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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寒气十分强烈，可是濉溪
县五沟镇国政村70多名在田间地头
抢收莴笋的村民却身着薄褂、额头冒
汗……一颗颗品质优良的莴笋经过
采收、分拣、搬运、装车等程序后，即
将发往上海、山东、湖南等地。

“我们和种植户签订了蔬菜保价
购销协议，以每斤 1.5 元的价格统一
收购，让种植户增收致富吃上‘定心
丸’。”在地头，来自上海的客商边说
边忙着将打包好的莴笋装车。

今年，种植大户刘道全家的莴笋
迎来了大丰收。他指着身后的鲜莴
笋给记者算了笔账，每亩地大约产五
千公斤莴笋，按照每公斤三元的收购
价格，每亩地大概能挣一万五千元。
莴笋采摘后由客商到地头直接打包
拉走，销路不用愁。

在发展蔬菜种植中，刘道全与公
司签订了“订单种植”保价收购协
议。他根据市场需求定向种植，且只
需要负责种植和田间管理。由公司
提供种子、技术指导、上门收购等服
务，一来实现了产业发展与市场的无
缝对接，二来为刘道全创造了稳固增
收的条件。

刘道全是五沟镇国政村人，一年
前结束了在外打工的日子，回到村里
发展蔬菜种植。为找到适合的产业
致富路，他多次外出学习考察、研究
市场需求、琢磨种植技巧等方式。在
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刘道全租
赁了100多亩土地，锁定了泡椒、三樱
椒和莴笋种植。自8月底以来，他们
家的辣椒和莴笋相继迎来了丰收季。

刘道全在高兴的同时，没有忘记
乡邻，优先让脱贫户、留守妇女等到
地里帮忙种植、管理、采摘，最多的时
候提供近100个岗位。在地头，脱贫

群众刘子强正将打包好的莴笋装车，
现在的他不仅是“坐地收租”的农民，
还是拿着工资的“工人”。“各项帮扶
政策都能落实，家里的 7 亩土地以
1000元价格流转，平时还能在家门口
干点活，一天百把块钱……”提起现
在的日子，刘子强直说“有劲、有盼

头”。
“村里有这么多土地，人人都可

以当老板。我一个人富不算富，要带
领乡亲们都富起来。”看着热闹的丰
收场景，刘道全表示，下一茬他会接
着种莴笋，预计明年清明前后收获。
并且将自己的种植技术分享给有种

植意向的乡亲们，带领大家乘着乡村
振兴东风一起打造现代生态农业庄
园。

群众的期盼，一直是党委、政府
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近年来，五
沟镇结合全镇产业现状，以村为特
色，积极引导百姓转变传统种植观
念，以种植有机蔬菜和无公害蔬菜为
主，同时探索“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的方式，加大提供技术、管理等
支持，以点带面、辐射各村，既实现

“一村一品”，又带动村民共同增收致
富，更进一步促进五沟镇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队长，打眼班班长辛良，最近总
是跟我对着干……”11月初的一天晚
上，中煤矿建三十工程处肖家洼立井
项目部掘进队打灰班班长张富民，找
到队长王干倒苦水。

张富民在立井项目部工作10年，
转战 8 个战场，在井队里德高望重。
辛良参加工作4年，当班长不足1年，
而且一参加工作，他就跟着张富民。
从新员工干到班长，张富民一直在悉
心指导着辛良。

然而，自从辛良当上班长后，由
于管理、标准化理念不同，他和张富
民经常产生分歧。

辛良担任队值班员，每次班会结
束，都要求全队员工宣誓《安全誓
词》，入井前，检查防尘口罩、衣领衣
扣。而张富民觉得这样做繁琐无意
义，悄悄给他建议：“班前会，点个名，
讲讲工作重点，抓抓工程进度就成
了。整天喊口号，检查这，检查那，太
浪费时间。职工都有意见。”对此，辛
良却不以为然，认为职工管理就要从
根子上长抓不懈，固化职工行为。

在进出吊桶演训练时，辛良要求
全队“侧位同上”以节约时间，而张富
民却认为一侧排队上，不能没有秩

序，容易产生拥挤……久而久之，辛
良的坚持己见，让张富民很窝火。

“新班长就是想出风头，一意孤
行，长时间会把队伍带散的……”为
此，张富民找到王干倾诉着担忧。

翌日，王干找到了辛良。
面对队长的询问，辛良直言不

讳：“张班长虽然在任时间长、经验丰
富，却因循守旧、放不开手脚，现在标
准化要求逐步加大，他却抱着老观念
不放，跟不上变化……”

