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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实的身材，憨厚的笑容，
1970 年出生的侯磊是淮北人。
1991 年参军，在浙江金华服役。
1994 年 12 月退伍后，他选择回
到家乡。在铁运处工作十年后，
侯磊开始自主创业，干过广告，
开过饭店，现在主营一家口子酒
批发超市。多年来，他以诚实守
信的可贵品格、踏实勤奋的工作
作风，赢得了周围群众的一致认
可，大家无不夸他有诚信、讲原
则、重信誉。

3年多军旅生涯让侯磊练就
了一身本领，军人的优良作风也
深深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从
一名退伍军人到企业职工，再到
离开单位去创业，面对创业中各
种困难，侯磊勇往直前、克难历
险。每当侯磊迷茫、无助的时
候，“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
离队不离党、换装不换心”这句
铮铮誓言就会在他耳边回响。

之所以要选择经营白酒，因
为咱们无酒不成席，大家心中都
有这个不成文的规矩。不论是
商务宴请、请客吃饭，还是各种
聚会，酒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
不可或缺。

“做生意要先做人再做事，
人做不好的话，生意肯定也做不
好。”即便退役，侯磊仍然保留了

不少部队里为人处世的行事作
风，比如诚实守信，比如耐得住
性子。“我从来不会因为贪图一
些利润在货品的质量、价格上做
手脚，弄虚作假的结果只会最后
砸了自己的招牌。”侯磊回忆，附
近饭店和小卖部老板都来他这
里进货，把货物拿回去零售。因
为自己讲诚信，生意也就越来越
好，大伙儿都愿意从他这里拿
货。被问及其中的秘诀，他说得
最多的是“诚信”二字，而这两个
字便是参军入伍时部队带给他
的“财富密码”。

“有一年，给我饭店送菜的
批发商送了2次一模一样的货，
当时我就联系了对方，并把多发
的一批货退了回去。”侯磊回忆
道，他的行为让批发商深为感
动，“合作久了，批发商都信任
我，为我提供最好的食材，彼此
合作很愉快，不少人也成了生活
中的朋友。”侯磊说，虽然现在饭
店已经不干了，但是口碑和人脉
就这样日积月累，经营的路也越
走越宽。

“其实我这小店做的都是熟
人生意，要想拥有不错的客户忠
诚度，需要提供物美价优的产
品，并贴近消费者，提供各种便
利服务。品质与诚信是根本，让
客户满意才是王道。”侯磊介绍，
日常零售并不是重点，附近熟客

的团购生意，我会提前把相应的
优惠给到合作方。“因为经营品
类众多，需要严把质量关，出现
问题绝不能推诿，该调换就调
换，该处理就处理。”

侯磊经营的批发超市门面
不大，但他始终秉承着“诚信”二
字，将小店视作方便客户和一方

“阵地”，生意场上的他仍是一个
“兵”，多年来自己的超市从未拖
欠过供货方货款及员工的薪资，
有时候甚至会先货后款，让客户
办完宴请等事宜再来结算。

“没办法，像现在随着科技、
网络，甚至电商的快速发展，我
们这种传统批发超市面临着无
形的压力与挑战。所以，为顺应
时代发展趋势，我开拓了外卖业
务，扩大销售渠道。另外我最近
在关注无人酒柜，提升自助购物
体验。”侯磊娓娓道来。

平日里，社区号召大家做的
事情，侯磊也总是第一个站出来
支持。“我喜欢看新闻，看到国家
日益强盛，作为一名退役军人也
感到很自豪。”侯磊说，每年党和
政府都关心慰问他们这些退役
军人，他回馈社会一些力所能及
的帮助是应该的。

“这段时间天气炎热，天蒙
蒙亮我就把新采摘的茄子装车
运到中瑞批发市场，上午不到八
点半农产品就批发一空。”8月4
日上午 10 点，刚从中瑞批发市
场卖菜归来的濉溪县刘桥庆稳
蔬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庆
稳，一边卸下电动三轮车里的塑
料筐，一边高兴地向前来采访的
记者介绍说。

走进位于刘桥镇留古村的
庆稳家庭农场温室大棚，一排排
紫油油的圆茄子挂满枝头，个个
形态饱满，十分喜人，已经陆续
成熟。这两天，张庆稳正忙着修
剪枝叶、采摘茄子。凭借多年的
种植经验，他种植的蔬菜品质越
来越好，实现了稳定增收。张庆
稳告诉记者，大棚茄子的采摘期
可持续到每年 11 月，每棚预计
可收入2万元。

张庆稳介绍，种茄子是精细
活，必须要用心管理。谈起种茄
子的过程，张庆稳打开了话匣
子。他说，自从 2013 年注册成
立濉溪县刘桥庆稳蔬菜种植家
庭农场以来，他种植过不同品类
的茄子，直到前两年种上山东寿
光引进的大棚圆茄子新品种才
获得更大利润。

