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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广奇，是广德市新杭
镇金鸡笼村党总支书记兼
村委会主任，也曾是一名光
荣的解放军战士。杨广奇
2000年12月入伍，2002年
12月退伍，服役期间荣立

“三等功”。退伍后，23岁
的他只身一人来到南京白
手创业，经过十多年的打
拼，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年
贸易额达到1.5亿元，任江
苏省安徽商会副会长。
2017年，在大伙的期盼下，
组织的召唤下，他带着先进
理念回到了家乡，金鸡笼村。

退伍不褪色，发展茶产业

金鸡笼村由于地理位
置较为偏僻，交通落后，村
民仅靠种植粮食及外出务
工维持生计，收入微薄，但
金鸡笼村土质特殊，富含硒
元素，再加上得天独厚的气
候条件，适宜种植茶叶，自
2006年以来茶叶种植面积
近万亩，获得了“十里茶谷，
万亩茶园”的美誉，这让头
脑活络的杨广奇嗅到了商
机，他认为村级的发展在茶
产业。

2017 年，杨广奇决定
打通茶山道路，先将山场连
起来，货物运出来。修路需
要资金，但村集体经济薄
弱。面对困难，军人的气质
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杨广奇说干就干，不拖泥带
水，没有犹豫不决。

长 12 公里的山路通
了，硬化了，山场资源顺利
下山变现了，老百姓的“荷
包”也逐渐鼓了起来。老百
姓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
头，干部在群众中的威望也
高了。以过去最难开展的
征地拆迁为例，现在修路、
建设需要占用老百姓的田
地时，都很支持，甚至很多
都无偿提供，村委会修路、
疏浚河道已累计无偿使用
村民提供土地396亩。紧
接着，金鸡笼村办起了民
宿，为来金鸡笼村的人提供
落脚的地方。

科技赋能农业，数字管理茶园

“心中有蓝图，纸上有
规划”。杨广奇根据村里的
承受能力，每年量力而行地
推出发展项目。在他看来，
只通过茶叶简单粗放加工
来做大做强茶产业肯定是
行不通，必须通过延伸产业
链条来提升产业的附加值。

创立品牌。目前已经
形成了金益农、九斗湖、金
鸡白、金鸡天下白等品牌。
数字化管理科技赋能农业，
数字管理茶园。金鸡笼村
的茶园已经纳入产业数据
平台的管理和服务之中，在
这里出产的每一斤茶叶，可
实现信息化监管和茶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产品质量更
有保障。旅游延伸附加
值。茶叶本身就具有观赏
性，而且是体验式旅游的很
好载体。结合全域旅游战
略，围绕“产业打底、旅游增
收”思路，尝试由制茶向“制
茶-喝茶-观茶-采茶”体验
方面努力，提升茶叶的附加
值，推动“田园变公园、产品
变商品、农家变商家”。开
发茶叶新产品。

履行职责，服务群众

这位“兵书记”的果敢
创新，让金鸡笼村在短短三
四年间面貌焕然一新。“我
和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虽
然退伍近20年了，但时刻
牢记部队的培养，金鸡笼村
工作人员9名，其中退伍军
人4名，我们为了更好地发
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
精神，开展了‘回味军旅，红
色一三五’活动。通过晨
跑、拉练等方式提高团队的
凝聚力、执行力，真正把部
队的优良传统融入到实际
工作中去，做到退伍不褪
色。”杨广奇说道。

离开军营，脱下军装，
杨广奇仍然时刻把责任扛
在肩头、把百姓放在心头，
勇做新农村建设的实干
家。他曾先后荣获广德好
人、广德优秀青年五四奖
章、优秀共产党员、广德最
美退役军人等荣誉称号，并
担任宣城退役军协会理事
一职。

退伍不退志 基层显风采
——记广德市新杭镇金鸡笼村党总支书记杨广奇
◇杜晶晶 汪层文

本报讯 近日，有市民
向本报热线反映，他收到了
一条标明来自于（医疗保
险）提醒激活新冠肺炎保障
到位的信息。上面显示了
金额，要求他当天激活。记
者从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
我市医保系统从未发布过
此类信息。这是骗子的一
种新型诈骗手段。

