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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庐江县陶冲村：

为什么低保户主动申请退出低保
□□ 钱良好

以前是村民追着要低保，现在是主动退出低
保，这事就发生在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陶冲村。
这个村有7户低保户主动写了退出低保申请书，
让好政策惠及更多需要的人。

“通过这些年的帮扶，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不
但考上国家税务部门公务员，而且成了家，添了
小宝宝，我也有了稳定收入，我家已经顺利脱贫，
故申请退出低保户，望批准！”6月 27日，65岁的
脱贫户黄德球来到白湖镇陶冲村，一字一句说出
自愿退出贫困户的申请，让村干部帮忙写好，并
在上面郑重地摁下红手印。

黄德球家住白湖镇陶冲村陶冲村民组，早年

妻子有精神残疾，儿子在读大学，家境十分困
难。2014年，他家被列入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来
又被纳入低保户，一家人生活才有了保障。几年
的时间过去了，妻子病情基本稳定了，儿子也大
学毕业有了工作，老黄自己种了八九亩田，平时
打点儿零工，每年收入有2万多元。日子越过越
好，老黄的精气神也大了，干劲也足了。脱贫之
后，他又申请退出了低保。

“我今年有三件大喜事，第一是脱了贫，第二
升格当了爷爷，第三主动让出了低保户名额。”黄
德球高兴地说，“党的好政策，我们享受这么多年
了，现在家庭生活越来越好了，应该让出来给更
需要的人。”

在今年低保整治中，陶冲村有6户低保户像

黄德球一样主动写了退出低保申请书交到村委
会，在十里八乡传为佳话。

白湖镇陶冲村黄家村民组70多岁的村民房
后忠，2016 年生了一场大病，不能劳动，村里及
时将他纳入低保范畴，保障了他的生活。如今他
今身体渐渐硬朗，儿子们给的钱也多起来了，生
活基本没有后顾之忧。

“享受了这么多年的低保待遇，现在我身体
好起来了，家庭收入又可以了，我想自动退出低
保。”房后忠的申请也言辞恳切，“我们是靠政府
扶持才走到今天，现在我们的生活不成问题了，
所以诚心申请退出低保户，让政府的好政策去帮
助更需要帮助的人！”

陶冲村在此次深化农村低保专项治理过程

中，按照应保尽保、公平公正、动态管理、统筹兼
顾的原则，采取宣传发动，对全村所有的老低保
户和新申请低保户进行审核，着力维护困难群众
切身利益。

“这7封申请书见证了贫困户和低保户战胜
贫困的历程，也让我们对这份工作多了些思考，
只要用心，我们的工作就会获得贫困群众的认
可。”白湖镇陶冲村党委第一书记、驻村扶贫工作
队队长向阳介绍，通过这项工作，村里解决了脱
保、漏保和救助不精准问题，困难群众的生活水
平有了保障，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
升。下一步，他们将按照上级要求，按照脱贫不
脱政策，脱低保不脱帮扶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工
作力度，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文明档案

志愿服务
让老年人生活更安康

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安徽省界首市光武镇文明实践
所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引领作用，经常组织志愿者来到镇敬老院
开展慰问活动。近日，光武镇文明实践所组织戏迷协会志愿者开展
慰问活动，戏迷为老年人送上一曲曲祝福的戏曲。志愿者们还为老
年人梳头、剪指甲，让敬老院老人们开心舒畅。 徐良 摄

中国农影直播助农示范基地
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启动

7月3日，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携手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政府
打造的中国农影直播助农示范基地暨乌兰察布互联网营销产业孵
化基地正式启动，掀开了乌兰察布互联网营销经济新篇章。据统
计，3小时直播期间，曝光量5000万+，直播点击量1200万，网红总
粉丝量2100万，巅峰成交量每小时3.4万单，总成交量4.6万单，总
销售额140余万元。

启动仪式上，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与乌兰察布市政府签署
了《乌兰察布互联网营销产业孵化基地暨北方互联网新兴产业园
战略合作协议》，哒唬省购、党政理论网编辑委员会、中关村博硕人
才与市场经济研究院中华特产网、连云港鳄宝堂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聚艺谭建盏文化传媒公司以及乌兰察布
市5家本土企业分别与基地签署合作协议。

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刘天金介绍，孵化基地
将对乌兰察布市整体形象进行宣传，通过互联网把乌兰察布市特
色农畜产品推向市场，并开展互联网销售人员培训，实现网络直
播、展示、销售、培训各项功能，将乌兰察布市打造为全国互联网营
销的北方基地。

据悉，基地将推动美丽乡村、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民俗文化、
特色农产品、农村电子商务等项目融合，提升新兴互联网营销产业
平台知名度。 王岳 本报记者 程天赐

