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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接续奋斗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本报讯 脱贫摘帽不是终
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
点。打赢脱贫攻坚战以来，我市
全面落实防范返贫各项措施，全
力推进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
前，全市建档立卡脱贫户 34657
户 71688人，重点监测帮扶对象
677 户 1663 人，无一例返贫致
贫。2021 年脱贫户人均纯收入
13893元，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较2020年增长11.9%。

用活用足政策“组合拳”，筑
牢防返贫“堤坝”。立足“未贫先
防”，我市建立了防返贫动态监
测帮扶机制，全市共设置防贫网
格员13043名，他们就像基层防
贫监测的“眼睛”，时刻关注着分
包群众的安危冷暖，遍访分包群
众，发现问题随时报送防贫预警
信息。根据预警信息，全市共制
定“一户一方案”针对性帮扶措
施 20余万条。我市还持续做好
控辍保学、因病返贫致贫风险防
范、脱贫人口住房安全动态监
测、饮水安全巩固提升等各项工
作。目前，全市义务教育阶段适
龄儿童少年无因疫因灾因贫失
学辍学，实现全市脱贫人口、监
测对象全部参保。开展 3 轮农
村低收入群体危房存量摸底排
查，确定452户农村低收入群体
危房改造任务，目前已竣工 448
户。开展县级农村饮水工程水质
月度巡检及规模水厂水质日检，
水质检测合格率均为100%。同
时，我市通过入户走访、自主申
报、基层上报、数据比对等方式，
加大低收入人口常态化监测帮扶
力度。

牵牢产业就业“牛鼻子”，激
活振兴原动力。产业兴旺，收入
才能稳定增长。我市着力发挥产
业造血功能，力拔“穷根”。截至
9月底，全市新批复项目390个，
涉及资金4.12亿元，其中产业类
项目174个，涉及资金2.66亿元，
占比 64.53%。就业是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基本措施。我市持续
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
月”“送岗位进村”等活动，引导
脱贫群众在“家门口”就业21393
名，在脱贫群众就业人数中占比
68.9%，开发乡村公益岗位 4431
个。同时，我市积极为脱贫群众
提供金融支持，贷款余额1.54亿
元，有力支持3925户脱贫群众的
产业发展。在全市推行“防贫
保”，脱贫户、监测对象参保人数
74149人，参保率96.8%。开展消
费帮扶。组织开展“春茶采买消
费助农”活动，帮助产茶村特别
是脱贫村、脱贫户及低收入茶农
化解疫情影响。

跑好乡村振兴“接力赛”，打
造乡村振兴样板。今年以来，我
市投入示范片区衔接资金 1.64
亿元，共计123个项目，“以点带
片、以片带面”，示范推动打造全
省乡村振兴的宣城样板。充分挖
掘资源优势，创建一批艺术乡
村。每年重点培育一个艺术乡
村，打造“皖南星7天”艺术乡村
品牌，全面提升乡村建设水平。
批复 7 个艺术乡村重点村项目
10个，总投资 1422万元，7个艺
术乡村培育村项目6个，总投资
919万元。

“更好的日子还在后头”。宣
城人民接续奋斗，奋斗的鼓点愈
加铿锵。

（本报记者 张玉荣）

年近耄耋之年的张金喜，为什么还做保洁
员？这还要从头说起。张金喜早年是个“卖货
郎”，常年推着货郎车在外奔走叫卖，居无定所，也
因此一直没有成家。随着城市的发展，“卖货郎”
这个老行当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张金喜成了一
位“失业”回家的老人。

精准扶贫政策落地后，村里将他建档立卡为
贫困户，为他申请办理了特困供养金、养老保险
等，并发放水电费等一系列补贴，保障他的基本
生活。

这些政策像一抹阳光温暖了张金喜的心。虽
然年纪大了，他却总想着能为村里做点什么。
2017年，他在村里散步时，偶然发现村道上有不
少垃圾和灰尘，便回家拿起扫帚，顺手扫了起来。
这一扫，就再也没停下。此后的每天，村民们都能
看到，“老张”扛着扫把，拿着火钳，不是在这里扫
灰尘，就是在那里捡垃圾。

