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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快将捡来的矿泉水
瓶、塑料袋送到村部兑换生
活用品。”9月 2日早上 7点
半，宣州区水东镇祁梅村何
村村民组的李银忠催促着老
伴陈桂荣。话音刚落，老人
便拄着拐棍，背着大麻袋，步
行来到村部“生态美超市”。

当天是祁梅村“生态美
超市”首个兑换日，超市门口
早早就排起了长队。村民个
个手里拎着装有塑料瓶、烟
盒、纸杯等垃圾的袋子，准备
用这些兑换积分，再用积分
兑换生活用品。

9月7日，记者在祁梅村
村部看到，“生态美超市”标
志牌赫然醒目，管理制度、流
程图、兑换物品目录等上墙
公示，清楚明白，兑换物品整
齐有序地陈列在柜台内。该
村还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每
周三为集中兑换开放日，并
明确1名村干部兼职超市“服
务员”。

祁梅村“生态美超市”是
水东镇依托“水东大景区”建
设，利用现有村级资源，加大
投入建立。在日常运营中，
采取“积分换物”等方式，增
强村民垃圾分类处理意识和
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
动性、自觉性，有效解决农村
垃圾分布广、回收难等难题，
实现垃圾整治由末端清理变
为源头减量，生态建设变被
动保护为主动参与，为促进

“水东大景区”建设打下坚固
的基础。

“在这不仅可以用垃圾
兑换日用品，实现双赢互惠，

还能使村民在潜移默化中成
为维护环境卫生的保洁员。”
祁梅村村书记黄连洲自豪地
说道。

在首个兑换日当天，一
个半小时内，就有22户村民
踊跃送来平时收集的易拉
罐、矿泉水瓶、一次性杯盒、
废旧农膜等物品，经过工作
人员现场分捡、清点和登
记，按照积分兑换标准共兑
积分 82分。现场大多数村
民都用积分兑换了香皂、洗
衣粉、卫生纸等日常生活用
品，还有一部分村民表示想
将积分暂存起来，需要时再
兑换物品。

“我镇其他7个‘生态美
超市’在 9 月 2 日已全部运
营，接下来会逐步推进建
设，努力实现所有村、街道
社区全覆盖，真正将试点试
出成效，把好事办好。”水东
镇镇长陈章学斩钉截铁地
说道。

截至目前，宣州区已建
成的67个省级中心村中，已
有21个完成“生态美超市”
建设，9月10日全面开业运
营，其余46个中心村正在紧
张地筹备，确保在 9月底前
全部建成运营。作为参与
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并享受

“生态红利”的凭证，“生态
美超市”是解决面源污染的
重要举措。当前宣州区正
通过常态化管理举措，实现
全民共治、源头防治，不断
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
生活方式，创造良好的生产
生活环境。

一个小小的公益性岗
位，每月挣钱并不算多，但对
于家住郎溪县新发镇北山村
的村民汪自修来说，已是十
分满足。

今年 69 岁的汪自修是
2014 年 建 档 立 卡 的 贫 困
户，说起自己从事的公益
性岗位，他表示：“今年是
我在岗的第三个年头，我
身体还算好，还想继续好
好干！”

三年前，汪自修本打算
外出打些零工，然而由于年
龄偏大，被很多企业和建筑
工地拒绝了，如何才能有稳
定的收入成了他最担心的
事。这时，他了解到镇政府
对贫困户开发了村级辅助性
公益岗位，便主动到村里报
了名。

没过多久，汪自修便被
安排上岗，负责自己所在村
民组的社会信息管理。“我没
有什么一技之长，一开始很
担心自己做不好，后来村里
对我进行了培训，使我对工
作有了重新的认识，也有了
信心。”汪自修说。

自从事公益性岗位以

来，汪自修每天都利用农闲
时间，对村中道路、水利工程
和公共设施的器材进行巡
查，并及时向村里汇报相关
信息。同时，村里如果有传
销赌博、传播邪教、违章建筑
等现象，汪自修亦进行劝导
和制止，并第一时间告知包
片干部。

“有时候遇到一些村民
不理解，我都会想办法克
服。村里安排我做这个工作
就是对我的信任，而且这份
工作一年还能给我的家庭带
来近2000元的稳定收入，我
没理由不把工作做好。”汪自
修表示。

