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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4日，初见陈影时，她正
在濉溪县刘桥镇王堰村督查防
返贫监测工作开展情况，指导村
干部开展行业部门风险预警核
实工作。

现场，她专业娴熟，条理清
晰，笑容亲和。齐耳的短发，更
显得知性和干练。作为濉溪县
刘桥镇乡村振兴工作站负责人，
她笑着告诉记者：“工作都是磨
出来的。”

几年前，陈影在刘桥镇小城
村负责的是社保、党建、妇联等
工作，与扶贫毫不沾边。2016年
8 月，刘桥镇开展“双向挂职”工
作，陈影被交流到刘桥镇扶贫工
作站任副站长，从此正式开始了
扶贫生涯。“那时候我们全镇是
1200 户贫困户，工作压力非常
大。因为对每一户都要清楚，了
解这一户的致贫原因，他家的人
口结构，他家里边还有哪些人，

能做什么、有什么需求，都要一
个个地去了解掌握。”

陈影走遍了全镇 17 个行政
村108个自然庄。1000多个日日
夜夜，她每天行走在贫困户家
中，与贫困户沟通、交流……从

政策宣传到政策落实，从精准识
别到精准帮扶，再到稳定脱贫，
每到一村一户，她总能及时准确
指出存在的问题，耐心指导镇村
扶贫干部抓好整改。在陈影的
努力下，刘桥镇建档立卡贫困户

信息精准，驻村工作队、镇村帮
扶干部帮扶力度大，因户施策精
准，当地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也
得到了转变。

“陈站长可是俺们的贴心
人！”提起陈影，王堰村村民王如增

话语里全是感激，“在她的帮助
下，我平时就在村大棚工作，一
个月有 2000 多元的工资，大大
减轻了家庭负担，每到逢年过
节，她还带着礼物到家里慰问，
有啥困难和她说，她都是尽力

帮助解决……”
“发展产业就业，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
根本。”为进一步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她坚持因地制宜，指导各村

“一村一策”指导协助各村充分利
用自身资源优势，积极谋划、申报
符合本村实际的产业项目。2021
年，她向镇党委政府建议，在全市
范围内率先实施村共同抱团发展
产业策略，由各村投资，镇政府牵
头选址建设产业基地，统建统
租。把阳光玫瑰葡萄产业做成刘
桥特色，打造“一镇一品”，既解决
了产业发展“小散弱”的问题，也
符合国家提出的农业产业规模
化、品牌化的发展要求。该项目
带动12个村发展产业，参股村集
体经济收入平均每村每年增加6
万元，并为周边村民提供 100 多
个以上的长期就业岗位，每人年
增收 9000—16000 元，该模式现
在在我市已经被广泛学习推广。

2022年以来，她又重点推进
刘桥村“大棚种植+研学文旅产
业”、王堰村白玉蜗牛养殖等特
色产业。通过考察学习，结合
17 个村党支部引领合作社现已
流转土地 5000 余亩，又探索开
发“五七八黑”精品粮食，她积极
争取财政衔接补助资金约 500
万元，在“粮头食尾”产业上持续
做文章，延伸农产品精深加工链
条。2023 年，刘桥镇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1585.3万元，较上年度
增长162.6%，村均收入92.3万元，

较上年度增长160%。
近两年聚焦“抓治理”，陈影

带领王堰村干部群众积极配合
相关部门开展人居环境再提升
活动，清理生活垃圾 500 余吨，
建筑垃圾 900 余立方米，秸秆
300 余吨；完成建设 284 户改厕
工作。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
行网格化管理服务，建设充满
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深入推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
开展各种技能培训、文艺演出、
知识讲座、义诊等活动，营造

“安全、幸福、和谐”的生活环
境，促进群众的身心健康发展；
持续推进乡村移风易俗，扎实
开展各级评先评优活动，积极
选树典型、弘扬先进，凝聚崇德
向善、见贤思齐社会正能量，营
造文明新风。

陈影的出色表现，让她先
后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淮北市三八红旗手、淮
北市“三大攻坚战”先进个人等
诸多荣誉。今年，陈影又再添
殊荣，被授予安徽省“五一劳动
奖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从头越。陈影说，困难户脱贫摘
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
斗的起点。“我的任务就是继续
做好防返贫监测，做好农村低收
入人口的并轨工作。 同时，协
助村里边发展好产业壮大村集
体经济，带动咱们村民共同致
富！”

人无信不立，事非实不成。
走进相山区淮纺路中学，淡

淡的阳光透过树叶投下斑驳的
光影，学生们三五成群地在校园
内跳绳、打球，教室里传出老师
教育教学的声音。

自1980年创办以来，学校始
终把“求实”作为教育的根本，一
直不断吸收着现代办学理念和思
想精华，在多年的教育探索实践
中，形成了“求真务实、固本强基、
通达发展”的办学理念，引领着学
校健康发展。

