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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新学期
▶ 2 月 6 日，在合肥市五十中天鹅

湖校区开学第一课上，中科大微电

子学院、合肥本源量子科技首席科

学家郭国平教授，为学生们带来了

一堂生动的量子计算知识科普课。

本报记者 杨竹 本报通讯员
张依琳 摄

▼ 2 月 6 日，亳州市谯城区第三人

民医院（古城镇中心卫生院）医师在

古城镇中心小学为学生普及眼健康

保护知识。

本报通讯员 王侠 杨中勤 摄

▶ 2 月 6 日 ，含

山 县 公 安 局 交 管

大 队 的 民 警 来 到

当地一家幼儿园，

开 展 交 通 安 全 宣

传 暨 校 车 安 全 逃

生演练活动。

本 报 通 讯 员
冯善军 摄

■ 本报通讯员 高亚男

元宵节前夕，亳州市涡阳县残疾人张

义带着汤圆、面包、牛奶、八宝粥等慰问品

来到该县曹市镇柴村，看望孤寡老人，向他

们送去元宵节祝福。

作为本地的“公益达人”，这些年来，张

义多次参加公益活动。

2013 年，做商贸生意的张义患双侧股

骨头坏死，被鉴定为三级残疾。时年 41 岁

的张义此后走路变成了“一瘸一拐”。“虽然

我是一个残疾人，但我身残志不能残，要把

自己的事业做好，还要奉献社会。”张义说，

此后他经常参加各类公益活动。

2020 年春节，涡阳县打响了新冠疫情

防控阻击战。张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主

动联系县医院、中医院、城南派出所和涡北

卫生服务中心等单位，为一线医护人员送

口罩、酒精、食品等。“最需要关心的是防疫

一线的人员，他们付出太多了，我们得为他

们做点事。”张义介绍，他从那年大年初五

开始忙碌，累计捐款捐物价值 6万多元。

2020 年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张

义决定为一线医护人员的妻子、母亲送去

鲜花和慰问品。“每束鲜花上都有一棵小向

日葵，上面写着：心向阳光，平安归来。衷

心希望他们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平

安归来和家人团聚。”张义介绍说。

多年来，张义积极捐款捐物并参加助学

助困、关爱留守儿童、看望慰问孤寡老人、帮

助困难员工等公益活动，受到省市有关部门

的表彰。他先后被团省委评为“诚实守信好

青年”，荣获“亳州好人”“感动药都志愿服务

个人典型”等称号。

一位残疾人的“公益人生”

■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年前对鸡场进行了清空，去年一年

共出栏黑鸡 1万多只，加上 100 多万枚绿壳

鸡蛋，总收益 300 多万元。这两天订购的

15000 只鸡仔就能进场……”1 月 31 日，凤

台县关店乡周庄村“80 后”青年徐福和工

人们一边忙着清扫鸡场，一边和笔者算着

他的“经济账”。

徐福是一名退役军人，在部队时，多

次被评为优秀士兵、先进个人、技术能手，

并光荣入党。2012 年 12 月，徐福离开待了

12 年的军营，回到家乡进行肉鸡养殖，开

启了创业路。

创业初期，只要一有时间，徐福就往

鸡舍里钻，甚至把床铺搬到鸡窝旁，细心

观察鸡的生长规律。创业第一年，养鸡场

虽然没有太大盈利，但徐福积攒了养殖经

验与技术。

考虑到市场行情的波动及各种疫情的

发生，徐福意识到传统肉鸡养殖必须走科学

化、标准化和特色化养殖之路，要打出属于

自己的品牌。徐福锁定了黑凤绿壳蛋鸡作

为养殖目标。他于 2017年创办了福凯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在村子旁边的林场建立了生

态养殖基地。三面环水的生态园占地9万平

方米，远离居民生活区和污染源，得天独厚

的天然环境造就了发展原生态养殖的基础。

“特色就是不一样，当时第一批黑鸡

出栏时，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县内的很多

餐馆饭店都是提前下订单，不少消费者都

开着车来鸡场买绿壳鸡蛋。市场效益很

不错。”徐福说。

养 鸡 致 富 后 ，徐 福 并 未 忘 了 乡 里 乡

亲。他不仅把多年积累的养鸡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关店的乡亲们，而且从优质

的鸡苗到养鸡必备的饲料、疫苗和药物都

为养鸡的乡亲做了准备。

徐福在搞好养殖业的同时，还积极投身

疫情防控、防汛救灾。2022年，他被评为淮

南市最美退役军人并当选为村党支部委

员。同年底，他依托自己的公司，托管土地

近 200亩，开启了新的创业天地。“当初在部

队是一心保家国，现在就想着尽心尽力发

展好产业，为乡村振兴和家乡父老乡亲们多

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徐福说。

徐福：返乡创业当“鸡倌”
乡村振兴成“尖兵”

