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岁月里他报名参军，战火纷飞时他冲在一线，
枪林弹雨中他不畏生死，耄耋之年他捐献出当年勋章，
他就是抗美援朝老兵杨渭清。虽然已是白发苍苍、迟暮
年华，但是杨渭清仍然精神矍铄，日前，杨渭清带着记
者，回忆起几十年前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本报记者 余庆 文/图

杨渭清：战场“特种兵”晚年捐勋章

七类人群优先接种1、

A 热血青年报名参军热血青年报名参军

2020 年 12 月 28
日上午，宣州区养贤乡
新河村85岁村民何竹
富来到村部，将一面印
有“见义勇为入江中，

奋不顾身好公仆”字样的锦旗，送到了村党总支书记
梅秋宝手中，感谢他在危难之际救了自己一命。“谢
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奋不顾身救人，后果不堪设
想。”何竹富的儿子何先兵感激地说。

原来，2020年12月25日上午9点，养贤乡新河
村党总支书记梅秋宝骑着摩托车下村收集低保材
料，途经水阳江新河村段下村村民组时，看见离水阳
江岸30米远的支河里，有一只倾覆的木盆船，旁边
还有一位老人一浮一沉。“不好，有人溺水了！”梅秋
宝心下一惊，立即准备下水救人。

隆冬时节，水阳江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梅秋宝
一边脱衣服一边呼喊江边一户人家。“水比较急，我
想喊附近人家找根绳子，到时候好拉我一把。”喊了
几声无人应答，梅秋宝便放弃呼喊，将身上的衣物脱
到只剩一件短裤，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冬天下水救
人，最忌讳穿太多衣物。”梅秋宝曾在海军部队服役
16年，对于水上救生知识十分了解。

奋力游到老人身边时，梅秋宝发现对方面色苍
白，几近昏迷，木盆船上还有一根铁链缠在老人身
上，拉着老人往下沉。因为一时解不开铁链，梅秋宝
只好连人带盆拖着往回游。老人冬天衣服穿得多，
泡水后格外沉重，再加上一个木盆船，虽然离岸只有
短短30米，梅秋宝费劲全身力气在寒冷的江水中游
了六、七分钟，最终顺利把老人救上岸。

把老人救上岸后，梅秋宝又找人把落水老人抬
回家。经了解，落水老人是新河村村民何竹富，当时
他正划着木盆船在江里赶鸭子，不慎落水。虽然他
会游泳，但天寒地冻，年岁又高，在河里游了100多
米，最终体力不支，开始下沉。由于救助及时和处置
得当，老人身体很快恢复健康。

面对何家的感谢和村民的赞誉，梅秋宝觉得这
不是什么大事，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作为一名退伍
军人和村干部，退伍不能褪色，他将继续全心全意
为村民服务。

八旬翁不慎落水
好书记奋勇救人
◇陈莉 本报记者 顾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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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4日，走进郎溪县建
平镇西郊村，在冬日
暖阳的笼罩下，田野
上一片一片的绿色

让人心旷神怡。走近一看，农田里种的全是芹芽，绿
油油的叶子探出头，似乎争着要和记者打个招呼。

“趁着解冻，我们正在培土，这些芹芽要在春节
时上市，我们这几天一直都在忙这个。”寻眼望去，种
植户王顺喜和妻子正在为芹芽培土，只见他熟练地
俯下身子，扒开叶子，用一块挡板分开两边芹芽，然
后再挖些土压紧挡板，动作一气呵成，很是熟练。

“我种植芹芽已经有20多年了，去年芹芽的效益
1亩田大概有2万多元，我们种植了1.8亩，收入大概
3万多元。”王顺喜告诉记者，他今年59岁，种植芹
芽的收入基本能保住家里的生活费用。每年8月
份左右是种植芹芽的好时机，为了保障芹芽的品
质，夫妻俩不仅要保障芹芽的种植温度，还要经历
4次培土，到春节时期才能开始采收。不仅如此，
王顺喜还向西郊村一些经验丰富的种植能手学
习，摸索出了一套新的科学种植方法，提高产量和
品质，使种出来的芹芽口感更好，成为市场上的抢
手货。“开始种植芹芽时候，村里没多少人种植，现
已形成规模，很多做生意的收购商都到农户家直接
收购。”王顺喜笑着说。

