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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市档案馆退休干部邓集义
和郑志高联合设立的“五子登科奖学金”
首次发放：北塔区新滩镇街道某社区一名
困难人员的4名孙辈共获得了2位老人发
放的1400元期中考试奖学金。

“两名恩人的义举，让我们全家看到了
未来的希望。”受赠困难家庭一名代表说。

两名“兰台人”为何要自掏腰包设立
“五子登科奖学金”？

四名让人揪心的孩子

2010年的春天，时年58岁的原市档案
局局长邓集义在双清区火车站乡集仙村国
宏庵收集寺庙文化档案资料时，意外发现
该庵住持同时收养了4名无依无靠的孩子。

邓集义清楚地记得，10年前的那次相
遇有点机缘巧合。当天，他正在国宏庵里
津津有味地拍摄照片，突然发现庵里有一
名头上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正在写作文，
题目是《师父头上的香疤》。文章中有这样
一段话：“我突然发现身穿袈裟的师父鬓
角上长出了白发，头顶上也有了根根银
丝，只有头上的香疤不长白发。我想让师
父永远不老，所以我竟然希望师傅满头都
是香疤……”

孩子对师傅的敬爱让邓集义怦然心
动，多懂事多感恩的孩子啊！很快，邓集义
就了解到了“羊角辫女孩”的来龙去脉。

当年这名十来岁的小姑娘叫阮容（化
名），她还有一个姐姐叫阮宏（化名）。原来
在姐妹俩年幼时，父母离异，吃了上顿没
下顿的姐妹俩被国宏庵的住持收养，从此
有了一个稳定的“家”。

除了两姐妹外，国宏庵住持还收养了
一对来自新化的事实孤儿兄弟：哥哥阮运
（化名）和弟弟阮林（化名）。2009 年，弟弟
阮林一岁时，由于家庭极度困难，他们母
亲离家出走，缺少一技之长的父亲无力抚
养一双儿子，只好将两个儿子送到沾亲带
故的邵阳国宏庵住持手中。

邓集义从村民口中得知，国宏庵住持
本来体弱多病，她每天除了供佛诵经外，
还要开荒种菜照顾四个孩子生活。

“怎么能让孩子在寺庙里生活？社会
又怎么能将四个孩子的成长责任全部推
给一位出家人？”当时，邓集义就决心要为
四名孩子做点什么。

一名勇于担当的党员

邓集义的父亲是一位抗战老兵，是新
中国把他从一名放牛娃培养成为一名正
处级干部。面对四名困境孩子，一股“该出
手时就出手”的豪情涌上他心头。

俗话说：“浇树要浇根，帮人要帮心；
姐姐做鞋，妹妹学样。”对这样四位家庭教
育缺失的特殊孩子，邓学义首先从赢得他
们的信任入手：他给他们送去图书、篮球、
羽毛球、跳绳，引导他们丰富业余生活；每
到双休日，和他们一起玩游戏、讲故事，引
导他们爱上阅读、爱上学习，告诉他们从
小要有自己的梦想，将来才能用知识改变
自己的命运。同时，他还走进孩子所在的
学校，与班主任老师建立了密切联系。在
学校、社会的共同帮助下，四位孩子逐渐
从自卑、沉默走向自信、开朗。

为了解决阮宏、阮容姐妹的生活来源
问题，邓集义多方奔走，通过双清区民政
局现场调查核实，根据政策为她们解决了
农村低保；同时，学校也为她们建立了贫
困生档案。

“阮宏、阮容两姐妹病了，或者上学途
中摔伤了，邓集义及时陪他们去医院检查
治疗，并负责所有医药费；两名孩子高考，
邓集义为她们在考点附近的宾馆安排住
宿，并驾车送考。”国宏庵住持介绍。在社
会各界的热情关怀下，姐妹俩先后考取了
理想的医学院，其中姐姐阮容已于2017年
大学毕业并顺利参加了工作，正在念大二
的妹妹阮容担任了班干部。