根据市民李先生反映，
他的手机上接到的是这样
一条短信：“（医疗保险）提
醒，您的2433账户新冠肺
炎保障已到达！今天不激
活，自动作废！”并附上了相
关网址链接。

接到这样一个短信后，
李先生非常纳闷，因为他从
来没有购买这样的医疗保
险，也从来没有听到过家人
或朋友提过这件事情，怎么
就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
大“馅饼”。针对手机上发
来的这条网址链接，到底是
点开激活，还是不予理会，
李先生当时有些犹豫，但是

理智最终战胜了冲动，他最
终没有点开这个链接，并将
此事反映给记者。

记者从市医疗保障局
了解到，近日各地出现了仿
冒官网的诈骗，不法分子冒
用医保部门名义，发短信给
群众，称所谓的新冠肺炎保
障金到账，需要群众点击链
接确认，并发过来一个所谓
的链接网址。“这是一个明
显的通讯网络诈骗信息，千
万不要相信。因为医保部
门发送的短信不会附加任
何不明网址，推送的短信也
不需要输入任何涉及个人
信息、金融账号等私密信
息。”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
人员也提醒市民，在接到这
样的短信时，不要随便点击
不明链接或拨打不明电话，
不要透露自己的信息，更不
要按其提示进行转账汇款
等操作。如果遇到不明白
的事情，可以拨打业务电话
进行咨询。

（本报记者 余健）

莫点短信不明链接
谨防“新冠肺炎保障”诈骗

我出生在谭梓生烈士的故乡洋川村，从小听着
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长大。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
蚌埠的一所中专学校，但是因为家里条件艰苦加上
缺少劳动力，读了一年就回到了家乡的粮站工作，
在工作中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1963年被旌德县
粮食局评为先进工作者。1964年我先后两次报名
参军，第一次报名没有通过，第二次才被批准入伍。

我入伍的部队是在解放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
功的“临汾旅”。到部队第二年，因为训练认真刻
苦，我被授予五好战士的光荣称号。那时候部队的
骨干都是党员，他们是我学习的目标和榜样。从到
部队开始，入党的情结就像一颗种子，在我心里生
根发芽，暗暗滋长。1967年，我第三次拿到了五好
战士的荣誉称号，同年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团
党委批准，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我
知道，我们能够吃饱穿暖，能够翻身当家做主，正是
党领导的伟大功绩。党是我心中的信仰，只有跟着
党走才能有一片光明的前途。1968年我提干后先

后担任营部书记和师司令部书记，1971年底转业
回到旌德工作。

1980年我调回白地人民公社，先后担任副主
任、副乡长、乡长和书记。在我担任乡长的期间，横
穿白地而过的205国道开始改扩建。那几个月我
没日没夜地守在国道旁，带领村民们参加道路的改
扩建工作。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们顺利完成了
白地段道路的改扩建工作。原本狭窄坑洼的道路
变得宽敞平坦。改扩建后的205国道对白地的社
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6年我被旌德
县委授予优秀党员的称号，1987年和1991年我分
别被评为岗位责任制先进个人。

2003年我退休了，根据需要，我主动留在了白
地政府办公室协助处理文字工作。这一留就是近
10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除了每天8元的午餐补
助，我没有再拿过一分钱的报酬和补贴。家里还有
一些田地需要打理，很多事情都落在了老伴一个人
身上，开始她也不理解，后来也渐渐开始支持我。

2011年，我被宣城市委评为党员先锋。
2012年我年满70岁，正式退休回到了村里，

村里有什么事情，大家也愿意喊我去搭把手。
2017年谭梓生纪念馆开始收集资料，我义务承担
起了党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任务。半年时间里我骑
车、坐车一趟趟地跑县城、乡镇，走亲访友、找知情
人、查各类档案资料，晚上回家后再详细整理。后
来村里送来了六七百块钱说是补贴我来回的车费，
我作为一名老党员，肯定不能收这个钱，把钱又送
了回去。

