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前几日的阴雨和降温，淮南终于迎来了
明媚春光。在田家庵区龙泉街道东淮社区东淮
村，71岁的蒋进生将73岁瘫痪在床的妻子王桂英
抱到自家小院的座椅上，二人安静地晒着太阳。
再过20多天，他们将步入婚姻的第50个年头。

“老蒋，又带你家‘向阳花’出来晒太阳啦，嫂
子最近看着气色不错！”“还可以，天不错，出来晒
晒太阳、透透气。”老邻居透过院墙和蒋进生打招
呼，蒋进生笑着回应。

“向阳花”是蒋进生的老朋友、老同事对他妻
子的称呼，取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们那时所
传唱的一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也希望蒋进生
两口用阳光的心态积极面对生活。

蒋进生 17 岁时，父亲去世，和母亲相依为
命。1973年，蒋进生与王桂英经媒人介绍结为连
理。那时候，他们一家还住在淮河南岸的沿淮村
蒋郢孜，家里有几亩农田。蒋进生上班，王桂英
在家种田、烧饭、带孩子，成为家里的“一把手”，
一家人过着和和美美的生活。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95年夏，45岁的王
桂英突发脑梗。经抢救，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是
留下严重后遗症，不能说话，右腿也不能动弹。
此事对于蒋进生而言，犹如晴天霹雳。当时，家
里3个孩子中最小的只有9岁，而母亲也年老多
病需要照顾。面对残酷的现实，作为全家“顶梁
柱”的蒋进生毅然决然扛起作为丈夫、父亲、儿
子的责任，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努力照顾好家
人。

在蒋进生的照顾下，经过三四年的艰辛锻
炼，王桂英身体开始有了一定好转，拄着拐杖，可
以慢慢走路了，也能说个一言半语。这让蒋进生
欣喜不已，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日常生活中，靠着对妻子的了解，蒋进生
连猜带补，与妻子进行“沟通”，努力理解她每次
讲话想表达的意思。

为了方便照顾好老伴，2010 年，蒋进生搬到
东淮村现在的家中生活。

“最难的是这最近十年！以前还稍微好点，
老伴能走路活动，大小便可以自己解决。另外，

一开始有老母亲能搭把手照顾一下，1997年，老
母亲也因突发心脏病去世。”说起过往，蒋进生眼
含泪花，那是他不愿触及的伤痛。

2012 年，蒋进生退休。孩子们也都各自成
家，本想和老伴好好享受退休后的生活。可是在
2013年冬季，王桂英在家不慎摔倒，导致彻底瘫
痪在床。

妻子的瘫痪，让蒋进生来不及悲伤。他首先
要面对的，也是最大最难的问题就是妻子的大小
便。他一开始直接用手抠，一弄就是半个小时以
上。由于担心时间长了，对妻子的身体有伤害，
就多方向其他人求教取经，改为用小长勺掏。就
这样，蒋进生慢慢熟练，也慢慢习惯，年复一年，
次次如此。

为了方便照顾，蒋进生和妻子住在一个房
间，床挨床。为了保持妻子身体干净卫生，蒋进
生经常给她洗澡，还买来专业护理床，透气床垫
也是换了又换。在他的照料下，妻子身上没有异
味，也从没有生过褥疮。

蒋进生自己身体也不好，20多岁时被检查出
患有遗传性心脏病。他的膝关节也患有疾病，每
每发病，都让他疼痛难忍。医生建议住院做手
术，但他却放心不下妻子，选择一拖再拖，最后在
2021年才做了膝关节手术。在住院期间，蒋进生
虽然躺在病床上，自己内心牵挂的却是妻子。

时光不语，岁月不言，冬去春来又一年。就
这样，从突发脑梗至今，蒋进生照料妻子已有28
年。

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然而事非经过不
知难。在漆黑的夜晚，蒋进生不知偷偷流过多少
眼泪。这么多年，他也有做够的时候；也有生气
的时候；也有想到放弃，不想照顾的时候，但最
终，他没有放弃。

“我没有多么高尚、多么伟大，这是我作为丈
夫应该做的。我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好不好，但起
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蒋进生说，他从小就失去
了父亲，他知道孩子们失去母亲会非常痛心的。
虽然老伴不能动，但孩子们回到家，看到妈还在，
父母都在，他们这个家就是完整的。

“走喽，我们跳广场舞去。”吃罢晚
饭，家住凤台县顾桥镇首期采煤搬迁安
置区的八里村村民梁玲玲高兴地和几
位姐妹来到文化广场。“以前想干啥都
没地方，现在镇综合文化站有了图书
馆，一有时间就约几个姐妹去看看书、
跳跳广场舞，别提俺们心里有多高兴
了。”谈起来现在的文化生活，梁玲玲笑
容满面。

近年来，凤台县顾桥镇坚持“文化
为民”“文化惠民”“文化乐民”的工作理
念，以托乡村振兴，从强阵地、建队伍、
抓活动着手，加快推进文化建设，不断
提升乡村文明建设软实力。