在王顺喜田附近，同村50岁的涂德平也种植了
3亩田的芹芽，此时，他正扒开芹菜叶子采摘芹芽。

“长得还挺好，过两天就能全挖了去卖。”涂德平看着
手里的芹芽说。

在西郊村，种植芹芽已经成为了传统。“我们村
的老城西一带种植芹芽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因
为这边的土壤很适宜芹芽的生长。”西郊村党总支书
记贾先珍告诉记者，现在，村里的老年人、没有出去
务工的年轻人都在家里种起了芹芽，一年两季，上半
年种水稻，下半年种芹芽，有效解决了村民们家庭经
济收入来源的问题。

据了解，近年来郎溪县对标对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深化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围绕“一村一品”产业发
展布局，突出地域特色，注重多元化富民产业培育，
积极落实产业扶贫相关政策，在促农脱贫增收、巩
固脱贫成效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先后发展稻虾
综合种养、无公害大米、芹芽等特色农业种植，带动
农民增收致富。据悉，2019年全县90个村（居）经
营性收入由2015年的689.51万元增长到1855.53
万元，50万元以上的经济强村达7个，村集体经济
得到有效增长。

“不疼，没啥感觉，作为首批接
种者，挺激动的！”2020年 12月 30
日下午，在宣州区飞彩街道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刚完成接种的王女士
走进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留观
室，她告诉记者，自己从事的工作风
险较大，接种之后也放心多了。记
者看到，接种室内接种者按照流程
有序排队登记，完成疫苗接种，留观
室内还有3名来自市人民医院的医
护人员，他们密切关注接种者的情
况，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快
速识别和处理。

测量体温、填表登记、健康问
询、签署知情同意书、留观30分钟、
签字确认……新冠疫苗接种流程与
其他疫苗不同的是，接种前，工作人
员先核对接种对象的个人信息，同
时对其进行健康问询，在确保其身
体无不适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
为其发放接种疫苗的相关凭证，然
后，接种对象进入接种区进行接
种。疫苗接种过程确保一疫苗一条

码，接种后，接种对象须留观30分
钟，之后签字确认方可离开。

记者在现场看到，本次紧急接
种的新冠疫苗来自北京科兴中维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外包装上标注有

“紧急使用”字样。此疫苗每剂0.5
毫升，共需接种2剂，注射部位为上
臂三角肌，2剂须间隔14天，接种对
象的年龄范围是18-59周岁。

“我们点从2020年 12月 29日
开始每天下午对重点人群接种新冠
疫苗，每天大约要接种百余人。”飞
彩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告
诉记者，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最严峻
的是外防输入，在外防输入工作中，
重点人群处于高风险环境中，同时
也是保障防疫工作顺利开展和维护
经济社会秩序的中坚力量，因此此
次第一步是对重点人群进行接种，
也是为后续其他人群的接种提供时
间上的保证。

我市优先接种重点人群主要包
括从事进口冷链物品装卸、搬运、运

2020年11月16日上午，中国人民革命军
事博物馆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
作战70周年主题展览展厅里，隆重举行了抗
美援朝老兵马维华、杨渭清文物捐赠仪式。

杨渭清告诉记者，和他一同捐赠抗美援朝
文物的马维华是自己当年的政治指导员。“就
是因为指导员带领的好，在金城南狙击战中，
我们粉碎了美军以大量坦克组织的‘坦克劈入
战’，啃下了硬骨头。”看到自己当年的老首长
马维华，杨渭清立刻立正并响亮地喊了一声

“报告”。他拉着老首长的手，动情地回忆了当
年抗美援朝的战斗经历，表达了对战友和志愿
军烈士的深切怀念。

捐赠仪式上，杨渭清捐赠了他荣获的二等
功奖状、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证明书、抗美援朝
纪念章、朝鲜军功奖章等6件文物。“把纪念勋
章捐献给国家是我的荣誉。时隔68年，能够再
见到我们钢铁连的首长马维华，更是让我了结
了当年的心愿！”杨渭清激动地说。

来回3000公里的北京之行，虽然一路奔
波，却让杨渭清达成了多年的夙愿。“再也没有
什么遗憾了，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够牢记革命
先辈的付出，祝福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郎溪:
小芹芽“种出”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陈华易 特约记者 余克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杨
渭清就报名参加了家乡宁国的民
兵。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杨渭
清和另外几位民兵报名参加了解
放军。1951年杨渭清正式参军入
伍，光荣地成为了宁国县大队的
一名战士，并在当年 3月份调到
了位于秦皇岛的67军，经过了三

个月的艰苦训练，杨渭清接到了
出发的命令。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要去哪
里，就跟着部队登上了运兵车。”
杨渭清回忆道，登车的时候，车站
到处都是实枪荷弹整装待发的军
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当闷罐车车厢的大门再次打开