相对两名女孩，来自新化的两兄弟可
就让邓集义“操碎了心”。这对宝贝兄弟在
外跟别人打架，在家里兄弟俩互殴，甚至搞
校园欺凌。从小学到中学，曾经因为打架，
邓集义多次去学校处理，向受伤孩子家长
赔礼道歉，赔医药费、误工费。而且因为打
架，阮运伤过颈椎，断过锁骨；阮林手臂多
次骨折。“我一看来势不对，不能用帮扶阮
氏姐妹的方法帮助这两兄弟，必须因人施
策。”邓集义思忖。于是他和学校紧密配合，
采取校内校外相结合的方式对两兄弟进行

“综合治理”：一是在处理与同学打架赔偿
纠纷时，请学校所在地的司法所、派出所参
与，对阮氏兄弟进行法制教育；二是由学校
依纪依规进行处理，并予以警示教育；三是

要孩子认真反思，写出承诺。同时。邓集义
还把目光投向了社会帮教机构，慢慢地，两
匹“野马”渐渐不再“乱踢乱踏”了。

两个心心相印的搭档

2020年春节，在集仙村财神路的一栋
矮小的房子里，传出了困境孩子阮运、阮
林两兄弟久违的欢笑声。原来，他们在外
打拼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家和他俩团圆了！

这一转折，凝聚了太多人间温暖。
“我有心，但无力，想不到我这么不负责

任，我的一双儿子居然变得这么好。”相见时，
身材略显矮小的两兄弟的父亲眼含热泪说。

曾经一度丧失家庭信心的父亲怎么
也没想到，自己“抛弃”的孩子竟然能够如
此身心健康。

原来，2019 年初，邵阳市本土公益组
织“红心林”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得知在邵
新化两兄弟的情况后，当即将其纳入“红
心林”帮扶对象，由多名爱心人士组成帮
扶小组合力开展帮扶。

“红心林”志愿者姜文柳等人获悉两
兄弟情况后，经常利用节假日带着水果、
文具前往看望和陪伴兄弟俩。姜文柳是双
清区火车站乡某校负责人，他克服娄邵两
地户口限制，千方百计为在该校就读的阮
林建立了贫困生档案。

哥哥阮运所在的某高中也将其纳入
了农村贫困生帮扶建档范围，如今两兄弟
品学渐优。

市直机关纪检监察工委书记李军等
人获悉两兄弟情况后夜不能寐，陆续想方
设法给这些孩子解决了许多具体困难。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
回。”孩子的父亲闻讯自己孩子近况，最终
决定回到兄弟俩的身边。

“众人划浆开大船”“众人拾柴火焰
高”。今年10月，邓集义的同事、原市档案
局调研员郑志高闻讯也不请自到，加入了
扶贫助学行列。他俩合计：每年分别拿出
自己部分退休养老金设立“五子登科奖学
金”，除了继续帮扶原来四个孩子外，再重
点帮扶四名困境孩子发展。

“《三字经》里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
子，名俱扬。’我们期待，通过我们大家的努
力，所有孩子都能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实现

‘五子登科’！”年届古稀的郑志高表示。

两位邵阳“兰台人”和他们的“奖学金”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邓 辉

在河北省辛集市宝石花
园社区，一支巾帼志愿者服务
队与社区 200 多名老人欢聚
一堂、共度重阳节。

撑着油纸伞、身穿花旗
袍的老年模特队缓缓走上舞
台，挺胸、收腹、转身……刚
亮相，模特队员和着音乐节
拍的“一招一式”就赢得不少
观众拍手叫好。

曹绵是模特队队长，从小
就热爱运动，退休后组建了

“国韵美媛模特队”。队员最大
的69岁，最小的也已54岁。

“经常练习模特步，挺起
了腰板、活动了筋骨，整个心
态也越来越年轻！”曹绵告诉
记者，在锻炼中，大家都收获
了健康和快乐。

几年坚持走秀，曹绵的队
伍越来越大，队员人数已近百
人。“过去公园广场少，场地有
限，俺们经常要提前去占地
儿。现在公园多了，园里有湖
水、亭台、花草，在美景中走走
秀，亲近自然，心情甭提多畅

