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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巾帼风采·

·成长天地·

启程赴军营
▶ 3 月 9 日 ，灵 璧 县 冯 庙 镇 举 办

2023 年春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

本报通讯员 曹金龙 摄

学天文观测

◀ 3 月 10 日晚，在六安第一中学中心广场，同学们在六安

市科技馆科普志愿者的指导下，用天文望远镜观看天体，学

习天文观测基础知识。 本报通讯员 田凯平 摄

◀ 近日，冯影在大棚内

修剪多肉植物的叶片。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摄

▼ 近日，冯影在大棚内

指导村民养护多肉植物。

（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春暖花开，莺飞草长。

近日，沿着一条宽阔的水泥路，记者来

到了濉溪县铁佛镇黄集村绿锦花卉种植

场。大棚内，一盆盆绚丽多姿的多肉植物

焕发出勃勃生机。见到记者，35 岁的种植

场负责人冯影热情地带着记者参观起来。

多方援手，“小花圃”有了巨变

冯影和多肉植物结缘要从 2016 年前

后说起。那年，冯影的公公被查出肺癌，医

疗开支巨大，这对原本就是贫困户的冯影

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照顾公公，

冯影决定不再外出打工，在老家照顾老人。

在政府对贫困户帮扶的好政策支持

下，如何靠自己的双手致富奔小康呢？冯

影和婆婆张秀英经过考虑，认为多肉植物

繁殖比较容易，利润相对其他花卉来说比

较高，小小的一盆花搬起来也不费力，对

于她们这个家庭来说种植多肉植物正是

合适的选择。

当时，冯影的丈夫在外打工，两个孩

子还小。冯影就在家门口建了一个占地

仅 0.2 亩的简易花棚。婆媳两人便在花棚

中种植。当时，她们种植的多肉植物品种

比较单一，规模很小，销售也只是冯影骑

着三轮车在村子周边摆摊设点。尽管如

此，种植花卉还是给冯影家庭带来了一定

收入。初尝甜头的冯影便萌生了建大棚

种植花卉的念头。

为了帮助冯影，黄集村“两委”和驻村

扶贫工作队联系帮扶企业，投资 20 万元

建设了花卉种植基地，给冯影一家免费使

用 3 年。2019 年，冯影的小花圃挪到了暖

心的大棚内。

有了宽敞明亮的大棚，还需要一笔

不菲的启动资金。冯影除了享受贫困户

5 万元贴息贷款外，濉溪县妇联还为冯影

申请了 5 万元省妇女创业扶持转移支付

资金项目，濉溪县“小老板培育工程”给

了她 10 万元贴息贷款……随着各方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冯影也度过了最初的创