经过反复的查找资料和求证，最终我们将以谭
梓生为代表的洋川七烈士的英雄事迹真实还原，还
挖掘出了多位早期从洋川村走出去的党员和部队
干部的事迹，成为党史学习教育生动厚重的教材。

在耄耋之年，作为一名已经在党50多年的老
党员，我很高兴能够为红色精神继续传承尽一份
力。接下来我将继续坚守初心，发挥余热，为党的
事业奋斗终生。

谭德春：一生勤勉守初心

谭德春，1942 年 11 月出生于旌
德县白地镇洋川村。1964 年参军并
在部队入党，1971年底转业回旌德工
作，历任白地乡革委会副主任、白地
乡乡长、白地乡党委书记、祥云乡党
委书记、庙首镇人大主席、白地镇人
大主席等职务。2003年退休后，他义
务在白地镇政府协助办公室文字工
作近10年。2017年他承担起谭梓生
纪念馆党史资料的搜集任务并担任
义务讲解员至今。

◇本报记者 余庆 文/图

●商超月饼“轻装”亮相

记者来到市区部分商超，看到品种丰
富、风味各异的月饼陈列在卖场C位，吸引
了不少顾客前来选购。

在台客隆超市，记者看到今年月饼还
是走“轻装”路线，没有什么奢华的包装。
在礼盒月饼区，记者看到礼盒装月饼价格
在59元到300元不等，价格比较亲民。

“过节难免需要走亲访友，一般礼盒月
饼价格在一两百元都可以接受。”市民刘大
叔说，每年中秋节自己都要买一些礼盒月
饼送给亲朋好友，因为都是至亲好友，所以
也不会刻意追求价格和包装，品牌知名度
高、口味佳、价格“接地气”的礼盒是首选。

台客隆超市工作人员李女士向记者介
绍，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不少月饼打
出了“健康低糖”“健康减糖”口号，有的商
品包装标签上注明“低糖”“无添加蔗糖”等
字样。

“每年中秋节都会买一点散装月饼，一
次食用刚刚好，避免造成浪费，也不会造成
身体负担。”在大统华超市，正在选购月饼
的市民张婷说道。

大统华工作人员表示，现在销售好的
月饼还是以散装月饼为主，盒装月饼也有
一些品牌在销售，但是购买的人较少，节前
几天盒装月饼销量会增多。

●私房月饼款式新颖

除了在实体店购买传统月饼之余，一
些消费者也通过朋友圈里的微商，选择私
房烘焙的个性化月饼。

“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小兔，就给她订
了兔子形状的月饼，就当给孩子送一份可
爱的中秋礼物。”市民龚丽说，超市的月饼
大多是圆形，私房烘焙的月饼造型比较独

特，有小兔子、葫芦、星座等形状的月饼让
人眼花缭乱，这些好玩的创意月饼给中秋
佳节也增添了更多的趣味。

私房烘焙的店主周女士告诉记者，最
近几年喜欢低脂月饼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她表示，“想要‘拴’住消费者的胃，就得从
心意、口味、造型入手。”

周女士坦言，今年通过微信订购小兔
子造型的“流心蛋黄”月饼和葫芦造型的

“五仁芝麻”月饼的市民特别多，每天的接
单量都在25单以上。为了让月饼更加符
合年轻人追求个性、健康的要求，这些月饼
的饼皮还做了特别处理，大幅度降低了含
糖量，让“吃不胖”成为可能。

●现烤月饼以鲜引客

“现烤月饼太受欢迎，每天一上架很快
就被抢空，得早点过来等着月饼出炉。”9月
1日下午，在市区锦城南路一家名为老茶食
的糕点门店内，不少消费者前来选购现烤
的月饼。