快。”55 岁的队员刘巧玲说，
她们走秀的舞台也在不知不
觉间发生着变化。

近年来，河北省以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省为契机，加
快基础设施和生态景观建设，
使人居环境越来越好，城市景
色越来越美。作为国家园林城
市，辛集市立足民生，先后投
资6.9亿元，建成了“育才园”
等 42 处公园，形成了四季有
花、四季常青的生态景观。

曹绵的老年模特队名气
越来越大，四月的梨花节、五
月的母亲节、国庆节的花海献
唱……当地的大型活动都有
她们的身影。

“现在日子富裕了，文体
活动的场地和项目也多起
来，人们越来越注重健身、娱
乐，有了更高层次的身心追
求。我们就想把老年人的新
面貌展示出来，带着更多姐
妹一起运动、一起快乐，健健
康康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曹
绵开心地说。

“旗袍奶奶”曹绵：

“秀”出最美“夕阳红”
李继伟

74 岁的赛力木·亚森住
进新疆洛浦县恰尔巴格乡幸
福大院后，体重增了至少6公
斤。在这里，她第一次享受到
他人帮忙洗脚。回忆起这些，
赛力木又笑了起来，眼角的皱
纹再次挤成一团。

在幸福大院内，还有 40
多位来自附近的老人和赛力
木一起生活。同龄人的陪伴、
多样的文化活动，让她在精神
上获得了极大满足。这些稳稳
的幸福得益于新疆实施的民
生项目——农村幸福大院。

今年，新疆安排专项资
金在南疆四地州22个县建设
207个农村幸福大院，集中为
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村低保
户对象中的空巢老人、特困
老人、重残重病老人等提供
托养服务。

受派到洛浦县指导业务
的民政干部杏花说，幸福大院
让贫困地区老人有了颐养天
年的好去处，在解除后顾之忧
后，年轻人可以安心外出务工。

不过，传统观念却束缚着
老人们迈出家门的第一步。

“有儿有女，还要去外面
住，这是要被人笑话的。”同
时，有些老人也难以割舍家中
的亲人、地里的红枣核桃和棚
圈内的牛羊。

但现实是，“困守”家中，
有些老人连吃饭都成问题，身
心健康难以保障，更谈不上享
受养老幸福。

经过反复听取惠民政策
讲解，为让外出务工的女儿放
心，独居的赛力木老人，还是
下定决心，住进幸福大院。可
入秋后，一亩地里的 15 棵核
桃树，又搅起了她心中的涟
漪，她又在这里住不下去了。

得知这个情况，幸福大院
工作人员赶紧与老人所在村
委会联系，用微信视频直播大
家帮忙采收核桃的场景，并由
老人亲自决定如何支配卖核
桃所得，这才使得一场“风波”
得以平息。

杏花说：“养老无小事，老
人生活中，即使再琐碎的事
情，也是‘天大的事儿’。”

有一位老人住进来时，还
随身带了舍不得卖的20多只
鸡。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只好
在宿舍楼后搭建了一座简易

鸡舍。每天，老人下楼时，都会
去看看自己的“宝贝”，数一
数，图个乐。

在恰尔巴格乡幸福大院
宿舍楼内，记者看到，凡是可
能触碰到的尖角部位，都做了
保护性包裹处理。所有独立卫
生间内，都装有扶手。工作人
员还手把手教老人使用电视
遥控器、马桶、电热水器等设
备。

幸福大院的工作人员说，
标准化的生活设施固然先进，
却是“冰冷的”，所以，日常护
理必须把细节做好、做专业。

在恰尔巴格乡幸福大院，
有两名厨师、4名护理人员为
老人们服务。在赛力木老人看
来，护理人员每天要帮她打理
的事情太多。吃饭睡觉、清洁
卫生、文化活动……几乎事无
巨细，都要操心。

“可她们都是‘孩子’，真
担心做不来。”与赛力木一样
有类似想法的老人不在少数。
而在当地，养老护理工作被村
民误解为“伺候人的活儿”。这
也影响到了幸福大院里本就
紧缺的护理人员。