得知张金喜每天义务打扫村道后，安莲村的
村干部主动找到他，希望为他提供公益性岗位保
洁员工作，增加他的收入。张金喜满口答应：“活
还是我平时干的活，却有了工资，这不是天大的好
事？”就在当年，张金喜的年收入达到13000元，成
功宣告脱贫。

有了工资后，张金喜干得更起劲。不管是炎
炎酷暑，还是寒冬腊月，每天5点出门，趁着大家
出来活动前把村道和广场打扫干净。下大雪时，
他要比平时起得更早，因为心里惦记着要上学的

孩子们，担心他们因天黑路滑摔跤，他总是争取在
孩子们上学前，铲出一条“安全通道”。今年夏天
旱情严重，为了给村道旁的绿植浇水，他每天4点
就爬起来接水管……“就没看老张歇过一天，我们
打心眼里敬佩他！”村民陈六九感叹。

不止是清扫村道，村里的大事小情，老人都要
搭把手。

文明创建时，他就是村里“行走的宣传员”。
看到一些村民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乱扔烟头等不
良行为，他总是反复劝说，“政府把我们的环境改
造得这么好，我们自己不珍惜，那怎么讲得过去？”
他用朴实的话语，说得村民心服口服。

疫情防控时，他是村里的“调查员”“活字
典”。掌握人员流动情况，是疫情防控的关键环
节。邵村有400多人常年在上海、杭州、合肥等地
务工或经商。在邵村生活了半辈子的张金喜，熟
知每家每户基本情况，哪家有几个人在哪个城市
务工，有可能什么时候返乡，他都清清楚楚。在摸
排在外务工及返乡人员信息中，他向村民组长和
村干部提供了大量的精准信息。

“您这么大年纪，怎么不在家好好歇着？”看着
白发苍苍的张金喜在村里不停奔忙，也有村民不
理解。张金喜总是淡然一笑，回答：“多亏了党的
好政策，让我不愁吃、不愁穿！我老了，别的也干
不了，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报答党恩，心里舒坦。”
在他家中，“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被层层包裹，
珍藏在箱底。

在葛传锦养猪遭受重创，生活重新陷
入黑暗之时，双河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和镇、
村扶贫干部多次上门了解情况，想方设法
帮助葛传锦一家解决实际困难。

经商议，双河村决定对葛传锦提供三
类补助措施：就业补助、社保补助与产业扶
贫补助。就业补助方面，向葛传锦及其妻
子任小华提供公益性岗位：村级防疫员与
护河员，每月工资800元。组织任小华参
加年度特色种养殖脱贫户培训；社保补助
方面，为葛传锦申请提升残补，从66元/月/人
提升至70元/月/人，为其缴纳年度养老保
险200元；产业扶贫方面，为葛传锦申报
产业扶贫到户项目补助3000元和达标奖
补300元。

后顾之忧解决后，村“两委”与驻村工
作队又帮他出谋划策：兽医技术出色，适合
走养殖路来脱贫致富。不过单一品种养殖
风险极大，最好还是多品种养殖。考虑到
猪瘟给他带来的经济损失，驻村工作队还
为葛传锦申请到了5万元贷款用于发展养
殖业。

养什么风险小又赚钱呢？看到屋外的
大山，葛传锦眼前一亮。养波尔山羊风险
小、投资小、见利快、易养殖、山里最不缺的
就是天然养料，而且自家庭院也足够大，具
备养羊的条件，顺带养殖鸡、鹅、兔、牛和羊
五种家畜，扩大养殖种类，降低养殖风险。

