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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晚上，家住阜阳市阜南县黄岗镇柳大村的任传

龙在亲友的陪伴下赶到阜南县城，将一面写有“勇敢救人彰

显大爱 品格高尚温暖人心”的锦旗送到马川手中。“千言

万语都无法表达我的感谢。如果不是马大哥，或许我已经

不在人世了。”任传龙哽咽着说。

今年 28岁的马川在阜南县城经营一家汽车维修店。9
月14日14时许，他驾车前往鹿城镇城西社区钓鱼。快到达

目的地时，只见由南向北驶来一辆黑色轿车，由于道路狭

窄，加上车速过快，该车不慎驶入道路右边的鱼塘里。

马川来不及多想，把车停稳后，迅速从后备箱取出救生

衣穿上，顾不上脱鞋便跳入水中，向落水车辆游去。此时，

落水车辆已漂到鱼塘中间，车头完全陷入水中，只露出顶棚

和尾部。

马川游到落水车辆驾驶员左侧，用力拍打车窗玻璃。

驾驶员摇下车窗玻璃，水一下子涌入驾驶室，很快便漫到他

的下巴。由于外部水的压力较大，两人不管如何用力就是

打不开车门。“你赶紧从车窗钻出来！”马川扒着车窗大声喊

道。“我不会游泳，不敢出去！”对方一脸恐惧地答道。

马川只好双手抱着驾驶员的头部，用力将他拽出驾驶

室。驾驶员刚刚出来，车辆便完全没入水中。马川右手托

着驾驶员，另一只手奋力划水向鱼塘边游去。期间，由于驾

驶员紧紧抓住马川并不停地挣扎，救生衣承受不住两人的

重量，出现两次下沉，两人都呛了好几口水。好在马川毫不

懈怠，最终两人到达岸边。

这时，鱼塘老板王子金也闻讯赶到岸边，帮助马川将驾

驶员拉了上来。整个救人过程持续了四五分钟，马川上岸

后一度虚脱，躺在地上休息了20多分钟才起身。

据了解，被救驾驶员名叫任传龙，今年 21岁，事发当天

和朋友相约一起去钓鱼。赶到鱼塘后，他发现朋友没来，便

调转车头打算返回县城接朋友。由于道路狭窄，加上车速

过快，一个操作不慎，扎进了鱼塘里。“我当时一下子就懵

了，车越漂越远，我又不会游泳，心想这下完了，幸亏马大哥

及时相助。他的恩情，我会记一辈子。”

事后，任传龙多次给马川打电话，想请他吃顿饭表达谢

意，都被马川婉拒。任传龙便特意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了

马川的店里。

在外人面前，马川总是戴着墨镜，裸露在外的皮肤疤痕

累累，唇部也有些变形。这一切源于7年前的一次意外。

2014年，21岁的马川远赴上海打工，在当地租了一间十

多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卧室兼厨房。当年 4月 16日 17时许，

因为使用煤气灶不当发生火灾，马川的脸、脖子、手背及双

眼被灼伤，当即昏迷过去。隔壁邻居把他紧急送到医院，并

在他治疗期间时常探望慰问。

后来，马川接受了植皮手术，如今脸部、脖子及双手还有

疤痕。他忘不了自己最困难时，邻居的热心帮助。这些年

来，每当遇到困难人群，他都会尽力相助。去年4月的一天，

马川在阜南县富陂公园健身时，曾从水沟内救起一名意外落

水的儿童，并婉拒了对方家长送来的2000元钱“感谢费”。

“这次下水救人的经过，现在想起来说不后怕是假的，

但我不后悔。如果再碰到这样的事，我还会毫不犹豫出手

相助。”马川说。 （任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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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您了。”2017年12月，在淮北市濉溪县双堆

