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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又是新年。此刻，迎春花开始含苞

待放，石缝里的小草正探头吐绿。行走江淮大地，

和煦的阳光下，一张张笑脸流淌着幸福的“风景”。

有人说，“幸福就是一种感觉，敞开心灵去感

受，幸福无处不在。”是的，新年伊始，我们确有必

要 来 感 受 一 下 过 去 的 一 年“ 痛 并 快 乐 着 ”的 滋

味。因为，在这个加速变化的时代，我们经历了

或正在经历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阵痛”，但我们能

感觉到身后有股源源不绝的力量在推动我们风

雨兼程、爬坡过坎，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克

服一个个困难。

正因为有了这股力量，我们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为企业纾难解

困，全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正因为有了这股力量，我们因时因势优化调

整防控措施，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正因为有了这股力量，我们的道路才减少了

崎岖，梦想接连实现，每个人的内心多了份踏实和

感动，“幸福指数”加速提升。

其实，这股力量是千千万万负重前行者不忘

初心、砥砺奋进的结果，是我们 14 亿多中国人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众志成城的结果，

更是我们开拓未来、创造更大幸福的重要保障。

所以，站在新的起点，抚今追昔、憧憬未来，我们唯

有在感恩中奋进。

在感恩中奋进，我们要学会感恩，让感恩成为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态度、责任和品格。

在感恩中奋进，我们要抛弃自怨自艾、唉声叹

气和怨天尤人的思想，增强自信，笑对生活。

在感恩中奋进，我们就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继

续艰苦奋斗和拼搏，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感恩中奋进
许根宏

讲述：铜陵市铜官区五松社区居

民 程鑫昊

整理：本报记者 刘洋

怎样才是幸福的生活？除去平

安健康、家庭和美这些共性需求外，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个性愿望。作

为一名市民，我觉得幸福就是身边那

些越来越多且实实在在、触手可及的

“小确幸”。

每天清早起床，能够呼吸一口清

新的空气，下班的时候不用为寻找停

车位而烦恼，周末的时候可以带着孩

子在铜陵“网红”图书馆内温馨阅读，

城市周边的“铜官山·1978”文创园、

犁桥村、西湖湿地公园等景区可以满

足家人近郊游需求，对我而言，这就

是幸福。

这几年，铜陵市在全力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同时，也在努力满足百姓的

高品质生活需求。铜陵市民能够真

真 切 切 感 受 到 身 边 正 在 发 生 变 化 。

比如，实行垃圾分类集中投放后，建

起了垃圾分类亭，落实了专人管理，

小区的楼道下再也没有人丢垃圾了，

干净整洁的垃圾分类亭还很美观、没

有异味。再比如，铜陵利用城市的边

边角角打造了城市“口袋公园”、全民

健身场所，老百姓晚上散步的地方多

了、锻炼的地方有了，健康的生活习

惯也渐渐养成了。

高品质的生活其实就藏在这些细

枝末节之中。去年，全省推进实施十

项暖民心行动，都是实打实的为民惠

民举措。我身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

去年都买了小型电动汽车。为啥？因

为实施了“便民停车”暖民心行动之

后，一方面停车场、停车位多了，另一

方面，很多停车场都人性化地配备了

电动车充电桩。充电问题解决了，电

动汽车用起来省心还省钱。

党和国家的惠民政策越来越好，

其实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我在人社

系统工作，就拿政府促进就业来说，

不仅常态化组织开展线上、线下招聘

会，还面向社区居民、就业困难群体

等打造了“三公里”就业圈。很多既

要照顾家庭又想工作的女同志，都通

过“三公里”就业圈，在家门口找到了

合适的工作。一个人成功就业，背后

就是个人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就是越

来越美好的生活。每每想到这里，我

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工作成

就感也是我的“小确幸”。

其实，每年过年回家团圆，一家

人热热闹闹庆佳节也是“小确幸”；交

通 越 来 越 方 便 ，出 门 既 可 以 选 择 自

驾 ，也 可 以 乘 坐 高 铁 ，同 样 是“ 小 确

幸”。无数“小确幸”构成“大幸福”。

珍 惜 当 下 ，奋 进 未 来 。 新 的 一

年，我会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持续

增 加 自 己 的 成 就 感 ，也 期 待 身 边 的

“小确幸”继续增多、越来越多，希望

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好，

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享受越来

越多的发展红利。

“无数‘小确幸’构成‘大幸福’”