■ 本报记者 丰静

2 月 3 日一大早，气温骤降，但合

肥市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暖

宝”幸福驿站内其乐融融。

20 多名志愿者带着锅碗瓢盆从

自家赶来，围坐在长桌旁，有说有笑

地为小区困难家庭制作豆沙芝麻汤

圆。“再过两天就是元宵节了，小区里

有几家孤寡残疾户是独自过节。大

家商量着给他们做点好吃的，过个暖

心节。”忙得不亦乐乎的“暖宝·老党

员”志愿服务队负责人、80 岁的郝素

云告诉记者。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暖宝·老

党 员 ’志 愿 服 务 队 就 是 我 们 社 区 的

‘一宝’。”恒通社区党委书记龚雪告

诉记者。

群众自治

老党员挺身而出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一家三线建设

时期军工企业——安徽省通用机械厂

从大别山区整体搬迁到合肥。恒通小

区成为该企业的职工家属宿舍。由于

年 久 失 修 ，小 区 生 活 环 境 日 渐 脏 乱

差。2015年，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恒通

小区面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修整后的小区怎么管？2017 年，

恒通社区党委召开群众代表大会商

议。小区 1140 户居民中，党员有 336

名。其中不少老党员党龄近半个世纪，

担任过军工厂中层以上干部，文化素养

高，学习能力强，能写会算人头熟。了

解到小区管理有需要，老党员们纷纷表

示愿意无偿帮助社区进行管理。

“我们受党教育培养多年，大家

都坚持退岗不退休，退休不褪色，愿

意 一 直 为 居 民 服 务 。”郝 素 云 介 绍

说。最终小区选举出 13 名老党员、老

职工组成了自治管理委员会。他们

穿上印有“‘永久牌’志愿服务”字样

的红马甲，参与社区治理，被群众亲

切称为“冬日的一轮暖阳”。2019 年

12 月，在街道社区帮扶下，恒通小区

建立的“暖宝”幸福驿站成为志愿服

务主要活动场所。因为志愿者中老

党员较多，所以志愿服务队正式取名

为“暖宝·老党员”志愿服务队。

“现在我们小区物业费每平方米只

要交两毛钱，这都是老党员志愿服务队

努力的结果。”一位社区居民告诉记者，

捡拾垃圾漂浮物、铲除小广告“牛皮癣”、

清理楼道乱堆乱放物品……小区无论大

事小事，总能看到老党员们的身影。

小区天然气改造，需要对每户情况

进行摸底登记。老党员蒋德新挨家挨

户上门动员，不到一个月，完成摸排任

务。住户缺乏晾晒条件，小区无序晾晒

情况严重，郝素云就带领服务队多次对

居民走访征求意见，提出解决方案，最

终在小区建成8个公共晾晒衣架。

新冠疫情发生的第一年，韦宗芝等

老党员不仅带头缴纳“特殊党费”，助力

抗疫，还和大家一起值守在恒通小区大

门口。防疫期间，恒通社区发放“蔬菜

包”。老党员志愿服务队把 1000 多份

“蔬菜包”挨家挨户送到居民手中。

合肥南淝河支流二十埠河与小区

一墙之隔，一遇暴雨，河水常常被倒灌

进入小区。2020年 7月的一个晚上，合

肥市普降大雨，二十埠河水位再次上

涨。志愿服务队紧急在河堤上安营扎

寨。他们不顾天气炎热和蚊虫叮咬，4

小时一班，24小时轮流值守，不间断巡

堤抗洪，成为河堤上的一面旗帜。

去年下半年，小区 12 号楼 103 室

住户反映下水管道堵塞。原因是下

水管道老化，这需要 1 楼至 6 楼住户

配合，更换整根下水管道，但其中一

户对此事不积极。杜显良等几名队

员多次上门做这户的思想工作。最

终，在春节前让 12 号楼换上了新下水

管道，解决了 103室住户的烦心事。

“社区居民有什么烦心事，我们都

尽力与社区干部一起协商解决。”郝素

云表示。如今，每周二下午是恒通小

区“雷打不动”的党群议事会时间。老

党员、志愿者们都会代表居民与社区

干部讨论小区治安、文明创建、老年食

堂管理、幸福驿站活动等方方面面的

问题。“群众相信他们，社区干部依靠

他们。他们不知道帮我们化解了多少

居民矛盾，可以说是我们的‘左膀右

臂’。我们要不断创新社区治理模式，