了解情况后，当晚，王干邀请俩
人去到井架上看风景。

尽管是初冬，但是施工区所在地
早已开启寒冷模式。天寒地冻的大
晚上看风景？张富民、辛良一头雾
水，也不知道老队长葫芦里装得是什
么药。

寒夜，三人缓缓行走的背影，被
井架上探照灯拉得长长的。走了一
会，王干突然回头问了句：“两位班
长，你们谁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辛良脱口而出。
“今天，应该是我们队进场开工

第一百天。是不是，队长？”张富民
说。

王干“嗯”了一声，继续向前。寒
风刺骨，场区外黑漆漆的。转身登上
台阶，王干又突然说：“你们，可知道

从这上到井架有多少层台阶么？”辛
良愣了一下，差点撞到队长坚实的后
背。他下意识地后撤了一下，嗫嚅
道：“不知道。”

“从这上到井架顶上，一共129个
台阶，如果，从最底下数起，一共有
189个台阶。”张富民的声音穿透了寒
风，让辛良的心猛地愣怔了一下。

“你们可知道？我们干肖家洼
煤矿一期，是怎么过来的么？”说起
过往，王干嘴角上扬，骄傲溢于言
表。“8年前，也是我们被集团公司命
名为‘猛虎式掘进队’第一年。刚来
到这，感觉像是来荒滩戈壁一般。
那时候，没有自来水，就喝山泉水，
泉水都泡着山羊屎。用这水下面
条，都有羊肉汤的膻味。那时候，都
是人工出货，白班夜班连轴转，没人
喊累。这么苦，大家怎么坚持下来
的？靠的就是咱猛虎式掘进队的团
结力量。”听到王干铿锵有力的话
语，张富民突然兴奋起来，像个孩子
一样大声笑道：“是啊！那时候我刚
上班不久，大伙都叫我‘小老虎’，有
使不完的劲！”

不知不觉中，他们已经登上井
架，抬头是星空，低头便是层层叠叠
的框架和高高低低的厂房。“你们看，
这里的一切，全是我们播种的。”王干

的声音有些湿润，辛良抬眼看了一眼
队长沧桑的面容：年龄不大，但是看
上去他要比同龄人沧桑许多。

“现在迎头都是机械化：伞钻、
震动机、抓矸机械臂等等，现在一
切，都是前辈们艰苦辛劳挣来的。”
王干右手攥着张富民的手，右手搭
在了辛良肩膀上。“‘猛虎掘进队’是
一块金子招牌，是一支特别能战斗
的队伍。你们新老班长之间，在工
作中会有或大或小的意见摩擦，我
们要学会互相理解、包容和彼此谦
让，你们之间没有嫌隙，才能带好队
伍啊……”“对、对，队长讲得对。”张
富民和辛良相视一笑，都不好意思
地低下了头…… 王干队长的这次

“夜话”，让张富民和辛良之间的隔
阂在冬夜里消融。

经过自我反省，两人在工作中互
相配合，互相帮衬。百米井下施工现
场，辛良带领全班听从张富民指挥，
挖设排水沟、布设管线。与此同时，
辛良提出的“班前会安全五步法”也
得到张富民全力支持……看到两人
工作默契，王干的心里也美滋滋的。

“新老骨干同心协力，其利断金。大
家拧成一股绳，才能让‘猛虎式掘进
队’更具凝聚力，为矿山建设再立新
功。”

矿山“夜话”

莴笋丰收采摘忙 乡村振兴产业旺

在相山区东街道办机场社区，有
一名爱心公益志愿者，她就是贺勇。
今年 62 岁，从淮北矿工总医院后勤
物业公司退休后的她，一直热心公
益。没有惊天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动
地的骄人业绩，但她却有着柔情似水
的慈善心肠，有着乐于助人的拳拳爱
心。热心公益，捐款捐物，照顾孤寡
老人和留守儿童……她用切实行动
践行了公益志愿者服务社会的理念，
是位名副其实的“热心肠”“贴心人”。

我的榜样是“中国好人”彭庆英

贺勇做志愿者的时候，一个偶然
的机会认识了彭庆英。彭庆英问她：
为什么做志愿者？她说，帮助别人，
内心有一种满足感。

回忆起第一次参加公益活动，贺
勇记忆犹新。

“那是退休后一个下午，我和邻
居照常一起去东岗楼立交桥下面唱
歌跳舞，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爱心公益
团队在做活动，好几次跟着大伙一起
做了公益。后来认识了‘中国好人’
彭庆英，在她的带领下，公益活动越
做越多。”贺勇告诉记者。