除了公益性岗位带来的
收入，村里的工作人员还为
汪自修申请了低保。此外，
还对其家进行了卫生改厕，
帮助他完善居住条件。

“政府帮助我实现了脱
贫，我更要自力更生，让自己
生活得更好些。”汪自修说，
脱贫后，他除了继续种好田
外，还利用家门口水塘搞起
了龙虾养殖，每年也能增加
一定的收入，日子也越过越
有奔头。

“同学们好！”“老师好！”
9月8日下午，宣州区狸桥镇昝村小学四年

级（1）班教室内，59岁的方根宝像往常一样站定
讲台，开始了新一堂的数学课。课堂上，方根宝
教得仔细，学生们听得认真。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距离昝村小学仅仅半
个小时左右车程的狸桥中心初中，34岁的方慧
琳也在九年级的一间教室，开启了新一堂的音
乐课。伴着悠扬的歌声，学生们的思想和情绪
变得松弛起来，仿佛完全沉醉在其中。

方根宝和方慧琳是一对父女。“能够和父亲
从事同样一份职业，我觉得挺骄傲的！”备课的
间隙，方慧琳跟记者聊了起来。她说，自己很小
的时候就看着父亲教书育人，没想到有一天自
己也成了一名人民教师，而且和父亲在同一个
乡镇工作。“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首歌正好印
证了现实。”

说起教师这份职业，方根宝也打开了话匣
子。1983年，他毕业后便进入了当地的小学，
正式开始了执教生涯，这一干就是整整37年。

“我是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就立志做一
名教师，结果梦想成真了。”方根宝说。

从青春年华到两鬓微白，方
根宝见证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出

校园、走进社会，在教师的岗位上留下了
一段段闪光的记忆。“最骄傲的是这么多年来，
有的学生考上了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更高兴
的是，大部分学生都有了很好的工作，在不同的
领域里发光发热。”回忆起多年的经历，方根宝
感触很深。“到现在，我教过的很多学生还经常
给我打电话问候。”

扎根基层近四十个春秋，方根宝更见证了
教学条件的日渐改善。他清晰地记得，起初很
多孩子的座位是泥巴做的，到后来改成了木质
课桌，现在用的课桌是铁做的，结实又坚固。“现
在黑板都变成了大屏幕，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
想的。”他说，无论科技怎么变化，但自己仍旧保
持不浮不躁的定力，跟随时代调整着教学方法，
不辜负学生和家长的期待。

回望这平淡而不凡的任教经历，他说“有过
辛酸和苦闷，但更多的是乐趣和甜蜜”。有一
次，他拉着板车在路上走时不慎跌入了悬崖。
消息很快在班级里传开了，很多学生自发前来
家里看望慰问。“看到那一张张面孔，我心里非
常激动，到现在记得都很清楚。”

对于父亲曾经的经历，方慧琳早已耳熟能
详，这让她打从心眼里敬佩父亲。“他一直是我
的榜样。”在方慧琳眼中，父亲一直是个非常温

和的人。“小学时父亲也带过我，平日里虽然看
起来平易近人，不过在心底还是有些许害怕
的。”她笑着说。

时光在看似波澜不惊的课堂上缓缓流逝。
一晃眼，方慧琳也到了考大学的年纪。在父亲
的指导下，她报考了省内的一所师范学校，并也
立志当一名教师。“女儿小时候就很有音乐天
赋，钢琴弹得也不错。后来成为一名音乐老师，
也是理所应当的。”方根宝说。

作为父亲的“掌上明珠”，方慧琳从小到大没
有受过太多的苦，但却在他的影响下，慢慢培养
了勤学好问的品质。大学毕业后，方慧琳通过招
考，从城区来到乡镇，成为了一名音乐教师。

“和孩子们在一起弹琴唱歌，是最开心的
事。”方慧琳说，尽管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坐着班
车在城乡间来回穿梭，但自己并不觉得苦累，反
而愈发体会到了任教的乐趣。

日常生活中，父女俩偶尔还交流着教学心
得。“我们是两代人，教不同的学科，不过有时候
聊着聊着，互相也有一些启发。”方根宝说，年轻
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和女儿的沟通，也有助于自
己更好地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