广西贵港港南区
面向贫困村开展文化活动

“这里有我喜欢看的书，环境也挺好，工作之余我喜欢来这里
看书，还能给孩子们做个榜样。”搬迁户叶燕群说。

走进广西贵港市港南区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一幢幢新
建的楼房整齐排列，小区内干净整洁，位于党群服务中心的图书阅
览室整洁明亮，书籍摆放整齐，三三两两的住户手拿书籍，一字一
句认真阅读……

近年来，港南区大力推动全区文化事业发展，加快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2016年以来，港南区累计投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资金7169万元，建设了新塘镇东和村、万福村等130个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全区行政村（社区）覆盖率77.84%，贫困村覆盖率100%；
修建完善文艺舞台45个，灯光篮球场70个，安装应急广播系统96
个。今年以来，已投入资金约 1300 万元，新建村级公共服务中心
31个，建成后覆盖率96.41%。同时，组织开展送戏下乡、送春联下
乡、送书下乡、戏曲进校园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断满足群众
的精神文化需求。

该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蒙鑫淼表示，目前，港南区文化信
息资源共享工程实现全覆盖，有针对性地向50个贫困村组织开展
文体活动，教育引导贫困群众改善精神风貌、树立文明新风，为脱
贫攻坚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刘志宁

沂蒙32户示范户展现农家之美

6月29日，山东省沂南县广播电视台播音主持部主任、国家一
级播音员张晓哲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自己受邀担任该县界湖街
道南村社区“美在农家”示范户评委的感受，她认真地说：“现今农
家之美，完全超出想象。”当日，南村社区召开大会，披红挂花隆重
表彰32户“美在农家”示范户。

南村社区“美在农家”示范户争创活动，除具有标准高、发动广、
评选严等特点外，还聘请了电视台播音员参与到评选的全过程。

之前，张晓哲出任过很多评选活动的评委，这次是她首次出任
“美在农家”示范户评委，这位见多识广的电视台一级播音员被
“惊”到了。“不论是新房子，还是相对老旧一些的房子，每一户农家
都收拾得非常漂亮。”张晓哲说。 郑树平

江苏泗洪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日前，在江苏省泗洪县双良鸿城小区的智能垃圾分类箱前，居
民陈大爷正在仔细辨别着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对垃圾进行分类投
放。近年来，泗洪县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不仅让放错地方
的“资源”找到“归处”，还配套垃圾焚烧发电厂，真正实现了生活垃
圾变废为宝。

去年，泗洪县财政投入 1600 余万元，对城镇各住宅小区、学
校、机关单位开展了生活垃圾设施投放工作，完成了包括校园、
交通干道、广场绿地等公共区域 1400 组垃圾分类设施的投放工
作，并于年底实现城区分类设施投放全覆盖。2020 年该县还将
完成 5 个新建小区、20 家企事业单位、200 组公共区域垃圾分类
设施投放。

为使可回收垃圾得到最大限度的二次利用，泗洪城管局推
动建设了垃圾分类分拣中心，进行流水线作业，日处理量达 200
余吨。陈大爷说：“现在环境比以前好多了，到处都干干净净。”

陈国伟

□□ 朱本双 贺刚

7月6日，笔者在湖北省竹山县溢水镇朱
家湾村五组采访，说起年过七旬的张吉贤和
谢泽秀夫妇，乡邻们连声夸赞：“从不放弃，很
不容易，他们做得真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
夫妻俩获得了如此高的评价？事情还要从一
个残疾弃婴说起。

1989年元月里的一个早晨，张吉贤夫妇隐
约听到门口有婴儿的哭声。他们急忙推开
门，看到门前放着一个纸箱，里面用旧棉衣裹
着一个哭得有气无力的男婴。眼前的这一幕
让谢泽秀的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夫妻俩赶忙
将纸箱抱进屋，发现箱子里的一张纸条上写
着孩子的出生日期和时间。那时，这个孩子
出生仅仅两个月。

虽然心中预感到孩子可能会有健康问
题，亲朋好友中也有不少人劝他们不要自找
麻烦，可张吉贤和谢泽秀还是决定抚养这名
残疾弃婴，并给孩子取名为“张拉”，寓意“拉
孩子一把”。

那时，家里经济条件差，没有什么好吃好
喝的。为了给孩子加强营养，张吉贤亲手磨
米粉，由谢泽秀煮成香喷喷的米粉糊糊，然后

一勺一勺喂给张拉吃。只要家里有好吃的，
他们总是喂张拉先吃，并且语重心长地教育

自家女儿：“张拉没有爸爸妈妈，多可怜呀，我
们全家一定要对他好。”

在张拉长到 6 个月时，张吉贤发现用手
在他的眼前晃动时，孩子竟然一点儿反应也
没有。张拉3岁时才能站立走路，5岁时还不
会说话……夫妻俩抱着他四处求医，经诊断，
这个孩子患有终身佝偻、智力障碍、眼盲等多
种疾病。