集烈士陵园内，从巢湖市赶来的向道安烈士家属来到烈

士墓碑前，长跪不起。“这么多年终于找到您了……”烈士

向道安的侄子、侄孙泣不成声，一边用颤抖的手将鲜花和

祭祀物品摆放在墓前，一边哭着诉说几十年来家人对向

道安的牵挂和找寻。

时隔70多年，这场跨越世纪的“相见”，令人动容。而

向道安烈士能够与家人“团聚”，离不开淮北矿业集团邹

庄煤矿职工周杨的无私帮助。

周杨是一名共产党员，工作之余喜欢研究历史文化

和收藏革命战争时期物品，身处当年淮海战役主战场的

他对这段历史了解甚多。周杨萌生为烈士寻亲的想法还

要从2013年说起，当年7月份，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

改建，把分散掩埋在附近的 3000多具烈士遗骨搬迁到陵

园中。周杨受邀参与鉴定和整理烈士的遗物，期间他核

实了大量的烈士信息。

在革命战争年代，英雄们以身报国、前赴后继的故

事，令一代代国人敬仰感动。然而，由于战况惨烈、信息

不完备等种种原因，一些烈士的身份无从考证，英烈骸骨

不能重回故里，家乡亲人也不知英烈魂在何方。特别是

清明时分，周杨看到，有一些烈士墓长期无亲属祭扫。虽

然时间越来越久远，但周杨认为，烈士的信息不能越来越

模糊，早一天让革命先烈与家乡亲人重新相连，既是对英

雄的致敬和缅怀，也是对烈士家属的帮助和慰藉。于是，

他下定决心利用自己掌握的资源，帮助烈士寻亲。

周杨从网上搜寻求助信息，主动与烈士家属取得联

系，利用他们提供的有限资料，考证出烈士牺牲的时间及

大概安葬位置，然后再到相应的烈士陵园去核实、比对。

2017年秋，网上的一条寻找烈士向道安的信息引起了周

杨的注意，经与家属联系，取得了较为准确的资料，最终

在双堆集烈士陵园中找到了名录及烈士墓。2020年，他

还为山东德州籍烈士刘寿春找到了亲人。

为烈士寻亲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热情主动，

有些烈士家属以为他是骗子。但周杨没有气馁，真诚地

拿出自己收集的资料，取得了烈士家属的信任。更多的

困难是由于战争及历史原因，经过岁月的洗礼后，很多烈

士的信息不准确，还有很多烈士连名录都没登记，寻亲过

程很艰难，不少都是以遗憾而告终。不过，周杨说，在每

一次的寻找过程中，自己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加深入的认

识，更是对自己心灵的一次净化。

对没有找到具体名录，但经过核实，确实在该处牺牲

的烈士，周杨协助烈士家属，向烈士陵园申请进行补录，

这对烈士家属也算是一种安慰。同时，周杨收藏了不少

烈士证书和牺牲通知书，这些烈士没有亲属，没有人去申

请补录，但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已经牺牲，他也准备与相关

烈士陵园联系，把烈士的姓名篆刻在纪念墓碑上，以此来

慰藉烈士英魂。

让烈士魂归故里，弘扬的是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完

成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寄托。日前，周杨获评“淮北

好人”荣誉称号。他说，自己会继续坚持去做这项充满挑

战却意义非凡的事情。为了加强信息交流，周杨已与国

内烈士寻亲的公益组织取得联系，争取了解更多寻亲的

信息，通过共同努力，让更多的烈士早日“回家”。

（王晶晶 文/图）

周杨正在整理抄录烈士信息周杨正在整理抄录烈士信息

“我将好好学习，回报社会！”在日前铜陵市枞阳县关工

委组织开展的捐资助学对接仪式上，今年刚被安徽理工大

学录取的王茗冲，从两位爱心人士手中接过共计一万元的

捐助款时满怀感激。品学兼优的王茗冲家境贫寒，枞阳县

关工委了解情况后，及时落实了两位捐赠人的善款，让王茗

冲能够安心前往大学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在枞阳县关工委办公室，红彤彤的捐资助学光荣榜上