业困难期。

为了掌握种植技术，冯影参加了濉

溪县的“小老板培育工程”培训。同时，

濉溪县还组织她和其他种植户一起外出

学习。

2018 年夏季，因为经验不足，照顾不

当，冯影种养的多肉植物“生病”了，损失

了近三分之一。在铁佛镇农技专家的帮

助下，冯影才渡过了难关。

“创业确实艰难，但来自各方的援助

温暖了我，让我的多肉种植梦想得以实

现。”提起这些，冯影激动不已。

挑选品种、扦插、施肥、组盆……冯影

从早到晚忙活着，生意渐渐好了起来。她

种植的多肉植物多次亮相濉溪县的消费

扶贫展。2017 年，冯影一家顺利脱贫。

紧跟时代，产品卖到大江南北

“这是玉露，这是美杜莎，这是仙女

杯……”冯影说起大棚内的多肉植物来如

数家珍。她说自家大棚内有几百种多肉

植物，还有其他鲜花、绿植多种，有好几万

盆之多。“2022 年，我家花卉大棚的销售收

入近 20万元。”冯影自豪地告诉记者。

在和冯影的对话中，记者感受到，学

历不高的她，是一个爱学习的人，能够紧

跟时代，是她成功的秘诀。

冯影刚开始养多肉植物的时候，花了

很多心思，却总是养不好。看着叶片蔫巴

巴，她有些沮丧。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是水浇多了，还是土壤问题，或是光照太

强？“看书、上网查资料，自己观察，向同行

请教……”冯影告诉记者，在不断的摸索

中，她渐渐找到了多肉植物种植的窍门

——通风、喜阳、少水。通过学习，冯影对

于客户的需求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她发

现：市场对低端多肉植物需求正在降低，

对品种独特的多肉植物需求在增加。

5G 时代，如何巧用网络吸引更多的

客户呢？冯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一

方面，她通过微信接受订单；另一方面，她

通过电商平台宣传自己的产品，提升自家

产品的知名度。此外，她还通过网络直

播，推销自己的产品。2020 年，她还在濉

溪县相关部门的组织下走进了厦门大学，

接受了为期 7天的创业培训。

如今，冯影所种植的多肉植物远近闻

名，不仅在本地畅销，还卖到了江苏、山

东、河南等地。

种植场的大棚内还设置了“花卉寄养

区”。原来，很多客户在购买了自己喜欢

的多肉植物后，出于家中空间小无处安

放、不会打理等原因，便委托冯影代为管

理。这便有了“花卉寄养区”。“虽说是寄

养，可一样得把这些小家伙照料好，不然

愧对客户的信任啊！”冯影说。

2020 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冯影种植

的多肉植物滞销。濉溪县妇联、铁佛镇等

单位负责人走进直播间，现场为绿锦种植

场的多肉植物直播“带货”，又一次帮助冯

影渡过了难关。

“没有党和政府的帮助，就没有我和

这个家的今天。现在，我有了回报社会的

能力，就应该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看着满

棚郁郁葱葱的植物，心怀感恩之心的冯影

如是说。

携手村民，同奔富裕路

采访中，记者遇到了正在农场打工的

黄集村村民郑玉倩。“我是去年到这边打

工的，每天 60 元，工资及时结算，还不耽

误照顾家。”郑玉倩乐滋滋地说。

随着大棚内的多肉植物不断增加以

及生意越来越红火，冯影主动联系黄集村

“两委”，表示愿意提供一些就业岗位，以

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就这样，冯影的

花卉种植场开始带动当地村民就业。

脱贫户黄月霞身体不好，只能干一些

轻便活。冯影便让她在大棚内干一些修

剪枝叶之类的活，增加了黄月霞家的收

入；脱贫户谢晓玲也常到花卉种植场务

工。“我老公身体不好，冯影给我提供了一

份机动性强的工作，非常适合我，这样我

就有更多时间照顾老公了。”谢晓玲说。

冯影还毫无保留地教乡亲们多肉植

物种植技术。在她的指导下，当地村民王

四春也在家门口种起了多肉植物。王四

春今年 35 岁，和冯影同龄，是一名留守妇

女。去年秋天，她进入冯影的种植场干

活。随后，她在冯影的指导下，在自家的

院子里种植多肉植物。如今，王四春还走

上了多肉植物销售之路。她经常从冯影

处进货，然后拿到濉溪县城去销售，家庭

收入也因此有了明显增加。

“冯影的花卉种植场解决了不少村民

的就业问题，促进了他们增收。”黄集村党

总支书记王平说。近年来，冯影数次主动

捐款，支持村里抗击新冠疫情、秸秆禁烧

等工作。同时，她还是村里的志愿者，积

极参与村里组织的各项公益活动。

2021 年，冯影荣获淮北市劳动模范、

安徽省巾帼建功标兵等称号。2022 年，她

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我不仅要自己致富，还要带动乡亲

们共走致富路。”冯影说。近年来，濉溪县

推进“小老板培育工程”深入开展，冯影正

是其中一名颇有代表性的“小老板”。

3 月 7 日，冯影告诉记者，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她倍受鼓舞，表示下一

步将在乡村振兴相关政策支持下，进一步

扩大花卉种植范围，引进绿植、盆景等种

养，把农场打造成集花卉种植、特色产品展

示和线上销售为一体的园区，“我会带领更

多乡亲一起发展特色种植，通过网络把产

品销往到全国各地，增加大家的收入，为推

动共同富裕尽力。”

作为曾经的贫困户，她从一个“小花圃”起步，通过创业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带动乡