讲述：蚌埠市蚌山区万象幸福里

小区居民 钱兆威

整理：本报记者 孙言梅

过了年我就 80岁了。前几天，在

外地工作的儿子回来过春节，直夸我

精神状态好。可不嘛，这几年随着各

级政府不断加大对养老服务的支持力

度，我们老年群体的养老环境发生了

很大变化，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过去，我和老伴最头疼的就是吃

饭问题。孩子们都在上海上班，平时

不在身边。老两口年纪大了，买菜做

饭十分不方便。得益于去年省里部

署实施的“老年助餐”“老有所学”这

两项暖民心行动，蚌山区建成多个养

老服务综合体，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就

餐问题，还帮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

我和老伴经常去的养老服务综合

体是蚌山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建筑

面积有 2000多平方米，3层小楼整洁、

温馨。除了老年食堂，指导中心还设

有棋牌活动室、健身康复室、中医理疗

室、老年大学、舞蹈排练室、图书阅览

室、书画室、影音乐器活动室等，每天

前来就餐、娱乐的老人络绎不绝。

这里食堂的午餐供应三菜一汤，

不仅根据老年人的饮食习惯合理安

排、营养搭配，针对70岁以上老人还给

予就餐补贴。我和老伴每天中午来吃

一顿，价格经济实惠，也省去了

我们买菜做饭的时间。食堂卫

生条件好，蔬菜肉类供应源头可追

溯。更重要的是，老年人最怕孤独，跟

一群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吃，很有氛围。

我退休前在铁路系统工作，年轻

时就喜欢写写画画，当时也算是我们

单位的文艺骨干。退休后，我每天跟

老伴去公园晨练完就不知道干啥了，

偶尔也会去老朋友家唠唠嗑，但我们

住得比较分散，去一趟也麻烦。自从

家附近有了这个养老服务指导中心，

老伴来练习声乐、画画，我来下棋、练

书法，还可以在中医理疗室调理身体

一些小毛病，每天上午、下午活动安

排满满的，日子过得很充实。

我和老伴还在养老服务指导中

心交到了不少新朋友，他们都是周围

的居民，来这里一起学习休闲。中心

里平时活动也多，像书法比赛、围棋

比赛、唱歌比赛等，数不胜数。上个

月，咱这举办了书法比赛，我临摹的

《多宝塔碑》现在还挂在大厅里呢。

春节前组织的送春联活动，我写的春

联受到不少居民的好评。这个月又

要举行老年歌唱比赛了，我准备跟我

老伴一起报名。

退休 20年了，今天所享受到的养

老服务是以前难以想象的。近些年，我

的退休工资年年涨，现在每个月能拿到

4000多元，老伴的退休工资比我还多

点，如今的晚年生活快乐又知足。我也

希望像蚌山区养老服务综合体这样的

养老服务设施越来越多、越来越完善，

让更多的人享受最美夕阳红。

“让更多老年人乐享最美夕阳红”

讲述：宣城市宣州区“姐妹同心”志愿服务队队长 付金凤

整理：本报记者 罗鑫 张敬波

我 叫 付 金 凤 ，今 年 58 岁 ，是 宣 城 市 宣 州 区“ 姐 妹 同

心”志愿服务队队长、宣州区鳌峰街道城南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驿站站长、宣城市首家义警工作站副站

长。从 2011 年开始，我个人开始参与志愿服务。从 2014

年起，我便牵头带领“姐妹同心”志愿服务队奔走在文明

创建的一线，主要队员也由最初的 14 人逐渐发展壮大到

如今的 54 人。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幸福，这

就是我的幸福生活。

我 20 多岁就在位于宣州区鳄城花园附近的老茶厂上

班，中年下岗后赋闲在家。我还是对老茶厂感情深厚，就

把同样热心志愿服务、乐于奉献的工友姐妹们组织起来，

组建了“姐妹同心”志愿服务队。

队伍成立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主要是义务清扫地上

的垃圾、清理乱堆放的杂物、捡拾绿化带中的烟头等。此

外，我们还利用空闲时间当起了“文明宣传员”，挨家挨户

发放文明创建宣传材料。当时正是宣城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的关键时期，我们很荣幸能够为自己的城市尽一份