当地明确，优先从建档立
卡贫困户家庭中选聘人员，并
进行集中养老护理职业培训，
增强职业荣誉感；同时，通过
各种形式宣讲，向社会传播新
的养老理念。

22 岁的护理员阿玛尼
莎·买买提是主动来应聘的。
她边学边实践，经过努力，已
熟悉幸福大院内的全部护理
工作。阿玛尼莎的成长得到大
家的认可。赛力木老人笑着
说：“我自己的女儿，都不可能
像她这样照顾我吃饭、睡觉。”

新 生 的 幸 福“ 兜 底 工
程”——幸福大院为农村养老
开了个好头。为保障农村幸福
大院规范有序运行，新疆还派
出了数十名像杏花一样的民
政干部，到各地进行驻院指
导。杏花说，原定为期 3 个月
的驻院指导时间可能会延长。

说话间，日头渐高，阳光
透过郁郁葱葱的林木，洒进洛
浦县恰尔巴格乡幸福大院。阳
光下，身着灰色运动套装的赛
力木老人正和同伴们有说有
笑，爽朗的笑声伴着鸟鸣，飘
向远方。

幸福大院话“烦恼”
胡虎虎

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爱山街道红丰西塘社区老年服
务中心，谢金声在他拍摄的二十
张老年公寓老人合照前留影。

86 岁的湖州老人谢金声是
一名摄影爱好者，从 2000 年开
始，他每年为社区里老年公寓的
老人拍一张合影。从黑白到彩
色、从胶卷到数码，他说：“希望能
拍到拍不动为止。”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上接1版②）
建立健全防贫监测和帮扶机制。重点

围绕“两不愁三保障”主要指标，统筹政
府、市场和社会资源，建立健全防贫监测
和帮扶机制，完善脱贫防贫长效机制。强
化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社会帮扶、保险扶
贫、救助帮扶等措施，并对脱贫人口继续
实行分类管理、差异化帮扶，不断巩固“两
不愁三保障”和饮水安全成果，促进持续
稳定增收，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补齐短板弱项。逐一补齐安全饮水工
程长效管护、易地扶贫搬迁长期稳定、产业
扶贫长期见效、扶贫小额信贷健康发展等
方面的短板，同时要特别关注政策差异性
带来的社会问题，强化干部进村入户走访，
积极应对群众诉求，耐心疏导情绪，力所能
及逐步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促进脱贫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脱贫攻坚收官不能“收力”，要严格落实过
渡期内“四个不摘”要求，切实保持政策措

施总体稳定，防止因政策力度突然降低、
帮扶力度骤然减弱造成致贫返贫。要全力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乡村民生工程、乡村
绿色发展，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础上进
一步推进乡村振兴。

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使命光荣、责
任重大。全市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
切嘱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盼，在脱贫攻
坚中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以
实干实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上接1版①）要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继续
查漏补缺，强化各项帮扶措施，全面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要强化干部进村入户走访，集
中精力逐户逐人拉网排查，积极回应群众诉
求，确保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清零，严密防范
各类潜在风险。要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引导困难群众树立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
勤劳致富的主动意识，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和提升文明新风。要切实保持帮扶政策总
体稳定，驻村工作队要与村组干部和群众共
同谋划发展新目标、制定发展新措施，促进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

龚文密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把这次主题

活动摆上重要日程，压实责任、精心组织，确
定载体、搭建平台，努力让活动有特色、有创
意、有亮点、有成效，确保活动达到预期目标。
要把主题活动与脱贫攻坚收官工作有机结
合，积极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确保主题
活动入脑入心，以脱贫攻坚成果检验主题活
动成效。要加强宣传引导，努力营造党员干部
倾心投入、群众普遍参与的浓厚氛围，激发广
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热情。

刘事青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
神，切实按照会议要求，把握工作要点，丰
富活动载体，做好结合融合文章，推动主题
活动落地见效。要坚定不移按照市委部署

和要求，统一思想认识、坚定必胜信心，全
力补齐短板弱项，以真心付出夺取脱贫攻
坚收官战全面胜利。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问
题导向，做到责任上肩、措施落地，持续抓
好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信访稳定等工作，
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确保
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各县市区、邵阳经开区党政正职；市人
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秘书长，市
委、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委常委所在单
位常务副职，市公安局、市“法检”两院常务
副职，市直和省属驻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
同志等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