亲走上了致富路，被评为安徽省劳动模范——

一位农家女的“花”样年华

■ 本报记者 朱 茜

修枝、除草、施肥……如今，在

芜湖市湾沚区陶辛镇倪家村高超

家庭农场里，总能看见一个年轻男

子不时地忙碌着，这人就是该农场

负责人高超。

今年 30 岁的高超 2014 年从部

队退役返乡后，便选择了自主创

业。“我尝试种植大棚桑葚，但当时

由于缺乏技术支持，再加上资金短

缺等原因，种植数量不是很多，只

种植了 600棵。”高超说。

经过高超一年多的悉心培养，

桑葚结果成熟，给高超带来不错的

经济效益，这也坚定了他继续发展

种植业的信心。

2016 年，高超创办家庭农场，

流转土地 20 亩。此后，他不断扩

大农场面积，丰富种植品类。该农

场目前占地 130 亩，主要种植火龙

果、桑葚、秋月梨等精品水果及水

稻。同时，高超瞄准农旅结合新方

向，开发餐饮、垂钓、采摘等项目，

打造了一个以“水果基地+生态农

家采摘+文旅休闲”为一体的经济

产业链条。

高超坦言，创业路上有收获也

有考验，重要的是放平心态。2018

年，农场受暴雪影响，农场大棚纷

纷被压塌，农场里的 600 棵桑葚全

部绝产，3000 多棵火龙果也严重受

损。心痛不已的高超没有气馁，为

防范极端雨雪天气，在 20亩土地上

建起 3500 多平方米的钢架连体大

棚，此后还对 40亩租赁土地进行平

整，种植 1.3 万余棵经济作物，筹建

5400 余平方米钢架连体大棚，有效

改善了农场基础设施条件。

“在创业过程中，我受到当地

退役军人事务局等部门的热情帮

助。”高超说。

致富不忘乡亲。“农场充分吸

纳周边剩余劳动力，人均年收入在

15000 至 20000 元左右，我们还采

用提供创业资金、技术、扶持等方

式，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高

超说。

高 超 还 热 心 公 益 事 业 。 在

2016 年和 2021 年抗洪期间，他积

极捐款，并主动加入抗洪一线。近

年来，高超先后被评为芜湖市“最

美退役军人”、芜湖市“抗洪抢险先

进个人”。

高超：

家庭小农场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 徐 海

在第 60 个“学雷锋纪念日”到

来之际，全国妇联启动 2023 年全

国文明实践巾帼志愿阳光行动暨

全国巾帼科普活动，推动巾帼志愿

服务更好融入社会治理、惠及更多

城乡百姓。

进入新时代，越来越多的巾帼

志愿者投身志愿服务，撑起志愿服

务“半边天”。广东省肇庆市乡村

振兴志愿者何艺珊化身农产品“促

销员”，为农户增收贡献力量，擦亮

青春底色；武汉市的华雨辰集司

机 、检测员 、搬运工 、播音员于一

身 ，被 评 为 疫 情 防 控“ 最 美 志 愿

者”；浙江省嘉兴市的张春明创办

“春明环保”巾帼志愿服务队，带动

更多人参与美丽家园建设……如

今，全国有近 2400 万巾帼志愿者、

35 万支巾帼志愿服务队活跃在城

乡社区。

幽谷兰香远，歌行太行山。音

乐教育志愿者邓小岚，扎根大山 18

年，把山里娃带到了北京冬奥的舞

台，成为感动中国 2022 年度人物；

合肥市的葛杨，坚持志愿服务 26

年，处理心理援助个案 300 余起，

帮助 200 余名有心理问题的孩子

重返校园，入选第五届全国巾帼志

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马鞍山市雨

山区“社区闺女”巾帼志愿服务队

成为社区老人的贴心“闺女”……

巾帼志愿者们发挥女性自身温柔、

细腻、亲和力强等特点，成为志愿

服务中一道道亮丽的风景。

“我是希望工程的受益者，我

要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六安市

的周玉梅在希望工程的资助下顺

利完成高中学业。2016 年，她放弃

在上海优厚待遇的工作，回到家乡

投身公益事业，先后帮扶来自 100

多 所 学 校 的 7 万 多 名 困 难 学 生 。

从志愿服务的受益者成为服务他

人的志愿者，很多巾帼志愿者都像

周玉梅一样，正在传递“奉献 、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2021 年 1 月，全国妇联、中央

文明办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新时

代巾帼志愿服务发展的意见》（试

行）提出，广泛开展巾帼志愿服务

关爱行动，推动新时代巾帼志愿服

务创新发展。2021 年 8 月印发的

《“十四五”时期妇联事业发展规

划》规定，力争到 2025 年每个城乡

社区都建立巾帼志愿服务队伍或

开展巾帼志愿服务。各地也纷纷

出台多种措施，加强巾帼志愿者队

伍专业化建设、完善巾帼志愿者保

障与激励机制。巾帼志愿者参与

志愿服务的环境越来越好。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神州大

地，一定会涌现出更多更美的巾帼

“志愿红”。

志愿服务彰显“她力量”

■ 本报记者 张敬波
本报通讯员 夏忠羽

3 月 1 日早上，黄金龙把自己

的电瓶三轮车从家里推到屋外，准

备上集镇帮一位村民拉化肥。“老

黄，出去啊!是不是又做好事啊？”

听到邻居的问话，黄金龙略显羞涩

地说：“顺带的事，谈不上做好事。”