“明年我就要退休了。”聊天中，方根宝的话
语里充满了不舍。但看了看身边的方慧琳，他
的脸上又重新添上了一抹温暖的笑容：有女儿
接我的班，我觉得特别欣慰……

宣州区一对父女接力扎根基层任教，承续爱与梦想——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本报记者 顾维林
特约记者 宋本金 文/图

开打“小份菜”后，泔水桶矮了1/3——

机关食堂带头向餐饮浪费说“不”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文/图

“每样先给您少打点，不够吃再加！”9月8日中
午，市直机关一食堂打菜窗口，打菜阿姨不断对就
餐者如是说。

打“小份菜”，是市直机关食堂厉行节约的关
键举措之一。从施行近一个月的情况看，效果很
好——装餐厨垃圾的泔水桶每天要矮上1/3。

日常就餐讲究节约，公务接待
也不能浪费。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后勤保障科科长谭宝萍介绍，一般
公务接待时，10人以下安排工作简
餐，10人以上则采取自助餐形式。

“自助餐这种形式很好，吃多少取
多少，可以有效避免浪费。”

制止餐饮浪费，是社会文明

的重要体现。“政府机关食堂，
要带头向餐饮浪费现象勇敢说

‘ 不 ’，争 做 文 明 餐 桌 的 维 护
者。”谭宝萍说，希望所有机关
干部职工在食堂就餐时，能根据
自身情况合理取餐，避免浪费，
积极营造“反对铺张浪费、厉行
节约”的良好氛围。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
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为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
费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我市从
机关食堂入手，厉行节约，杜绝剩
菜剩饭。

在市直机关食堂，随处可见
“珍惜粮食 远离浪费”“粒粒粮食
汗珠换 文明就餐 从我做起”

“勤俭节约 光盘行动”的标语。
打菜窗口专门贴有“温馨提示”，提
醒就餐者牛奶和水果限取一份，不
要代拿、多拿。

就餐时间，还有文明就餐劝导
员在餐厅内“上岗”，提醒就餐者适

量盛饭、盛汤，尽量光盘。“总体来
说，大家都很自觉，浪费的现象挺
少。”一位劝导员说。

“勤俭节约，本就是美德！不
需要别人提醒，我不爱吃荤，每次
都是主动让师傅少打些荤菜，自己
盛饭也只盛能吃完的量。”市生态
环境局的周朝霞一边对记者说，一
边把餐盘吃得干干净净。

记者在餐盘回收处看到，大部
分人送回的都是“光盘”，只剩些汤
汁和骨头。“作为机关干部，在厉行
节约这方面，我们理应带头！希望
餐桌文明能成为更多人的自觉。”
市文旅局的一名就餐者表示。

9月8日中午，记者在市直机关
一食堂打菜窗口，听到打菜阿姨不
断对就餐者说：“每样先给您少打点，

不够吃再加！”从8月上旬开始，机关
食堂开始向就餐者提供“小份菜”。

这一做法也受到就餐者的理

解和支持。“打多了，吃不完就浪
费；打少些，不够吃还能再加。”市
信访局的解菊向记者表示，她的食
量较小，“小份菜”可以大大减少她
的剩菜。

市直机关一食堂管理者杨萍
介绍，为了从源头上杜绝浪费，他

们还会根据第二天的就餐人数制
作菜谱及采购计划，从源头上把
关，避免餐桌上的浪费。

目前来看，这些做法很有效
果。“过去一天三餐下来，这个泔水
桶里的剩菜剩饭是满满一桶，现在
至少减少了1/3。”杨萍说。

大部分就餐者送回餐盘时只剩一些汤汁和骨头大部分就餐者送回餐盘时只剩一些汤汁和骨头。。

泔水桶里的垃圾少了泔水桶里的垃圾少了

公务招待自助餐减少浪费公务招待自助餐减少浪费

汪自修：
公益性岗位助力脱贫
◇本报记者 戴丹丹 特约记者 余克俭

垃圾能换钱！
宣州区“生态美超市”上线
◇本报记者 徐晨 特约记者 王香

方根宝方根宝、、方慧琳父女交流教学心得方慧琳父女交流教学心得。。

方根宝在教学中方根宝在教学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