双河村依山傍水，山川之间，泉水长
流，绿茵覆地，为山羊提供了充足的天然
养料。出于生存本能，波尔山羊“翻山越
岭、跋山涉水”，肉质自然较其它羊肉大不
相同，肉质细密，纹理清晰，味道鲜美，鲜
嫩清香。

“他家的羊，在山上散养，品种好，难
买，要提前预定。”双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宁
欢欢说，“养个一年左右就能卖，至少1700
元一只。”

由于波尔山羊生长速度快、繁殖性能
好、肉质鲜美，市场“钱”景很广阔，现如今，
葛传锦家里的羊已经有40余只了。

“明年还打算多养点羊，现在最大的问
题就是忙不过来。”葛传锦还养了三头牛、
若干只鹅、约两百只鸡，种了十几亩水稻。
说起现在的生活，葛传锦露出了幸福的笑
容。对他来说，日子就像山里的映山红，越
过越红火。

脱贫不忘报党恩

古稀老人奉献余热为乡邻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文/图

“羊倌”葛传锦的脱贫故事

9月26日，清晨5点，天还未亮，宣州区黄渡乡安莲村邵村，熟悉的“沙
沙”声准时响起。听到声音的村民都知道，这是“老张”又在扫路了。

“老张”名叫张金喜，今年78岁，是村里一位有着56年党龄的保洁员。
“每天早晨花3个小时清理完村道和广场，既能服务村民，又能锻炼身体，
我一点也不觉得累！”满头银发的张金喜中气十足，行动利落，精神头很好。

还未到达“华锦家庭农场”时，一阵热闹的鹅叫声传来。在农场门口，记者遇到了刚
从山上放羊回来的葛传锦。

从兽医到遭遇车祸导致终生残疾，从养猪大户到如今的“羊倌”，葛传锦经历了起起
伏伏的人生。

眼前这个个子不高，说话间总带着憨厚笑容的汉子就是
记者此行寻找的葛传锦。许是经常在山里行走，他穿着一条
结实的帆布裤，裤腿上还浸染着新鲜的青草汁。手上拿着一
根用于赶羊的木棍，棍梢还绑着一柄刀，木棍可撑着走路，刀
可砍断荆棘。

葛传锦今年59岁，原是旌德县三溪镇双河村的一名兽
医，由于技术好，在当地小有名气。2009年的一天，他如往常
一样骑着摩托车出诊时，不幸被一辆疾驰的汽车撞倒，造成左
腿粉碎性骨折。

医生告诉他如果后期恢复得好，走路还是有可能的，但做
农活，是不可能的。听了医生的一番话，葛传锦头一次感到绝
望，这次的打击，对他是致命的。

葛传锦一家五口人，母亲患病，儿子尚在读初中，女儿生
下来就体弱多病，17岁时查出患抑郁症。接二连三的生活打
击，妻子悲伤又绝望。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垮，要坚强，一定要站起来。”躺

在病床上，葛传锦对自己说。
没有钱到医院做康复，他就自己在家想办法。“拄拐杖下

床，把伤腿放在板凳上，用石头搞个篮子吊着，慢慢压腿，当时
疼的腿不能弯，笔直的一点不能动，先用小石头，好一点的时
候再用大石头。”

车祸后的几年，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残忍”训练，葛传锦创
造了一个奇迹：不仅能行走，而且能下地干活。

2014年，村里考虑到葛传锦家的实际情况，把他列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没有被生活击倒的葛传锦迫切地想做点什么
改变家里的现状。“我腿是残疾了，但手上的技术还能用。”

说干就干，同年，葛传锦接手了亲戚家的养猪场，凭
借自己的兽医经验，当上了养猪大户。前期养殖十分成
功，2014年下半年，葛传锦一家便成功脱贫。然而，天有
不测风云，2019年非洲猪瘟流行，养猪场里160头猪全部
病死，葛传锦直接损失达到了20余万元，生活一下子又跌
入到谷底。

人生坎坷 接连遭遇不幸事

■本报记者 蒋华 文/图

葛传锦葛传锦

张金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