让社区成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家

园，让居民更舒心。”龚雪说。

志愿服务

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

“志愿服务队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大家感受到社会关爱。”郝素云说。

除了参与社区治理，“暖宝·老党员”志

愿服务队主动上门，采取“一帮一”“多

帮一”结对帮扶等形式，帮助困难群体。

2 月 3 日，住在小区单工楼二楼的

居民杨永革，收到志愿服务队送来过

节的汤圆后，止不住地抱拳感谢。年

近 60 岁的杨永革与妻子离异后，独居

在 10 来平方米的宿舍里。3 年前，杨

永革突发脑中风，导致左半身瘫痪，

积蓄逐渐花光，生活陷入困顿。

2020 年，郝素云与韦宗芝上门摸

排，看到杨永革家满屋的污秽，心头

一紧。她们一边开导杨永革，一边为

其 整 理 内 务 、理 发 洗 澡 、接 济 钱 粮 。

此后，志愿服务队与社区干部沟通，

帮助杨永革申请了低保金，并每天给

杨永革送饭送菜，定期打扫卫生、疏

通马桶、洗衣服、晒被子。

指着床上崭新的床单和蓬松的

被子，杨永革告诉记者，这是今年腊

月二十八那天，郝素云刚刚帮他换下

的，是志愿服务队长期对他的照顾，

让他重拾了生活信心。如今他坚持

每天用社区发放的残疾人辅助器具

下楼锻炼二三次，争取早日康复。

群众利益无小事。针对居民有缝

缝补补的需求，服务队就义务为居民改

衣服、补床单、做袖套、制帆布包等。考

虑到小区患“三高”人较多，服务队就联

合辖区医疗卫生单位，每月开展一次测

血糖、量血压等特色活动。居民反映腿

脚不便，服务队就准备了理疗床、按摩

椅，免费为居民提供艾灸服务。

目前，志愿服务队已拓展成包含环

保、医疗、文化、家电维修等在内的 8支

分队。截至去年，“暖宝·老党员”志愿

服务队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000 余

次，累计服务时长6万余小时，服务群众

超过 5 万人次，被评为 2022 年 12 月省

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

和谐邻里

让退休生活更精彩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记者

注意到，在“暖宝”幸福驿站，银发志

愿者比比皆是。85 岁的徐代英、80 岁

的蔡广英等几位老人，耳不聋、眼不

花，踩起缝纫机来，风生水起。

火红的年代造就火热的心。蔡广

英告诉记者，他们这代人过惯了军工厂

的集体生活，退休后反而有点不适应。

她老伴去世得早，儿子媳妇都抱两孙子

了，有自己的生活。她常常一个人在

家，一闷就是一整天。志愿服务队就像

一个大家庭，“来这里和大家聚在一起

有说有笑，身体都变好了。”蔡广英说。

这两年，儿子提出接她去享清福，可她

还舍不得社区里的老伙伴。

“不少小区居民被志愿服务活动

所吸引。有活动时，大家聚在一起搞

活 动 ，没 活 动 就 一 起 唱 唱 歌 、跳 跳

舞。”恒通社区“百人合唱团”团长杜

显良告诉记者，在志愿服务队的带动

下 ，如 今 ，合 唱 团 已 经 发 展 为 近 300

人，包括 3 个舞蹈队、1 个晨练队、1 个

民乐队、1个管乐队。

退休前曾担任工厂机械修理班班

长 的 72 岁 老 人 周 士 顺 ，常 常 独 来 独

往。因患轻度中风，去年，周士顺来到

幸福驿站尝试艾灸理疗的便民服务，

被这里浓浓的人情味所感染，露出了

久违的笑容。看到站里缺乏布料画图

设计的人才，不善言辞的周士顺发挥

所长，主动承担起这项工作。他将破

旧牛仔裤废物利用，裁剪制成时尚帆

布包，受到社区年轻人的追捧。

才退休没几年的刘萍，算是志愿

服务队里的“年轻人”了。尽管在家

还 需 要 接 送 孙 女 上 学 、料 理 长 辈 起

居 ，刘 萍 还 是 坚 持 参 加 志 愿 服 务 活

动，承担起浆洗困难家庭衣物床单等

脏活累活。看着“暖宝”幸福驿站满

墙的锦旗与奖牌，刘萍笑着说：“这里

氛围好，忙得有意义有价值。”