“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现场烤制一
拨，馅以传统的五仁和芝麻口味为主。”
据老板介绍，像这种传统老味道的现烤月
饼比较受老年人欢迎，很多老顾客会专程
过来购买刚刚出炉的月饼。现在距离中
秋还有一段时间，真正的销售高峰还未
到，所以每天现烤的月饼量不会很大。目
前店里最畅销的是五仁月饼，基本每天可
销售几十个。

“现烤月饼表皮油光锃亮的，虽然保质
期短，但没有防腐剂，吃着更放心。” 一位
女士接过刚打包好的月饼说。

需要注意的是，现烤月饼保质期偏短，
普遍在7-8天。“不会一次性推荐客户买很
多。”老板表示，中秋节前，每天都会烤制月
饼，所以市民可以随吃随买。

“公交车开进村里，终于圆了我们期盼已久的坐
着公交进城去的梦！”当崭新的公交车欢快地“哼”着
悠长的引擎声缓缓驶入扬溪镇大石门村、金沙镇兵坑
村、上庄镇寺后村、长安镇坦头村、板桥乡上村干等偏
远村庄时，引得不少村民驻足观看，“以后在家门口就
能坐上公交车，直达镇上、县城，购物就医更方便啦！”
望着停在村头的公交车，村民们的欢喜之情溢于言表。

在城乡公交还没开通之前，绩溪农村客运事业发
展一度滞后，私人运营的农班车几乎完全承担了村民
去镇上或者是县城采买用品、走亲访友、寻医看病等
出行需求，但这些农班车大多是老式柴油中巴车，有
的车体老旧、噪声污染大，在时间安排、安全保障、乘
车体验上多有不便。

百姓有所呼，政府有所应。为建设集约、高效、绿
色、环保的城乡公共交通系统，近年来，绩溪县成立了
由县长为指挥长的城乡客运一体化指挥部，制定出台
了绩溪县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造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
争取项目资金，通过并购洽谈、资金预算、线路设置等
措施，采取分批改造、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分
批次、分线路稳步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改造。

特别是今年以来，绩溪县交运局以“办实事、开新
局”为契机，加速推进城乡客运一体化改造，累计投入
3800万元，按照“先退后补”的形式，对全县农班线客
运车辆进行回收回购，共回收82台农班车。同时整
合城市公交与农村公交线路，全县划分13个城乡公
交片区，投入车辆68台，其中新能源车48台，燃油车
20台，座位数1531个，载客能力比原先增加18%，达
到了公交车更新、运力更充足。截至目前，全县城乡
公交线路已全部覆盖原有农班线路，日发520班次，
日客运量约9500人次。

公交“下乡”实行按规定时间、线路运行，公交车
票一律在原农班车票价的基础上下浮15%至20%，
且执行特殊群众免票政策，车辆实载率和利用率大幅
提高，有力打通了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极大满足
了城乡群众出行。除此之外，绩溪县还利用车辆视频
监控、车辆ADAS主动安全防控系统、移动支付、终
端掌上公交和LED显示屏等技术，实施城乡公交客
运的动态监管，安全成果凸显。今年以来，公交车辆
累计行驶150万公里，未发生新车上报责任事故，深
受好评。

“现在好了，公交车通到了咱家门口，宽敞又明
亮，每天都有十几趟班车往返，像我们这些满70岁的
老人还可以凭借老年证免费乘车，每逢周末的时候，
我和老伴就坐着公交车上县城，买买东西，帮闺女带
带孩子，非常方便，党为我们农民办了一件大好事
儿。”绩溪县金沙镇五丰坡70多岁的汪大爷说起农村
公交车，逢人便伸出大拇指一个劲儿夸着。

绩溪：公交“下乡”村民夸
◇特约记者 周明助

月饼轻装亮相 低脂与颜值并行
距离中秋节还有一段时间，但中秋必备的“月饼”早已在市区的

大街小巷、超市柜台、甜品蛋糕店纷纷登场。日前，记者走访发现，今
年的月饼主打低脂，走的依旧是“轻装”和“高颜值”路线。

◇本报记者 徐静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