时，已经到了辽宁安东（今丹
东）。下车来到临时驻地，战士们
忙着检查枪支，补充弹药，白天进
行防空演习，夜里紧急集合演习，
一刻也没有停歇。

当年6月中旬，杨渭清所在部
队接到命令，他和战友们开始整理
武器和被装，随时准备入朝作战。

1951年 6月 16日，杨渭清和
战友们一起跨过了鸭绿江，奔向硝
烟四起的战场。在朝鲜期间，杨渭
清喜欢上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
夜。“在一般人看来阴森恐怖的黑
夜却受到了我们侦察兵的欢迎，因
为这时敌人的飞机和巡逻车都不
便出动，而我们侦察兵却能更好地
隐蔽自己的行踪，消灭敌人。”

不久之后，杨渭清就参加了他
人生中的第一场战役——金城南
狙击战。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天
空中敌军的飞机不断地扫射、投
弹，敌人的火炮连续地轰击着阵
地。一架架敌机从垭口向沟底俯
冲，“哒哒哒”一排机关枪扫射，树

瞬间被连腰切断；“轰隆隆”，红血
白雪一齐随爆炸声飞起，燃烧弹扔
到了树林里，大树变成了冲天火
炬！杨渭清和战友们虽然身陷重
围却依然死战不退，几天时间里打
退了敌人的11次冲锋，坚持到了增
援部队抵达。战斗结束后，200多
人的连队只剩下21人。他们连队
后被志愿军司令部以连队政治指
导员马维华的名字，授予“马维华
钢铁连队”荣誉称号。

1953年，杨渭清开始担任侦察
兵，并先后参加了十字架山战役和
金城战役。在金城战役中，杨渭
清和战友们的任务是深入敌后提
前端掉敌人的炮兵阵地，切断敌

人的后勤补给。“我们侦察兵在金
城战役开始前一天就潜伏到了敌
人的后方，每人带着 1 支冲锋枪
和 3 个弹夹，摸到了敌人一个炮
兵阵地附近的树林里，总攻打响
后立刻端掉了这个炮兵阵地，为
战斗的胜利提供了保障。”因为在
朝鲜战争中出色的表现，杨渭清
被授予二等功。

“在朝鲜战场上的日子虽然辛
苦，但对我的一生影响深远。”提到
当年战火纷飞的岁月，87岁的杨渭
清脸上洋溢着无尽的自豪感。多
年来，他一直叮嘱子孙后代要珍惜
如今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踏踏实
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抗美援朝老兵杨渭清抗美援朝老兵杨渭清。。

B 战火纷飞冲在一线战火纷飞冲在一线

C 耄耋之年捐勋章耄耋之年捐勋章

我市启动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七类人群可优先接种

春节临近，为严防新冠肺炎疫情传播，
近日全国各地都对重点人群开展了新冠病
毒疫苗接种工作。日前，记者从市疾控中心
获悉，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市已陆续启动
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全市目前共约有37个门诊启
动接种工作。”市疾控中心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宣州区从2020年12月
28日开始接种，目前十个点已全部
启用，包括九个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市疾控中心预防医学门诊
部，共设置23个接种台。

接种新冠灭活疫苗第一剂后7
天普遍开始产生抗体，14-28天抗
体阳性率约60%-90%；接种第二剂
28天后抗体阳性率均达90%以上，
并形成持续保护“重点人群虽然打
了疫苗，但仍然不能大意。”区疾控
中心相关负责人提醒，对于个人来
说，从接种疫苗到产生保护作用需
要一定时间，对于群体而言，让足够

比例的人完成疫苗接种建立免疫屏
障也需要时间，且任何疫苗均无法
达到百分百有效，因此，重点人群即
使接种了疫苗，大家的防控意识和
防控措施也不能放松；接种疫苗后
还是应该继续佩戴口罩，特别是在
公共交通工具等人员密集的场所；
其他防护措施也同样需要继续保
持，如注意手卫生、通风、保持社交
距离等。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制订了详
细的工作方案，扎实开展重点人群
摸底调查和接种人员信息登记录
入，规范疫苗冷链运输、储存及出入
库管理，确保重点人群新冠疫苗紧
急接种工作有序铺开。

输人员，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因公、因
私出国工作、学习人员，医疗卫生人
员，从事城市运行保障的相关人员等
七类人群，上述重点人群都是通过工

作单位统一预约接种，等国家药监部
门批准疫苗上市后，普通公民就可以
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及疫苗供应情
况接种疫苗。

防护措施仍需继续保持2、

◇本报记者 徐文宣 文/图

接种新冠疫苗接种新冠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