与“中国好人”同行，加入淮北市
爱心公益协会后，贺勇的公益之路越
走越远。淮北同济敬老院、矿工总医
院烈山敬老院、濉溪县光荣社会福利
院、杜集区矿山集敬老院双楼养老
院、淮北社会福利院、福寿敬老院、濉
溪幸福敬老院、烈山镇敬老院，处处
都留下了贺勇和其他志愿者的足
迹。除了看望慰问，贺勇还利用周末
专程对社区内高龄、孤老、特困、患重
病离退休老人进行走访慰问工作，通

过“夏送清凉”“冬送温暖”“节日慰问
走访”“登门看望，嘘寒问暖”等方式，
为老人们提供更多人性化的关怀，在
精神上给予慰藉，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的关爱和温暖。

余热生辉，把公益当成生活乐事

“退休后的生活，应把个人的兴
趣爱好与社会、社区的需求融合起
来。”贺勇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
的。多年来，她把参加公益事业作
为退休生活的主旋律，除了参加爱
心奉献活动，慰问困难家庭，为敬老
院老人义务服务等，她还积极参与
社区各项志愿活动，热心组织文艺
演出。

在贺勇居住的淮师大家属院里，
你经常可以看到她，她不是在向居民
宣传新的社区通知，就是在向邻里了
解近况。她总是那么热心，邻居遇到
困难，她是第一个带头动员大家一起
给予帮助的人。小区内居住大部分
的都是一些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他们
多数儿女不在身边，有几户人家就只
剩一位老人独居。儿女不在身边加
上年纪较大，他们几户就成了贺勇经
常串门的人家。每次去了，都会询问
最近儿女们有没有打电话回来，查看
家中粮油是否还有，需不需要帮忙采
购，生活上是否需要帮助，以及身体
是否一切都好。

汶川地震、武汉疫情、郑州洪水，
本就不富裕的她主动慷慨解囊，带头
捐款……

大爱无疆是好人，贺勇和蔼可亲
的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她乐
于助人的事迹，她那颗关爱他人、温
暖社会的金子般的心，也成就了爱心
公益先进个人等荣誉。

贺勇：
退休不褪色 热心为公益

刘道全的30多亩莴笋迎来丰收季。 ■ 摄影 通讯员 孙楠楠

村民们在家门口干活，挣钱顾家两不误。

■ 记者 王晨 通讯员 孙楠楠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陈哨兵

■ 记者 闫肃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李继峰

本报讯 “感谢大家的信任，选
举我为村委委员。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会主动为群众办实事办好
事。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带动群众
致富，推进乡村振兴……”近日，在
杜集区新当选村干部表态发言中，
段园镇欧集村委委员、首批 3A 级
信用户鲍亭亭激动地说道。

近年来，杜集区坚持党建引
领，凝聚党建、金融、群众三方合
力，通过开展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工作，探索出一条增进民生福祉，
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的有
效路径，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党组织
组织力，优化了乡村治理体系，夯
实了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日前，
结合村（社区）“两委”换届，杜集区
大力选拔思想政治素质好、道德品
行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
241 名 A 级以上信用户进入村（社
区）“两委”班子，成为群众信任的

“领头雁”。同时，优先在信用户中
评选“两代表一委员”、发展党员、
评先评优，今年以来共有 6 名 A 级

以上信用户入党，7 名 A 级以上信
用户获得荣誉称号。

据介绍，杜集区始终站稳群众
立场，积极动员群众参与，印制“信
用村信用户，信用通向致富路——
致信用户的一封信”2 万余封，营造

“人人知晓、人人参与”的浓厚氛
围。严把信用户评定关，出台《乡
风文明评议动态管理办法》，建立
信用户立体评议模式。截至目前，
全区 27892 户农户参与信用等级评
定，A 级以上信用户 22028 户，占比
78.97% ，其 中 3A 级 611 户 ，占
2.19%；2A 级 9697 户，占 34.77%；A
级 11719 户，占 42.02%。159 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获评 A 级及以上等
级，37 家村集体经济组织获评 A 级
及以上等级。全区 35 个村全部获
评信用村，其中 3A 级信用村 15 个，
2A 级信用村 19 个，1A 级信用村 1
个。

下一步，杜集区还将积极对接
电信公司、商圈市场，通过召开党
建引领信用村结果运用对接会，给
予 A 级以上信用户在购物、乘车等
方面一定的“礼遇”，强化群众的信
用意识。

杜集区：“信用户”成为
群众信任的“领头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