标明了爱心人士的姓名、工作、捐赠金额等信息，讲述了优

秀学子成才、成长、成人的感人故事。从 2011年到 2021年，

枞阳县关工委连续 11年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共募集善款

1252.09万元，累计资助 3255位（次）当年高考录取二本以

上、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帮助他们圆了大学梦。

谈起开展捐资助学活动的初衷，枞阳县关工委主任何月

明表示：“是为困难学子解难，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护航。”2011
年初，枞阳县关工委班子提出，要把系统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作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内容。班子成员一致认为：困难

学子求学难是党委政府关心、社会各方关注的大事，关工委

必须主动作为、发挥优势，做实事、解难事、办好事。

在报经枞阳县委同意后，枞阳县关工委将开展大规模

捐资助学活动列入当年工作计划，并分两个层面募集资

金。一方面由县关工委老同志直接动员企业捐资助学，另

一方面部署基层关工委积极开展捐资助学活动。受助对象

确定为应届高中毕业、考取全日制大学二本及以上家庭经

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学生等。由县关工委举行仪式，组织捐

赠人亲手将爱心款交给受助学生。这样既能使捐赠人放

心，又能增进捐赠人与受助学生之间的感情，同时进一步扩

大活动影响，促进捐资助学活动健康发展。

经过枞阳县关工委老同志们几个月的努力，2011年全

县共有 62家企业、单位及个人慷慨解囊，捐资总额达 41.25
万元，受助学子72人。

2015年，枞阳县关工委把开展捐助贫困大学新生活动

提高到助力脱贫攻坚的高度，列入“脱贫攻坚·关工助力”的

“三关爱”活动中。脱贫攻坚圆满收官后，又列入了“乡村振

兴·关工助力”的“三关爱”活动中，作为关工工作品牌的切

入点和学党史“我为关心下一代事业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

的着力点。“咬定青山不放松，捐资助学不动摇。”何月明表

示，枞阳县关工委将动员更多的企业家和成功人士，通过捐

资助学这一形式，帮助更多困难学子顺利完成学业，为祖国

培养更多人才。 （周晓舟 左玉堂 汪伟）

9月 17日上午，当佘家全从颁奖者手中接过“最美邻

居”荣誉证书的时候，他笑得分外开心。“其实我做的事微不

足道，但获得这份荣誉还是挺高兴的，这是邻里乡亲对我的

认可。”

佘家全是马鞍山市当涂县护河镇青山村佘家村村民组

组长。十多年前，为了照顾家中老人，在外打工的他回到村

里，和家人一起开了家农机五金门市部，从事五金、水暖等

小配件的销售和日常水电的维修。自此，佘家全的手机号

成为了村里的“热线”，村民家中有啥物件坏了都会第一时

间给他打电话。

自从开了这个小铺，佘家全就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

给老年人上门维修水电，只收最基本的材料费，不收上门费

和工时费。“村里的孤寡老人挺多的，很多老人的孩子都在

外地，看着他们独居，但凡遇上什么事连个商量的人都没

有，心里真是不好受。”

让佘家全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天夜里，居住在孙家湾的

一位老人家里的水管裂了，老人怕夜里打扰他，一直等到早

上6点多才给佘家全打电话。“水管裂了可不是小事。”放下

电话后，佘家全立即赶往老人家中。

“我赶到的时候，水已经漫出十多厘米高了。”加装新阀

门、换下破裂的管道……不到半个小时，佘家全就熟练地维

修好了水管，还帮老人一起将家中的水排出。

“村里的老人们都很质朴，不太会表达，经常在我帮

忙后，为我送西瓜、倒茶水，真的很温馨。”在佘家全看来，

能用自己的小技能为邻里乡亲做点事，让他很知足。只

要接到村民打来的紧急“求助”电话，他都会第一时间赶

到现场。

疫情防控、防汛巡逻，只要有能当志愿者的机会，佘家

全都会带领家人积极参加。

平日里，佘家全经常会为村委会的事情奔走，村头巷尾

总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在他看来，村容整洁、环境和谐才

能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为此，佘家全经常带头在村

里清理垃圾，带动村民小组的农户们共同爱护环境卫生，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为了更好地团结邻里乡亲，佘家全特意新建了微信群，

