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节前慰问暖人心
2 月 2 日，安庆出入境边防检

查站民警来到安庆港五里庙集装
箱码头，为就地过年的码头工人送
去中国结、福袋、水果以及防疫物
资等“新春大礼包”，让他们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 李德华 吴绍鹏/摄

2月1日，在铜陵新九鼎铜文化产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雕塑师在创作
生肖工艺品“铜牛”。春节临近，铜陵
新九鼎铜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生肖工艺
品“铜牛”生产制作进入旺季，雕塑师
和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进行创作、生
产，保障节日市场需求。 过仕宁/摄

生肖工艺品“铜牛”生产忙

翰墨飘香迎新春
2 月2 日，含山县书法家协会

的志愿者们在国网含山县供电公
司为职工们现场写春联。当日，含
山县书法家协会组织志愿者来到
国网含山县供电公司开展“翰墨飘
香迎新春”活动，为职工现场写春
联，传递了美好的新春祝福。

欧宗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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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末，来永厚家小院

中的一排平房里，总会响起朗

朗读书声。

今年 76岁的来永厚是阜

阳市颍泉区伍明镇的一名退

休教师。他在自家小院里创

办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辅导

站，利用周末时间为附近留守

儿童义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村里有座辅导站

来到来永厚家，只见院门入口处有序摆放着十多块脸盆

大小的水泥块，上面刻有“勤俭节约，和谐发展”“大美中国，幸

福乡村”等字样，并被涂上红色油漆。院门醒目处立了块“伍

明镇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辅导站”的牌匾，门楣处则挂着“伍

明村农耕文化村”横匾。

“牌子是我花钱请人制作的，门口的水泥块都是我捡拾

碎砖头，再拌上水泥制成的，等半干时在上面写上字。”来永

厚说，所有设施都是他一手制作的，花不了多少钱，却能给

孩子们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走进小院，来永厚居住的小楼对面是座新建的平房，这便

是他创办的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辅导站。步入其间，堂屋处

是一排座椅，五六个孩子正手持毛笔，认真练习书法，左右房

间内则有序摆放着来永厚搜集来的煤油灯、收音机、纺车、架

子车、磨盘等老物件。

乡村执教40余年

在当地同龄人中，来永厚是个出了名的“文化人”。

虽然自幼家境贫困，但来永厚的父母十分注重对子女的

教育，他也因此读完高中，成为当时人人羡慕的“读书人”。

1964年高中毕业后，来永厚回到家中务农。

田间地头的辛苦没有阻挡来永厚对文学的喜爱。闲暇

时，他总爱写些文章四处投稿。1966年7月，来永厚写的一篇

通讯《月夜》在报纸上发表，在当地引起了不小轰动。公社为

此专门奖励他20多元钱稿费，并将他安排到伍明小学当语文

老师。

从那以后，来永厚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这一干就是 40
多年。2006年退休后，几个子女先后在城里安家，老伴去

世，来永厚成了村里的留守老人。他不愿意去城里和子女

居住，更不愿意闲着，便打算利用自家小院为留守儿童做点

什么。

“他教了俺家三代人”

2019年下半年，来永厚在自家小院里新建了一排平房，

又四处搜集了许多老物件，还自制了黑板、讲台等教学用具。

2020年 5月，他的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辅导站正式开张。消

息一传开，村民们纷纷表示，想在周末将孩子送去学习。

“俺小时候是他的学生，俺儿子也是，如今俺家孙子也成

了他的学生，他教了俺家三代人。”村民来红叶说，这些年子

女们都外出务工，孙子孙女在家，学习无人看管。现在好了，

每到周末，村民们都把孩子送去由来永厚辅导功课，大伙都

放心。

经常到他家来上课的孩子有七八个，每次上课，来永

厚会先检查一遍孩子们的家庭作业，有不懂不会的，他就

为孩子们讲解。国学教育是课堂的重点，他会带着孩子们

读唐诗宋词，背诵《百家姓》《千字文》，写毛笔字。文化知

识课结束了，来永厚就会带着孩子们参观老物件，纺车、古

钱币、芭蕉扇、收音机……每个老物件，他都能讲出一段不

同的故事。

“现在我年龄大了，但身体还行。”来永厚说，作为一名乡

村教师，他深爱教育事业，更深爱这片养育自己的土地。只

要身体允许，这个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辅导站，他会坚持办

下去。

“他不计名利、发挥余热的做法，值得老同志们学习。”

伍明镇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高汝轩说，退休这么多年来，来

永厚时刻关心着留守儿童的学习和成长，他的行为在“五

老”中产生很好的影响，村民对他赞不绝口，孩子们亲切地

称他为“好爷爷”。

（任刚/文 王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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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永厚带孩子们参观老物件来永厚带孩子们参观老物件

