲，话说
得也中听。 ”老陈心服口服，承担了
楼下邻居的损失 ， 双方达成和解 。
后来 ， 老陈的老伴因病瘫痪在床 、
进出不便 ，每次上医院就诊 ，楼下
邻居都主动前来帮忙。

“社区事务纷繁复杂，归根到底
就是群众的事。 只有把群众的事办
好了 ，把群众的难题解决了 ，才能
赢得信任和支持。 ”乔研说。
（转载自 11 月 29 日《安徽日报》）

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
———“解码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世界意义”系列评论

在近日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里约
热内卢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向世界宣介中
国脱贫经验。 其中，“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
中扶贫，推动发达地区同欠发达地区‘结对
子’ 互助” 的成功经验令各国人士印象深
刻。中国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形成脱贫攻坚的共同意志、共同行动，传承
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汇聚起排
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为
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是对中
华民族扶贫济困优良传统的千年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社会帮扶在扶贫工
作中的重要作用， 强调要传承中华民族守
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推动下，中国不断
创新社会帮扶方式，形成了人人愿为、人人
可为、人人能为的社会帮扶格局。

在减贫实践中， 中国不断从优秀传统
文化中汲取力量， 营造出全社会扶贫济困
的浓厚氛围。事实上，世界不同文明中都流
淌着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扶贫济困等价值
理念和美德元素，比如非洲谚语“独行快，
众行远”强调团结合作的力量，南非乌班图
思想倡导“仁爱、共享”，拉美哲言“唯有益
天下，方可惠本国”强调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中国的减贫经验表明， 优秀传统文
化能够与时代相结合， 彰显更大的现实意
义。减贫扶贫需要众志成城的力量，各国充
分挖掘并弘扬自身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

凝聚人心、汇聚民力，激发全社会向上向善
的正能量，助力本国脱贫目标最终实现。

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诠释了汇
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的减贫路径。扶贫
减贫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调动各方
积极参与。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国坚持“全
国一盘棋”，广泛有效动员和凝聚各方力量，
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专项扶贫、
行业扶贫、 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
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东西部
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推动省市县各层面帮
扶，促进人才、资金、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
实现优势互补，缩小区域差距。

埃及投资者协会联合会经济顾问穆塔
西姆·拉希德表示，中国在扶贫、城乡协调
发展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得益于中国的
经济发展坚持以人为本， 不同部门相互协
调，共同为国家服务。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
国家与法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夫尚·纳
扎罗夫认为， 中国的减贫成就展现了一种
多样化、系统性的减贫模式，为其他国家消
除贫困提供了实践范例。

坚持在促进共同富裕中扶贫， 是以整
体系统的观点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的理性选
择。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只要贫困的“短板”
依然存在，繁荣就缺乏坚固稳定的根基。中
国的减贫实践锚定共同富裕目标、 依托精
准手段，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的

“益贫市场”机制，解放贫困者的生产力，使

他们不仅成为分配的受益者， 也成为增长
的贡献者，推动实现整个社会更加均衡、更
加公平发展。中国的减贫实践有力证明，公
平和效率两大逻辑能够有机统一， 经济发
展和扶贫减贫可以良性互动。

放眼全球， 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
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全球经
济紧密相连， 在深受贫困问题困扰的世界
中， 任何国家的发展潜力和经济前景都会
因此受限。贫富悬殊、南北差距以及由贫困
衍生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不仅阻碍贫困
国家和地区发展，从长远看，其外溢效应更
会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全球反贫困斗争不应是贫困个体、区
域或者国家的单打独斗， 而应当是世界各
国的同舟共济。 正如中国减贫实践所昭示
的，国际社会团结一心，向贫困国家和地区
施以援手，不仅将提升贫困人口福祉，贫困
人口脱贫释放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也将促进
人类社会整体福祉。

当前，实现“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
贫困”这一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首要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要在世界范围
内解决贫困问题， 为全球持续繁荣打下坚
实基础，需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唯
有守望相助、和衷共济，推动更加包容、更
加普惠、 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 全球减贫
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人类共同繁荣和可持
续发展的美好愿景才会变为现实。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 日电 记者 董 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