将村民组的成员们统一加入群里。但凡有活动开展、通知

下达，佘家全都会在群里第一时间发出消息。此举不仅增

加了村民间的交流，更凝聚了全村的团结力量。

“佘家全不仅是一位朴实的好村民，更是一位为民办事

的好组长、好党员。他用爱心和奉献，为塑造友善、互助、文

明、和谐的邻里关系充分发挥了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模范

作用。他是我们所有人学习的好榜样。”青山村妇女主任李

成娟说。

如今，在青山村，乡村文明蔚然成风。在佘家全的带动

下，越来越多的“好邻居”涌现出来。 （宋冰冰）

打通“最后一公里”
户政服务进高校
本报讯 为进一步服务高校新生、毕业生户

口迁移，助力高层次人才落户合肥，9月 27日上

午，合肥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公安机关户政部门，走

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

安徽医科大学、安徽农业大学等 11所高校开展

“合肥公安户政服务进高校”活动，宣传合肥市人

才引进、高校新生落户、毕业生户口迁移办理流程

等户籍管理政策，指导高校学生体验户政业务全

程网办、居民身份证自拍上传等便民服务，并现场

提供业务咨询解答服务。

活动中，民警向学生们详细讲解了合肥市人

才落户相关政策，发放人才落户及大学生户口迁

移宣传材料，讲解落户合肥所需的手续及办理流

程，指导学生们使用“皖事通”“皖警便民服务 e网
通”App，介绍相关服务功能，助力广大学子足不

出户即可在指尖上办理户政业务。同时，还特别

向学生们介绍了居民身份证自拍上传功能，可根

据需要自拍个人证件照，选择自己满意的照片再

上传。据统计，此次活动现场参与学生7000余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 1.2万余份，现场提供咨询服务

3800余次。

据了解，今年以来，合肥市公安局紧密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在户政领域持续深

化“放管服”改革，民警从公安户政窗口主动走到

群众中间，持续深入开展进医院宣传新生儿入户

全程网办、进企业宣传落户政策以及居民户政业

务网上办、自助办、就近办等活动，把户政服务送

到群众身边，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持续提

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本报记者 魏如冰）

民警热情服务解民难
22年“黑户”终摘帽
本报讯 近日，看着民警送上门的崭新身份

证，蚌埠市淮上区曹老集镇淝河村村民陈女士脸

上泛起了灿烂的笑容，这标志着她彻底摘掉了22
年“黑户”的帽子，正式成为淝河村的村民。

陈女士原先是一名流浪乞讨的聋哑人。1999
年，她流浪到曹老集镇淝河村，在河堤附近被几名

村民发现。看到她衣衫褴褛、面黄肌瘦，又无法沟

通，一名好心人将她带回家，并交由其母亲照顾。

后来，在村里人的撮合下，陈女士与村里单身多年

的陈姓村民组成家庭，尽管未养育子女，但她总算

有了依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11年，陈女士

的丈夫在一次工程事故中不幸身亡，她再次孤身

一人。由于没有户口，十年来，她享受不了政府救

济，只好靠着打零工和亲属接济勉强度日，生活十

分艰难。

今年8月，在“双提升”入户走访过程中，曹老

集派出所民警得知了陈女士的遭遇和困难，立即

着手调查她的真实身份，争取尽快为她办理相关

手续。办案民警陈飞说，他们通过照片、血液采集

等手段，逐一在数据库内比对筛查，在排除了其他

可能后，最终在9月初为陈女士办理了落户手续，

彻底为她摘掉了“黑户”的帽子。

“村‘两委’为陈女士确定了姓名和生日，有了

户口簿和身份证，她就能享受到各项福利，以后起

码再也不用为基本生计发愁了！”陈飞说，当民警

把身份证送上门，陈女士特别高兴，不停地向民警

鞠躬表示感谢，“下一步，我们打算为陈女士办理

低保手续，让她尽快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

（贾铁成）

十一载爱心接力 助学子圆梦高校

“最美邻居”佘家全：“我做的事微不足道”

八年坚持义务为烈士寻亲寻亲
——记淮北矿业集团邹庄煤矿职工周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