“这得益于刘桥镇组织我们
新型职业农民到山东寿光的一
次学习培训，在那次学习培训期

间，学到了山东寿光蔬菜高产种
植技术，主要学习了大棚茄子的
种植技术。”张庆稳说，当地种茄
子普遍会采用阶梯型整枝方式，
配合好肥水管理，茄子亩产高达
上万斤。阶梯型整枝方式的优
点是，利用茄子侧枝分杈能力强
的特点，不断打顶使其连续不断
坐果。采用这种方式整枝的植
株不分大小茬，不断打顶，不断
结果，可增加茄子整个生长期的
产量，这也是茄子亩产可达上万
斤的原因。

进入8月份，张庆稳的两棚
茄子率先上市，由于种植出来的
茄子光泽度高、品相好，一经销
往市场便受到青睐，蔬菜商贩、
生鲜超市成批量采购。按照现
在市场行情，每个茄子大棚收入
可达2万元。张庆稳干劲十足，
沉甸甸的茄子正在带动他走上
更加富裕的道路。

而早在十多年前，20多岁的
张庆稳与村中许多村民一样，为
谋生路外出务工。2012年，回乡
过年的张庆稳看到正大力建设
的家乡日新月异，心里便敲定了
回乡发展蔬菜种植业，用自己的
双手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的想
法。带着这种情怀，于是便毅然
放弃在外的工作回到家乡。“当
时也没多想，只是觉得蔬菜种植
很适合留古这片土地，既然自己
认定了的事，为什么不施展抱负
呢？”张庆稳回忆到。

土地流转、秧苗培育、农资
储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后，
2013 年 11 月，张庆稳 30 亩的蔬
菜基地在留古村郊外拔地而
起。经过一年的悉心照料，茄
子、黄瓜、青菜、豆角、西红柿轮
换种植采收，当年张庆稳便靠蔬
菜种植挣到利润。后来，张庆稳
还种植了秋葵以及黄桃等蔬果，
家庭农场一年四季绿叶蔬菜供
应不断。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张
庆稳流转了包括两户脱贫群众
在内的多户村民的土地，每亩每
年支付 800 元至 1000 元不等的
租金，还常年带动五六名村民在
他的家庭农场务工，人均年增收
1万多元。

“我家的7亩地租赁给庆稳
发展设施农业，每亩年租金900
元，此外我还在他的家庭农场
干农活，每天按照60元计算，一
月工作时间 20 多天，又是一笔
可观收入。”留古村村民陈若华
说。

据了解，濉溪县刘桥镇加大
扶持力度，通过“家庭农场+农
户”模式，全力培育发展日光温
室产业，引导当地群众自己管
理，自己种植，逐步增收致富。
如今，大棚种植的茄子、辣椒、香
瓜、葡萄、草莓等多种特色果蔬
品优质好，深受消费者欢迎，为
有效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
快乡村振兴步伐蓄积了新动能，
增添了新活力。

“喂，双龙社区李金是吧，
我是街道疫情防控指挥办公
室信超，家里要是有从疫情高
风险区回来的亲朋好友，一定
要及时向社区报备……”近
日，在杜集区矿山集街道卫健
防疫办公室，信超正在打电话
进行辖区人员信息摸排。

今年49岁的信超，现任矿
山集街道卫健办主任，兼任街
道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副
主任。自 2020 年初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以来，信超以强烈的
的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到疫情
防控攻坚战之中。

熟悉信超他家情况的人
都知道，家中上有90多岁行动
不便的老母亲需要照顾，下有
8岁年幼的女儿需要陪伴。但
他始终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
耽误过一次工作，没有真正的
休过周末，经常性地连夜排
查、转运、隔离风险人员，参与
了所有突发性密接、次密接人
员的封控、流调工作。信超
说：“我和爱人都在社区从事
疫情防控工作，所以老人和小
孩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心
里多少有些愧疚，觉得对不起
家人。但是，牺牲了小家，保
障了大家的健康，觉得很值。”

在三次新冠疫苗接种和
多轮次全员核酸检测工作中，
信超和他的同事们不论白天

夜晚经常性地连续作战不休
息。尽全力做到疫苗接种应
接尽接，走街串户进行通知宣
传，告知疫苗接种的重要性；
核酸检测应检尽检，做到一人
不漏。2022 年 3 月以来，疫情
形势变得严峻。作为街道卫
健办主任的信超，更是勇挑重
担，不畏艰辛。他组织人员对
街 道 内 9 个 村 、6 个 社 区 近
7 万余人进行摸排，对所有外
出返乡人员逐一登记建档，制
作疫情防控工作台账。对重
点需要隔离人员及时与当地

村干部进行联系，按区里要
求，所有推送数据 2 小时内排
查到位，4 小时管控到位。为
确保数据不过夜，凌晨两三点
还在电话摸排成了信超的工
作日常。此外，为了不断加大
疫情防控宣传，挨家挨户把防
护措施落实到位，信超还和同
事们一起在固定时间对人流
量较大的超市、农贸市场等重
点场所加强督查。有付出，就
有收获。矿山集街道的疫情
防 控 工 作 取 得 了 显 著 的 成
效。在全办广大干群的共同