医生的“宣判”让张吉贤和谢泽秀哭了
一整夜。然而，他们并不屈从于命运的安
排，更不相信孩子从此就只能这样了。夫妻
俩不怕脏、不怕累，依然不厌其烦地悉心照
顾他。

镇、村干部见张吉贤夫妇年龄大了，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还要抚养残疾的养子，就
把张拉定为低保对象，并且按照最高的标准
发放低保补助。残联为张拉办理了一级残
疾证，享受一级残疾人享有的补贴。有人建
议把张拉送到镇福利院，可夫妻俩舍不得。
他们商量着，等到实在忙不动了，再送张拉
去福利院。

如今，夫妻俩依然每天忙个不停，不离不
弃地照顾一个跟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孤
残儿。“30余年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生活？”面对
笔者的提问，张吉贤夫妇说：“也许这就是命
中注定的缘分吧！”

□□ 闫占廷

“大家常说一句话，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更何况养恩大于生恩！所以这些年我悉心照
料母亲的生活，这也是我应尽的义务。”7月 6
日，在河南省宁陵县城关镇西关村一处小院
里，七旬老人黄广德说。

黄广德的养母叫李发荣，今年高寿 96
岁。李发荣夫妇一生没有生育，抱养了一子
一女。“我的生母育有 8 个子女，生活极为艰
难，没有办法把我送了出去。养母抱我进家
门的时候，我还不足两岁。幼年的我体弱多
病，一感冒就高烧不退，经常夜哭，母亲整夜
地抱着我。后来又逢三年困难时期，母亲领
的红薯面馍，自己不舍得吃一口，全给了
我。”黄广德忆起当年的情景，眼含热泪地
说，“母亲不识字，却全心供养我上学读书，
时刻告诫我有知识有文化，将来才能有出
息。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把我和妹妹含辛茹

苦抚养成人。”
黄广德 1964年耕读学校毕业后，就进入

县糖烟酒公司的食品加工厂工作。1967 年
他和妻子赵从莲结婚，妻子后来在塑料厂当
工人。“结婚的时候，我记忆深刻的是那床新
被褥，是母亲一针一线连夜缝制的。我父亲
1972 年不幸去世，年仅 51 岁，母亲用她瘦弱
的肩撑起了一个家。我们夫妇每天进厂劳
动，幼小的孩子全交给了母亲，母亲就怀里
抱着小的，手里扯着一个，后边跟着大的。
母亲为我们的辛苦付出，我铭记在心。”黄广
德说。

随着时光流逝，李发荣老人年事已高，又
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一走动就喘不上气来，
每年冬天都要住院治疗。黄广德的爱人赵从
莲 1995年不幸病逝，为了照顾母亲的生活起
居，黄广德 1998 年从工商局申请提前退休。
从他回归家庭起，二十年来只干了一件事：悉
心赡养母亲。

在日常生活中，老黄早上 5点准时起床，
就开始洗洗刷刷。7点准时开饭，饭菜都是母
亲喜欢吃的，有薄薄的牛肉片、炖的鸡蛋羹和
添加白糖的面汤，有时候还有香喷喷的烧
鸡。吃过早饭，老黄就骑上三轮车带着母亲
去路上转一转，看一看，让她心情舒畅。午睡
醒来后，老黄就陪她聊聊家常，说说新鲜事。
晚上入睡前，都要给母亲打水洗脚，还要起夜
盖被子。

哮喘病人最怕天冷感冒，李发荣老人卧
室里气温始终保持在24℃。特别赶上寒冷的
冬天，为了取暖，黄广德先是给母亲铺电热
毯。又怕电热毯不安全，他又网上购买了注
水式加热器。2015年他又为母亲研制出一款
多功能取暖设备，由两个圆形铁桶焊接而成，
里面分为四层，可煲汤、烤馍、温饭，更是快速
散热的“神器”。“为了研制这个黄氏取暖器，
我没少花心思，又是琢磨又是试验。虽然外
形不够美观，但经济实用。”黄广德介绍说，用

上之后，他母亲多年的哮喘病竟然不治而愈，
再也没有复发过。

最令人感动的是，黄广德的爱人去世
后，有媒人上门为他介绍对象。和女方一
见面，黄广德便提出了一个条件：照顾老
人要无怨无悔。这样的要求，多让女方不
欢而散。其中一位情投意合者已经搬进
黄家生活，因为一点琐事和李发荣老人拌
了几句嘴，黄广德却执意和女方分了手。
至此之后，他再也不提结婚一事。“我情愿
独身下半生，也不能让母亲受点委屈。”黄
广德说。