清洁家园、爱心缝补、健康体检、义务理疗……这支队员年龄大都在 60岁以上的志
愿服务队几年来开展服务活动 1000多次，服务群众 5万余人次，荣获去年 12月省“学雷
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称号，被社区群众亲切地称为“冬日的一轮暖阳”——

志愿服务，他们是“永久牌”老党员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陈若奎

“正月初四送来的那只红隼目前已经

恢复了一些飞翔能力，不过还不能飞得很

高，要继续救治。”2 月 7 日上午，淮北市动

物园负责人房先生告诉记者。

1 月 24 日傍晚，濉溪县百善镇百善村

村民桑士清发现自家门前有一只飞不起

来的大鸟，便把它捉住，又从邻居家找来

鸟笼把大鸟放进笼中。经上网对照，桑士

清发现落在自家门口的是一只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红隼，属鹰类鸟。进一步了解后

他得知：红隼又称红鹰、红鹞子，隼科小型

猛禽之一，翅长而狭小，飞行快速，捕食害

虫，为森林益鸟。

这只大鸟不会飞，看起来是翅膀受伤

了！桑士清赶紧拨打百善派出所电话说明

情况。派出所民警让桑士清把红隼送到派

出所，教导员李健立即同百善镇自然资源

规划所林业站的工作人员陆连贺联系，谋

划救护方法。

放假在家的陆连贺于 1 月 25 日正月初

四一大早驱车从淮北市区赶到百善镇，将

红隼送到位于淮北动物园内的淮北市野生

动物收容救护中心。

“谢谢你们把这只受伤的红隼送来。

它的翅膀受伤了，如果不及时救治就飞不

起来了！”该中心工作人员说。

接力救助受伤红隼

·人与自然·

2月3日，在合肥瑶海区恒通社区，老党员志愿服务队的

队员们在为小区孤寡残疾户制作汤圆。 本报记者 丰静 摄
老党员志愿服务队的队员在捡拾垃圾，清洁家园。

（资料图片） 合肥瑶海区七里站街道文明办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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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 海

过年回家尽孝心，年后返岗能报销。近

日，《宁波日报》报道，宁波有家企业为员工

设立“行孝奖”。返岗员工可以拿着春节回

老家给父母买衣服等开具的发票，向企业报

销。据了解，这家企业设立“行孝奖”已 10

年，起初是报销 800元，之后逐年提高，今年

提高到2600元。该新闻引来广泛关注。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企业设立“行孝奖”，提醒和教育员

工不忘孝敬父母，把个人行孝变为集体尽

孝，不仅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更展

现了“孝文化”的正向激励，对于增强员工的

感恩意识、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引领孝老敬

老社会风尚都有着积极作用。

让员工安心工作，还应考虑到他们家

中老年人的生存状况，使其后顾无忧。近

年来，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

得了不错的效果。比如四川省遂宁市育

才路街道为外出务工人员的父母建立健

康档案，并提供上门服务，打造和谐稳定

的“大后方”；芜湖市湾沚区探索“机构+村

居站点运营+居家上门服务”的农村养老

服务模式，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幸福养

老。在劳务输入地，广州市为年满 60 周

岁持有本市有效居住证件的外地老年人，

办理老年人优待卡，涉老福利惠及面由户

籍人口扩展至不限户籍；江苏省张家港市

永联村联合专业服务公司，启动“老漂族”

社 区 融 入 项 目 ，让“ 老 漂 族 ”心 安 异 乡 等

等。

在老年人福利持续扩容的同时，要进

一步为年轻人尽孝提供必要的保障，像设

立“行孝奖”那样，让“孝心”更好转化为“孝

行”。比如，企业为员工提供返乡返岗补

贴、设立孝心护理假，让员工返乡照顾生病

的父母；景区推出“孝心行动”，子女陪同

父母可享半价优惠；城市推出“孝心车位”

等等。这些暖心举措会进一步鼓励和支持

年轻人尽孝并让他们感到温暖。

营造更好的孝老爱亲氛围，让每一位

奋斗者都安心工作，让每一份孝心和关爱

都不会迟到。

“行孝奖”温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