努力下，矿山集街道辖区内至
今未发生一起新冠肺炎确诊
病例和疑似病例。

信超说：“我是一名共产
党员，我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听党指挥，服从安排。坚
守在疫情防控的一线，为保障
群众生命和健康安全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蹴
而就的成功，残疾只是让我们
的部分机能缺失或变弱，但并
没有剥夺我们成功的可能。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尽全力提
升自己，让我们的人生绚烂多
彩。”日前，在烈山区残联举办
的第五届残疾人读书达人演
讲比赛暨残疾人就业创业经
验交流分享会上，年轻的大学
生参赛选手董影自信笃定发
言，让大家看到她残缺的身体
里蕴含的巨大能量，忍不住为
她加油喝彩。

董影，这位“九零末”出生
于烈山区宋疃镇新园村的女
孩，目前就读于滁州学院，是
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因为4岁
时的一场改变命运的大火，造
成了面部毁容且十指全无，经
残联鉴定为肢体二级残疾。
这场意外让她从此坠入“深
渊”，原本那个父母眼中可爱
的“ 小 天 使 ”悄 然 失 去 了 双
翼。长大后，她从入校上学因
面容难看吓哭小朋友、被调皮
的小男生扯掉帽子时的不知
所措，到很多事情还没做就被

认为“不行”，心里始终怀有种
种不甘心。

如何面对生活，不同的人
会有不同的表现。董影属于
顽强的那一种。她残缺的身
体里藏着傲骨，一直用实际行
动告诉大家自己能行。

初中时，为了减轻父母的
负担，董影萌生了学骑自行车
的想法，这样可以方便自己往
返家与学校。可没有十指，双
手无法握住车把，不能及时校
准方向，学车的过程不知道摔
了多少次。父母心疼她，要抽
空接送她上学、放学。董影总
是倔强地摇摇头，擦干眼泪，
再次蹬上车子。摔倒了爬起
来，再摔倒了再次爬起来……
董影终于在“摸爬滚打”后学
会了骑自行车。

董影说，身边很多人告诉
自己“这辈子健健康康活下去
就行了，根本没有必要花费精
力求知、上学”。但董影却没
有因为他人的“劝说”迷失自
我，尽量用实力证明自己“能
行”，还要比“达标线”更优秀。

上学期间，董影不在乎别
人异样的目光，她不断汲取知
识，她认为只有这样，自己才

能够“出人头地”，才能够不忍
受别人异样的眼光。就读高
中，董影“争气”地拿过一等奖
奖学金，多次被评为“优秀学
生”，获得“美德少年”等众多
荣誉称号，并顺利考进安徽警
官职业学院。在象牙塔里，她
先后获得 2018 年度中国大学
生自强之星国家级奖学金及
2018年度国家励志奖学金、院
级“三好学生”、优秀团员等荣
誉称号、安徽省“向上向善好
青年”候选人提名、“省普高优
秀毕业生”等荣誉称号。同时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成为一名
入党积极分子。

鲜花和掌声，是董影积极
面对生活的回报。“未来，我想
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带着
梦想，董影在校期间抓住零散
时间学习专升本的课程。咬
牙坚持后，她成功跨专业考上
了 滁 州 学 院 汉 语 言 文 学 专
业。基础薄弱，她就独自找个
空教室，站在讲台上反复练习
教态和肢体语言。没实践机
会，她就反复观看视频，模拟
与学生的互动。“终于获得了
小学语文教师资格证。”董影
开心地回忆说，辛苦没白费。

董影是个心中有光的人，
她一边温暖自己一边照亮他
人。课余时间，她坚持去养老
院做义工，假期做兼职补贴家
用。主动参与学校组织的“模
拟法庭”普法志愿活动。同时
积极参与残联组织的“读书达
人演讲比赛”“五个一”文化进
残疾人家庭实践活动。

越优秀，越自信。董影在
烈山区级残疾人读书达人演
讲比赛中表现优异的同时，还
在市级比赛中斩获二等奖。
随后她主动申请参加第四届、
第五届烈山区读书达人演讲
比赛，分享自己的故事给广大
残疾人朋友，讲述自己从自卑
怯懦到阳光自信的蜕变历程。

“自从高中以来，我每学
年都能获得 3000 元至 4000 元
的助学金，大学期间我也享受
残联发放的高等教育阶段残疾
学生救助。感恩国家的好政
策，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也
深切感受到了党和国家以及社
会大家庭的关心和关爱。我会
继续努力，不负青春，不辜负大
家的期待。”提到国家救助，董
影心怀感恩，表示将用实际行
动帮助更多人走出人生困境。

店小诚信大
——退役军人侯磊诚信经营赢得群众信赖

一条致富路 十年蔬菜情
——记濉溪县刘桥庆稳蔬菜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庆稳

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
——记杜集区矿山集街道卫健办主任信超

心中有光行无疆
——“折翅”女孩董影用奋斗书写人生华章

信超在工作中。

■ 记者 吴永生 通讯员 徐峰

■ 记者 黄旭 摄影报道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况微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