“管理其实就是让决策付诸
行动，让意愿达成效果。”相山区
淮纺路中学校长徐祎告诉记者，
制度的制定或许比较容易，但是
关键是落实。一直以来，淮纺路
中学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引入教育
领域中，从水、电、卫生的日常维
护和打扫，到实验室、功能室、电
教室的每次使用，再到校园网络
的监管和后勤保障与保管等，均
细化职责，明确责任到人，而且有
专门分管领导对口指导与监管，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努力把简单
的事情做好，把平凡的事情做精。

为进一步提高政治思想素
质、管理水平和领导艺术，学校领
导班子自觉加强思想政治、现代
化管理理论、先进的教育思想、教
改经验等的学习，通过“线上+线
下”的方式，把其他学校好的经验

和做法融汇到学校工作中去，做
到知行合一、见行见效。同时，注
重对教师的培养，让优秀的教师
团队做专业用心的教育。

教师是学校的发展之本，骨
干教师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中
流砥柱，青年教师是学校的未
来。赵岩岩是淮纺路中学的一名
历史老师，在自身努力和学校的
关心关怀下，逐渐成长为一名优
秀的教师，多次在安徽省“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获省级
优秀，在2022年安徽省单元作业
设计比赛中荣获一等奖，2023年
被评为“安徽省优秀班主任”。

多年来，淮纺路中学通过实施
“青蓝工程”和“名师工程”全力支
持与培养中青年教师。在结对帮
扶过程中，指导老师在师德师风、
工作态度、教学业务、班级管理等
方面做出榜样，每学期初指导青年
教师制定出本学期教学计划，帮助
其审核教案，随堂听课并及时评
析，共同研究改进教法的措施，积
极支持指导青年教师参加各项业
务竞赛和交流活动等。青年教师
赵岩岩、李梦茹、黄文艳获市级“教
坛新星”称号，淮纺路中学荣获“安
徽省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2023 年，学校又有 19 对老
师完成结对，希望青年教师在师
傅们的悉心指导下，结合自身特
长形成教学特色和个人风格。大
家携手并进，共同成长。”徐祎说。

立足课堂教学，淮纺路中学

还深入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做到
“教学研究常态化、常态教学研究
化”。长期坚持从整体设计的角
度来处置教学常规中备课、上课、
作业、辅导等重要环节，努力抓好
具体而细微的工作。此外，创新
课堂教学过程与方法，优化课外
学习活动的组织与指导，加强学
生学习方法与思维方法的指导，
营造自主、自觉，活泼、灵动的学
习氛围，推进课堂务实教学，提升
教师教学能力。

全体教师通过集体教研、分
学科、分组教研等形式进行交流
和研讨，在教学思维的碰撞中相
互学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明
确下一步教育教学的目标和方
向。近三年来，历史学科教研组
在历史学科作业设计中获省一等
奖，周春梅、胡婷婷、顾萍、潘文婷
等20余名教师在国家、省、市级
各类比赛中获奖。

培育一个孩子，需要好的沃
土和生态。

为切实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心
教育，发扬尊敬老人的传统美德，
增强同学们的社会实践能力，淮
纺路中学多次组织学生志愿者来
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打扫卫生、与
老人们聊天、献上自编自演的文
艺节目，在活动中接受“尊老”教
育，学会感恩，提升素质。

在安徽省第六届和第七届
校园读书创作活动中，同学们在
老师的指导下，围绕征文主题进

行创作，用手中之笔饱蘸自豪之
情，书写祖国的繁荣富强，赞美
新时代的美好风貌，营造了“多
读书、读好书、好读书”的浓厚校
园读书氛围，成绩斐然。

尊老教育、红色教育、劳动
教育、法治教育……近年来，淮
纺路中学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
办学理念，在德育工作中不断探
索总结，从每一个细节出发，从
学生可学、可感、可做的细处落
实，通过各类活动，为学生搭建
了“笃学善思、诚实做人、踏实做
事”的体验舞台。通过多元课程
文化的浸润，多元课程的充实开
发实践，努力做到让学生经过初
中三年的学习，培养“做真人、做
实事”的优良品质，力争让每一
位学生在“求实”的鞭策下，朝着
自己的梦想不断前进。

多年来，淮纺路中学努力
挖掘“求实”文化中有利于学生
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文化资源，在创建文明、
智慧的和谐校园中，使师生在
文化浸润中提升，走向文化自
觉，从优秀走向卓越。“面对新
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将按照科
学发展观的精神，一如既往思
考与实践‘求实’教育，以内涵
发展带动学校全面发展、促进
教师专业化发展、全面提升学
生综合素质，谱写可持续发展
新篇章。”徐祎表示。