微薄之力。

2020 年疫情暴发，我带领“姐妹同心”志愿服务队冲锋

在前，积极配合社区、物业开展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并自发

购买 1.7 万多只口罩免费发放，还自筹募捐善款 1.73 万元，

通过宣城市公民道德促进会支援武汉。

为了更便捷常态地服务邻里，我萌发了成立志愿服务

驿站的想法，打造“15 分钟便民服务圈”。在宣州区委宣传

部（文明办）的帮助下，宣州区鳌峰街道城南社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驿站于 2021 年 9月正式揭牌。

一张沙发、一副桌椅……这个 30 多平方米的服务驿

站，装满了我对志愿服务事业的热爱。每周二上午，我和

队员们都会准时守候在驿站，为居民提供义务理发、免费

缝补、健康体检、小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受到小区居民的

欢迎。

多年来，我在疫情防控、助残助困、矛盾调处等多个领

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个人服务时间 1 万余小时，约为 3 万

余人提供过服务，曾荣获宣城好人、宣城市争创全国文明

城市先进个人、宣城市民创建之星、宣城市优秀志愿者，宣

州区优秀妇联执委等荣誉。我将继续领着我的小团队连

接大家小家，温暖社区你我他，努力成为社区居民“贴心

人”“暖心人”“家里人”。

在忙碌中收获人生价值，在服务中传递人间真情。对

我来说，志愿服务早已不仅仅是为了服务本身，这是我热

爱的事业，是我幸福的生活。希望能通过我的努力，让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志愿服务行列，让咱们“志愿红”感染更多

人，让热心公益、服务社会蔚然成风。

“帮助别人，自己也会幸福”

讲述：涡阳县养正堂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刘峰

整理：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蒋庆章

装袋、称重、封口、包装……春节前订单暴增，生产压

力很大，这几天，我都和工人们一起在生产线上工作。

我叫刘峰，是涡阳县曹市镇太清村的一个“80 后”青

年。6 年前，我返乡创业，与食品行业及电商结缘，并带领

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我 在 老 家 太 清 村 注 册 成 立 了 安 徽 养 正 堂 食 品 有 限

公司，占地 500 平方米，员工 7 人，第一年实现营业收入

80 万元。

凭借多年从事食品行业的职业敏感，我认为仅仅做传

统零食没有出路。于是，我考取了公共营养师资格证。通

过摸索、创新，我又开发出系列养生小零食，主要以杂粮、坚

果、果干等为主。这些休闲食品营养健康又美味，一经上市

就受到市场青睐。

涡阳是个县城，食品厂建在村庄，市场非常有限，大量

线下铺货成本太高，如何让这些好产品带来好效益？我发

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引入电商。于是，我注册成

立了亳州市清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始张罗起抖音店、

淘宝店、微店，还入驻了微信小程序商城。

这些养生小零食和电商一经碰撞，以极高的契合度和

用户黏性，让小零食做出了“大文章”。2020 年，仅线上销

售收入就突破了 1000 万元，我成了远近知名的电商达人。

经过发展，我的食品厂越做越大，不仅扩建了高规格净

化车间及检验室，还安装了全自动上料设备系统以及超微粉

碎设备组，形成了以坚果制品、杂粮、方便食品等深加工休闲

食品为主的特色产业。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我带领公司走出了一条差异

化、精准化、定制化销售道路。目前，公司有稳定务工人员

30多人，其中脱贫人口 6人，年营业额超 1000 万元。

我作为一名青年党员，2018年被推选为村党委委员，以

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更多的群众就业致富。新年

又要到了，回头看看，工厂、工人、电商、产品……一人返乡创

业，通过奋斗和拼搏，如今组成了一个“大家庭”，苦累都变成

了幸福和骄傲。

“我成了远近知名的电商达人”

本版策划：记者部

▲ 1 月 16 日，在全国最美志愿者服务社区——滁州市琅琊区琅琊街道凤

凰社区市民文化大院，社区志愿者将新春年货大礼包送给辖区困难党员

群众。 本报通讯员 李晓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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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7 日，淮南市寿县堰口镇江黄村驻村工作队成员将淮南市民政部

门发放的防疫健康包、学习用具送给乡村留守儿童。 特约摄影 陈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