据了解，该镇首期采煤安置新区有
八里、张童、童郢、北樊庙、黄湾等 5 个
村，同时配备100平方米图书馆、1500平
方米文化广场、红色村史馆等公共设
施。

“自从文化站建成以来，每天都有
许多群众到这里休闲娱乐。”该镇综合
文化站负责人说:“大家已经把这里当
成一个学习文化、锻炼休闲固定场所，
与从前相比，大不一样。现在能充分利
用文化阵地，融合当地文化元素，开展
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丰富群众文
化业余生活。”

该镇积极搭建文化设施平台，利用
“网络安全文艺下乡”“新时代阅读季”
“县新华书店送科技书籍下乡”等活动，
推进文化惠民工程，让送戏下乡、送书
下乡等文化服务成为常态，让更多文化
活动“飞入寻常百姓家”。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为
大力推进移风易俗，破除陈规陋习，进
一步倡导和弘扬社会文明新风尚，该镇
10 个村建立了红白理事会，由党员干
部、模范群众为主导，充分发挥红白理
事会作用，积极开展宣传引导活动，倡
导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不断提
升广大村民文明素养，为培育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注入新动能。

小积分兑换大民生。该镇扎实推
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利用
乡村振兴和产业园集体收益和光伏发
电收益资金，在采煤安置新区开设道德
银行和爱心超市，村民用勤劳、善举和
贡献，换取积分后存入道德银行，根据
积分随时在“爱心超市”兑换物品。截
至目前，“爱心超市”已兑换商品价值近
5万元。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2022年
1 月，该镇成立了民事纠纷调解办公
室，化解村民矛盾纠纷，镇政府聘请一
位德高望重的退下来村干部为民事调
解员，为群众的矛盾进行了双方调解，
促进了邻里关系和谐发展。截至目前，
调解民事纠纷80余起。

“我们不仅把图书室打造成‘红色
加油站’，传承红色基因的网红‘打卡
地’，同时组织党员志愿者担任红色讲
解员，引导群众和青少年走进书屋，阅
享书香，帮助大家读懂党史，传承红色
基因。”该镇负责人说。

本报讯(记者 柏雪 通讯员 代茜 )“你们评评
理，城管凭什么不让我摆摊，我一个低保户……”
近日，家住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新淮园社区的苏
先生因摆摊问题与城管执法人员产生了矛盾。于
是，他找到街道党工委书记朱永侠说道。

经了解，苏先生为低保户，没有固定经济来
源，平时靠在小区门口摆摊卖水果，维持日常生活
开销。因城市管理规定，所有商贩要在固定的摊
点摆摊，不可占道经营。苏先生无固定摊点，因此
与城管执法人员因占道摆摊问题产生了矛盾。朱
永侠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对苏先生进行了情绪
安抚，又联系片区城管执法人员了解摆摊具体要
求，随后让苏先生回家耐心等待，并承诺三个工作
日给其答复，帮助解决摊位问题。

“小摊点”背后折射出“大民生”。如何化解市
容“脸皮”与百姓“肚皮”之间的矛盾，毕家岗街道
党工委强化党建引领，突出问题导向，将解决群众

“急难愁盼”事项作为信访工作的重要抓手，用心
用情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
发展。

毕家岗街道党工委坚持民生为本，疏堵结合，
以疏为先，因地制宜，通过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
经过多次论证、实地调研走访，对流动商贩数量、
经营范围进行全面摸排，努力克服城市基础设施

“先天不足”，设法创造摊点经营“合法空间”，最终
在毕家岗菜市场附近设立了“毕家岗街道贫困帮
扶临时摆摊点”，帮助无力购买固定摊位的贫困户
解决瓜果摆摊难等问题，为流动摊贩“筑巢安家”。

同时，为了落实摊群点自治制度，拟定了《毕
家岗街道贫困帮扶点临时摆摊协议书》，引导社区
退休老党员、“邻里帮帮团”成员、社区工作人员等
通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式，与每一个商户
和摊贩细心沟通，耐心劝导，积极开展宣传讲解工
作，对流动经营、占道经营摊主讲解城市管理的相
关规定以及当前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要求，不断
增强摊主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确保达到摊群
经营不影响居民生活、不影响市容环境、不影响交
通通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统一的目标要求，力求
成为毕家岗街道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线。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没想到这么快就把我
的摊位问题解决了，我终于可以踏踏实实地谋生
了。”采访中，苏先生感激地说道。

据了解，一直以来，毕家岗街道始终把信访突
出问题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坚持

“将心比心”的态度，加快“马上就办”的速度，加大
“办就办好”的力度，帮助协调解决群众实际问题，
努力把矛盾化解在早、化解在小、化解在基层，不
断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文化阵地“活”起来

群众生活“乐”起来
本报通讯员 王玉进

一心守护“向阳花” 不离不弃 28年
本报记者 张明星

“党建+信访”为流动摊贩“筑巢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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