黄广德悉心侍奉母亲，为儿女树立了榜
样。无论是儿女还是孙辈，经常回来探望家
中的“老寿星”。“大女儿黄伟把奶奶一年四季
的穿戴都包了，衣服和鞋袜都是她买来的。
儿媳妇景萍每次回来，都给奶奶洗脚、梳头，
把床铺收拾一遍。孩子们都有一颗孝心。”黄
广德说。

乡村好人

河南宁陵七旬老人黄广德悉心赡养养母20年

湖北竹山张吉贤夫妇照料残疾弃婴30年

6月24日，宁夏吴忠市利通区高闸镇周闸村
3组村民马学琴干完农活回到家，看见公公苏玉
华正在整理庭院，她赶紧上前帮忙，清扫地面、浇
花洒水、归置杂物……不一会儿工夫，小院恢复
整洁有序，他们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去年，我们庄子经过镇上美丽村庄项目改
造有了很大变化，家家户户的农家院落越来越
美，村民们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改观。我家院
子以前因为堆放农具和杂物，显得比较脏乱。今
年 5 月份，开始推行乡风文明‘笑脸’积分制，邻
居们都私下里攀比谁家得的‘笑脸’多，‘笑脸’贴
到自家门上，脸上有光，积分还能用来兑换生活
用品，是实实在在的实惠。”马学琴高兴地说。

曾经习以为常的家事，也是关乎乡风文明的
大事。现在，这样的观念转变，不仅发生在马学
琴家，也正成为村里人的共识。

如今的周闸村3组，整洁宽阔的水泥路通到
各家门口，道路两旁绿植生机盎然，一排排路灯

整齐划一，二十四孝、中华传统美德、核心价值
观、移风易俗、家风家训的墙绘从巷口向村庄内
部绵延，呈现出一派新风貌，家家户户门前的乡
风文明“笑脸”公示牌让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提升
了文明意识。

“去年，我们在朱渠村试点，实行环境卫生
‘笑脸’积分制，通过‘笑脸’评比、积分兑换等制
度，建立起了长效环境卫生管理制度。今年，把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紧密结
合起来，实施乡风文明‘笑脸’积分制，开展文明
实践、环境卫生、志愿服务、移风易俗四张‘笑脸’
评比活动。”高闸镇镇长赵小林表示，该活动充分
动员广大群众参与乡风文明建设，发挥榜样的示
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激发群众争当先进、勇于奉
献的内生动力，着力推动乡风文明美起来、人居
环境美起来、文化生活美起来，使乡村文明焕发
出新的气象。

“我家环境卫生一直是全‘笑脸’，上次还被

镇上表彰了呢！”当天，朱渠村村民顾建琴说起自
家的“笑脸”评比情况，满脸笑容。“今年镇上‘笑
脸’评比的项目增加了，每个月不仅评比环境卫
生，还要评比志愿服务，听说到了年底还要评一
次文明实践和移风易俗。我现在每个月都参加
村里文明实践站的志愿服务活动，有时候帮忙发
宣传资料，有时候帮老年人打扫卫生。上次镇上
举办西瓜节，我也作为志愿者帮忙维持会场秩
序，争取今年我家不只环境卫生全‘笑脸’，其他
方面也得全‘笑脸’。”顾建琴说。

高闸镇党委副书记王琦介绍，该镇以朱渠村
和周闸村3组为试点，推行乡风文明“笑脸”积分
制工作，试点群众700余户。乡风文明“笑脸”积
分公示牌设4张脸谱，其中文明实践以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每年进行一次评
比；移风易俗以利通区移风易俗“利八条”为标
准，每年进行一次评比，倡导群众文明礼仪，破除
低俗陋习；环境卫生与志愿服务则每月进行评

比。村民可累计积分，使用积分到“笑脸”积分银
行兑换生活用品。

文明激发正能量，和谐乡村促振兴。高闸镇
实施乡风文明“笑脸”积分制，开展文明实践、环
境卫生、志愿服务、移风易俗四张“笑脸”评比活
动受到群众好评，是利通区加强乡风文明建设，
推进乡村振兴的典型缩影。

“乡风文明贯穿乡村振兴的各个方面，是乡
村振兴战略成功的重要保障，更是乡村振兴战略
的灵魂所在。”利通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李宁表
示，乡村振兴，既要“面子”，也要“里子”；既要有

“颜值”，也要有“气质”。近年来，利通区在加大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持之以恒加强乡风文
明建设，培育新型农民、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
朴民风，加快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民
精神风貌不断提升，文明新风正吹拂在乡间村
里，滋润着百姓生活，提升村民精气神，为乡村振
兴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杨娜

宁夏吴忠利通区宁夏吴忠利通区：“：“笑脸笑脸””贴到家门上贴到家门上 文明乡风扑面来文明乡风扑面来

张吉贤和谢泽秀夫妇喂张拉（中）喝水。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