自从成了乡村投递员，王
秀玲几乎没有享受过节假日，
她今年44岁，一个人坚守在杜
集区石台镇的乡镇快递站，每
天跑8个村居，这就是她的工作
常态。

“石台镇辖区里的退休老
同志平时也没有什么爱好，就
是爱看看老年报和老年健康杂
志等读物，节假日我不及时给
他们送去，就怕他们惦记着，我
心里也不安。”作为石台邮电所
的资深投递员王秀玲这样形容
自己的工作。

石台镇坐落在我市杜集区
的东北部，与萧县永固镇接壤，
既有山区，也有平原，分散的
村居住着 5 万余人。这些年，
当地不少年轻人外出务工，老
人和小孩留守村庄。由于担
心家人收不到快递，在外的年
轻人经常将收件人写上投递
员王秀玲的名字，托她送到家
人手中。于是，王秀玲几乎每
天都会收到很多件由她转送
的包裹。

2006 年 3 月份，王秀玲进
入石台邮电所工作，做起了一
名投递员。一天下来她就知
道这份工作的艰辛。“过去都
是骑邮电所配备的自行车，
而现在条件好啦，都是开邮
车送货，现在习惯了。”她笑
着介绍每天的工作日程，上
午送完车上的报刊邮件等，

中午回所里等待送报刊邮件
邮车，并与同事一起按时将
货卸下车。中午衔接稍微迟
点儿，下午就送不完。下午
下班之前，邮车又来啦，又得
急忙赶回所里卸车，卸完车
再整理属于自己投递的报刊
邮件等，再按顺序排好……忙
完了这一切，天也渐渐暗下
来了。

王秀玲做了 18 年的投递
员，她发现辖区里的离退休老
同 志 对报纸杂志情有独钟。
这些老年人已经进入耄耋之
年，有的行动不便，还有的卧床
不起，报刊成了他们的精神食
粮，老年人就盼着投递员把他
们订阅的如《中国老年报》《安
徽老年报》以及健康杂志等刊
物送到他们手中。无论平时还
是节假日，王秀玲都是将报刊
亲自交到老人手中，从不忍心
辜负老人们的一份期盼。

受访当天，王秀玲一边整
理车上的报刊和邮件，一边高
兴地说：“你瞧，这是石台镇白
顶山村离休老干部陈明珠订
的《安徽老年报》和《党史纵
览》，老 人 今 年 都 92 岁 高 龄
了，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喜
欢订阅历史、时政类的报刊
……”王秀玲告诉记者。每次
从她手里接到报刊时，老人脸
上都会笑开了花。

一个人、一辆车，王秀玲
每天载着报刊及快递，穿行在
石台的路上。不少村民家没有

门牌号，“红色铁门”“村口第
五户张大爷家”“进村东拐路口
第二户刘奶奶家”“梧桐村北山
脚下王保田家”……王秀玲靠
着手机通讯录里的这些备注，
一个个承载着远方亲人心意的
快递被准确无误地送达。

“让村外的货进得来、村里
的货出得去，相信村里也会更
早一点富起来。”王秀玲朴实的
话语里道出人们对美好的期
待。

作 为 村 民 的“ 集 体 收 件
人”，王秀玲感到很自豪。“父
老乡亲们的信任让我特别有成
就感。我负责配送的石台镇辖
区村居，每家每户都认得我。
他们都很习惯地说‘有事就找
投递员王秀玲’。”王秀玲非常
高兴地说。

王秀玲不仅是投递员，也
是“服务员”。村民们有什么需
要，王秀玲都倾力相助。她介
绍：“石台镇白顶山村李大宝老
人需网购药品，我会帮助他网
上购买，并提醒他如何按时吃
药，他很感谢我，我心里也特别
高兴。”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8
年来，王秀玲在自己的工作岗
位上收获了“淮北市先进个人”

“淮北市最美投递员”“淮北市
岗位学雷锋标兵”等荣誉称号。

火辣辣的太阳洒向大地，
而王秀玲顶着酷暑，驾驶着她
的邮车，挥汗如雨行进在投递
的路上。

“淮”揣梦想 深耕细“纺”
——相山区淮纺路中学求实教育引领学校健康发展

投递员王秀玲:一直在路上

坚守初心为人民扎根乡村助振兴
——记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影

陈影 (左)查看村里大棚蔬菜长势。

■ 记者 徐志勤 通讯员 韩桂芳
摄影 记者 万善朝

■记者 俞晓萌 通讯员 方喆

■ 记者 朱冬 通讯员 张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