今年 71 岁的黄金龙是郎溪县

凌笪镇独山村北沟组村民，是 2013

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当地政府

的帮助下，于 2015 年顺利脱贫。

黄金龙早年离异，子女都在外

地，一直独居，自己种了 2 亩田，平

时依靠打零工、子女接济和种田收

入维持生计。虽然家庭条件一般，

但他乐于助人，从 2010 年购买第

一部电瓶三轮车开始，就义务为村

民提供用车服务 ，从来不收一分

钱，这一做就是 13年。

“我当时买的车是全村第一部

电 瓶 三 轮 车 ，咱 村 离 集 镇 5 里 多

路，看到村里的人上街购买农资、

加工大米、榨油没有车子不方便，

于是就经常帮帮他们。”黄金龙说。

“金龙真是好人。我平时上街

理发都是他接送 ，我老伴身体不

好，经常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也

是由他来回接送，有了他的无私帮

助 ，孩子们在外面工作也放心很

多。”村民张学贵感激地说。

2022 年 4 月的一天，张学贵的

老伴突然头晕。当时正赶上采茶

时节，孩子们都不在家，张学贵就

找到黄金龙，请他帮忙把老伴送到

镇卫生院。“当时他正在田里干活，

二话没说，立即赶回家，开车把我

老伴送到医院。”张学贵说。

送村民就医、送孩子上学、帮

村民托运物资……13 年来，这样的

事，黄金龙不知做过多少。“黄金龙

不但帮助自己村庄的人，在路上，

遇到其他村民组有需求的村民，他

都会帮助。他送人最远的地方到

达过邻近的广德市的偏远乡村。”

村民金翠霞说。

小小三轮车，载满乡邻情。十几

年来，黄金龙的电瓶三轮车换了6辆，

电瓶换了一组又一组，他怀着一颗纯

朴的心，默默为广大村民提供帮助。

“我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情，不

值一提。”面对村民的赞誉，黄金龙

十分谦虚，“这些年大家也给了我

很多帮助。逢年过节，村邻就给我

送鸡蛋、送饺子。我家的危房改

造，政府补贴了 2 万元，盖房子时

村邻都来帮忙，我时时刻刻感受到

来自政府和村邻的温暖，为大家做

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是应该的。”

小小三轮车 载满乡邻情

■ 本报通讯员 陈玉琴

对于一个 20 岁的大三学生，最幸运

最有意义的事是什么？也许是象牙塔里

的宝贵幸福时光，也许是与同学恋人花前

月下散步聊天……但对于安徽理工大学

大三学生许梓强来说，是捐献自己的造血

干细胞挽救陌生人的生命。

3 月 3 日，20 岁的许梓强在中科大附

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完成造血干细胞捐

献，成为淮南市第 59 例、安徽理工大学第

20 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目前淮南市

年龄最小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021年 3月，在安徽理工大学，该校大

学生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响应淮南市红十字

会“学雷锋爱在春天志愿服务季”倡议，在

校园开展“捐献生命的礼物——安理学子

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捐献采样活动”。该校

大一新生许梓强留取了造血干细胞血样，

希望有朝一日能挽救他人生命。

2022 年 11 月中旬，许梓强接到了淮

南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告知他的血样与一

名血液病患者的血样初配成功，征询他是

否愿意捐献。许梓强毫不犹豫地回答：

“愿意！”

得 知 患 者 是 一 个 1990 年 出 生 的 青

年，许梓强给这位大哥哥写了一封情真意

切又铿锵有力的信。信中他列举了自己

患晚期癌症 3 年的奶奶如何乐观顽强地

活下来的经历，鼓励这位大哥战胜病魔，

“我一定要救你，无须回报！如果你非要

回报的话，那就是好好地活着！”

3 月 3 日，许梓强在捐献采集中收到

了患者捎来的感谢信。他躺在采集床上，

两只胳膊插着采集针管，不便看，听着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给他读。他强撑着身子

昂起头想看看那字迹那内容，得知患者患

病不久就与他配型成功，而且患者有一个

一周多岁的女儿又即将迎来二宝时，许梓

强开心地笑了。

4 个小时的采集结束后，许梓强捧着

那装着自己捐出的 324 毫升“生命种子”

的袋子，想着它即将踏上传递生命的旅

程，露出了幸福的笑容，“能救人一命，也

是我活了 20年做过最有意义的事。”

当天，许梓强连夜回到学校。第二天

校园里红十字志愿者开展献血和造血干

细胞捐献采样活动，他不顾捐献后还未休

息好，就来到现场现身说法，动员同学们

加入捐献队伍。

“救人一命，是我做过最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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