1月28日，怀宁县平

山镇青年志愿者在大塅

村和留守儿童一起玩游

戏、看书。春节临近，出

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怀

宁县不少在外务工人员

自愿、主动、安心地留在

异地过年。为了让未返

乡人员子女过上安全、

快乐、祥和的春节，解除

未返乡人员的后顾之

忧，怀宁县各级组织广

泛开展关爱留守儿童系

列活动，让留守儿童温

暖 过 冬 ，开 心 过 节 。

檀志扬 杨兰兰/摄

你你异地过年异地过年

我我温暖守娃温暖守娃

本报讯 2月 1日，记者从合肥市

公安局获悉，春节临近，为守护广大群

众“舌尖上的安全”，合肥警方严打涉食

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已破获各类危害

食品安全案件61起，采取强制措施148
人，打掉犯罪团伙37个。

近日，合肥市公安局经开分局在工

作中发现，一辆可疑商务车经常在夜间

向合肥市区多处烟酒店运送白酒，每次

交易过程隐蔽且迅速，非常可疑。经侦

查研判，一个制售假酒团伙浮出水面。

随着侦查的深入，民警掌握了该团伙成

员情况及位于长丰县及庐阳区的三处

制售假窝点位置。

1月 29日晚，办案民警获悉，该车

辆又从寿县装了满满一车某品牌白酒

返回合肥后向庐阳、北城等处烟酒店送

货。收网时机成熟后，民警制定了详细

的抓捕计划，兵分多路开展行动。当

晚，民警在长丰县一窝点现场抓获4名
嫌疑人，并捣毁3处制酒、储酒窝点，合

计查获1.6万余瓶假冒白酒。

经查，该制售假酒团伙成员多为亲

戚关系，受假酒的高额利益驱使，开始

了“家族式”制售假酒工作。他们租用

加工场所，用低价购来的无牌原料酒，

加上香精等原料，勾兑成足以乱真的品

牌“白酒”，灌到收购来的品牌酒瓶中，

再进行细致封装。该团伙一般都在晚上装货、卸货，为

躲避打击，三处窝点分散，相对隐蔽。目前，4名犯罪嫌

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中。

随着春节临近，广大群众对粮油肉蛋菜果奶等生

活必需品和酒类等节日大宗消费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为守护广大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合肥警方结合农村

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执法工作和“打击假冒伪劣犯罪春

风行动”，严打涉食品领域违法犯罪活动。

行动开展以来，合肥公安机关食药环侦部门加强

制售伪劣食品犯罪线索发现和侦查打击工作，对重点

案件特别是涉及团伙性、系列性、跨地域案件，在及时

排除现实危害的同时，开展专案经营，深挖系列案件，

做到“破一案带一串，抓一个挖一窝”，全环节侦办案

件，坚决摧毁犯罪网络、斩断利益链条，守护“舌尖上的

年货”。

据统计，自 2020年 12月至今，全市共破获各类危

害食品安全案件61起，采取强制措施148人，打掉犯罪

团伙37个。 （合公新 本报记者 蒋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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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29日，蚌埠市一5岁男童离家走失

6个多小时，警方利用警犬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全力追

踪搜寻，终于找回了男童，受到男童家长和群众的一

致称赞。

当天下午2时许，蚌埠市公安局淮上分局吴小街

派出所接到一群众报警称，自己 5岁的儿子上午 9点
左右趁着家人不注意，从家中跑出，家人四处找不到

孩子，请求民警帮助。

接到报警后，吴小街派出所所长胡林敏立即带

领值班人员卢玥文、邵坤等赶到现场。民警现场了

解情况后，随即调阅了周围几个小区的监控录像，然

而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民警没能查看到任何走失男

童的线索。

看着一旁急得六神无主的男童母亲，所长胡林

敏安排民警卢玥文立即向所在辖区的警犬基地寻求

帮助。警犬基地当即安排一名警犬训导员带着警犬

赶到男童家中，民警在掌握男童的体貌特征后，以男

童的鞋袜作为嗅源，让警犬嗅了之后带警犬进行追

踪寻找。

在警犬搜寻期间，由于周边小区比较密集，沿街

小吃店、大排档等复杂气味干扰，加之围观群众吵闹

声较大，给警犬搜寻带来一定的难度。民警和训导

员通过耐心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帮警犬克服干扰继

续追踪寻找。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搜寻，警犬在一产业园大门

附近反应明显加强，民警根据经验判断，他们应该已

经接近目标。于是,民警和男童家长在周围进行仔细

查找，终于在大门口的一处花坛中找到了走失的男

童。男童的母亲赶紧上前将儿子抱在怀里，激动地

流下眼泪，连声对民警和警犬训导员表示感谢。

警犬训导员介绍，这只黑色警犬名叫“贝塔”，是

一只追踪犬，根据气味找人是它的强项，多亏了它才

能迅速地找到走失男童。 （司从军）

5岁男童走失6小时
警犬一路追踪帮找回

“嘟——嘟——”随着清脆的哨音吹响，54岁的许笑进快速挥动手

势，示意前方的非机动车“往前一点”。在宣城市鳌峰路与状元路交叉

口，这位警龄31年的“老兵”穿梭在奔流不息的车流中，数十年如一日

紧张有序地疏导着交通。

许笑进，宣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在他身上，有着

许多“标签”：马路“吸尘器”、创建“排头兵”、抗疫“突击员”……而这些

“标签”背后，最浓重的底色则是“退役军人”。

时间拨回到1989年。那一年，许笑进从军营退伍，加入警队，完成

人生两大梦想。从军营里的老兵，到交警战线的“新兵”，许笑进是出了

名的爱岗敬业、勤奋好学，无论是烈日酷暑还是冰雪严寒，总能看到他

的身影。由于长时间在道路上工作，加之经常加班熬夜，同事们都形象

地称呼他是马路的“吸尘器”、单位的“夜猫子”、警队里的“拼命三郎”。

2015年，宣城市拉开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序幕。同年10月，许笑

进成为负责城区交通管理的二大队负责人。

作为文明创建的主战场，城区道路交通管理难度可想而知。经过

深入思考，结合市区交通实际，他创新提出城市道路交通“三化”管理

模式：精细化——完善道路交通设施，规范车辆行人通行秩序，编号管

理外卖车辆；社会化——组建社区交警，开展“参与交通劝导减免交通

违法记分活动”，建立“有奖举报”平台；科技化——向科技要警力，智

能控制交通，让市区主要路段晚高峰出城平均时间下降45.1%、平均红

灯等待次数减少60%，道路实际通行能力提高近20%，最大排队长度缩

短15%。

“三化”管理模式发挥出了“1+1+1>3”功效：宣城市电动车管理经

验被央视报道向全国推广；2017年的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之中，宣城市

交通秩序成绩排名全省第一，为首创首成全国文明城市做出积极贡

献；2018年，省委政法委对全省 16地市道路交通秩序满意率测评中，

宣城市获得全省第一的好成绩。

数字无言，却最具说服力。创建工作开展5年里，许笑进带领民警

查处各类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达100余万起。

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猝然来袭时，许笑进又一次挺身而出，成

为抗疫“突击员”。他牵头组建一支由12名党员组成的“突击队”，在防

疫任务最为繁重的G50高速宣城东、西、北3个管控点开展防控工作，

筑起了严密的“防控墙”。

为了减轻队员的任务，战“疫”期间，他每天除了要在各管控点数

次往返外，还主动要求夜班执勤。持续作战，透支了他的身体，3月初

的一个晚上，刚刚执勤回家的他，突然眼前一黑，重重摔倒在卫生间。

最终诊断为：4根肋骨断裂并伴有胸腔出血。

可就在大伙以为“拼命三郎”这会要“消停”时，仅仅两周后，他就

将“病房”搬到了办公室。每次输完液后，他又急着上路巡查、指挥调

度，一如从前般忙碌着。

“作为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闸，交警就像是这个城市的‘口罩’，关键

时刻，‘口罩’怎能休息？”他的话感染了同事们。在他的影响和带动

下，二大队150余名同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牢牢筑起一道宣

城的疫情“防控墙”。 （张玉荣）

许笑进：警队里的“拼命三郎”

本报讯 日前，合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庐阳大队四中队辅警

邵扬在百花井执勤时，接到了一个紧急求助，一位头部受伤的男

孩急需就医。随后，他驾驶警用摩托车为求助人开道，将孩子及

时护送至医院。

当天上午，合肥一网约车驾驶员驾车经过五河路与阜阳北路

交口时，看到一位男子抱着孩子不停招手，该男子捂着孩子的头

部，看起来有些着急。没有多想，他把车停在路口，该男子焦急地

表示希望驾驶员能将他们送往医院。“当时路况还好，我们很快来

到了百花井。”进入市区后，驾驶员明显感觉到车流量变大，建议

车内的男子求助交警部门。于是，就有了上述一幕。

了解情况后，邵扬立即驾驶警用摩托车，一路闪烁警灯，鸣响

警笛，提示前方车辆避让，为护送病人的车辆疏通出“绿色”通道，

用最短的时间把病人送到了医院。

“如果我自己开车到医院，估计需要半小时。在警车的开道

下，我们只用了10分钟左右。”驾驶员表示。

到达医院后，邵扬还拿来一个新口罩，帮助男孩父亲戴上，让

他安心就医。“后来我们就离开了，回到路口执勤。”邵扬说。

为了感谢驾驶员的免费送医，受伤男孩的父亲提出想要其电

话，以便后期感谢，被其婉言谢绝。“我觉得任何驾驶员遇到这种

情况都会帮忙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驾驶员说，这点小事算不

了什么，能帮助他人就好。

（巫林峰）

路遇受伤儿童 警民携手护送就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