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媒体记者 伍圆圆 张纯 孙娟

在繁昌区横山回族村，有一位
“老翘黄牛肉”个体经营户伍泽华，他
虽然肢体带有残疾，腿脚不便，但凭
着勤劳的双手和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儿，从传统的散养户发展到如今十里
八乡有名的养殖大户，创立了全区第
一家残疾人就业基地，冲出苦难命运
的桎梏，书写属于他的“逆袭”人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伍泽华说，
他是一位普通的黄牛肉个体经营
户，却同时也是芜湖市残疾人就业
帮扶二级基地——老翘牛肉经营部
的创始者。1987 年，24 岁的伍泽华
正值挑起家庭重担的年纪，却因患
强直性脊柱炎导致腿部残疾。面对
突 然 的 噩 耗 ，伍 泽 华 内 心 十 分 煎
熬。不仅是因为年纪轻轻就成了一
名残疾人，更因为他知道这也意味

着自己的家庭没有了经济来源。伍
泽华并没有因此一直颓废下去，在
医院治疗期间，身上的伤痛和内心
的焦虑不断刺激着他：“我要重新站
立起来，挺起脊梁撑起这个家。”每
当提及自己的奋斗过往，伍泽华都
充满着自豪：“人要坚强，要凭双手
坚持奋斗。虽然我残疾了，但是只
要我比别人努力，我也能成功！”

出院之后，伍泽华决定回到家
乡创业，从自己的老本行——养牛
开始。残疾人的创业之路更加波折
坎坷。从创业初期的各种艰难与辛
苦，到通过坚持学习、虚心向人请
教，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几经风
雨，伍泽华的日子开始慢慢红火起
来。截至目前，伍泽华的养牛场共
有 107 头黄牛，50 多头羊，每年盈利
可达 700 余万元。一人富不算富，每
当看到身边有因为身体缘故而无法

正常工作的老乡，伍泽华暗暗下定
决心，一定要找到路子带领他们创
业，共同致富。伍泽华先是找了几
位残疾人，精心安排他们每个人在
有限的劳动能力范围内，找到适合
自己的工作。每月在领取工资时，
数着一张张靠自己双手挣回来的钞
票 ，大 家 脸 上 都 洋 溢 着 幸 福 的 微
笑。面对伍泽华这些用真心换真
心，体贴入微的举动，员工们的内心
也感觉暖暖的，大家都说，伍泽华待
他们像兄弟一般，跟着他干他们开
心，心里踏实。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伍泽华
向区残联申请建立残疾人就业帮扶
基地，争取让工人们也能够享受到
政府的政策扶持。在收到伍泽华的
申请之后，区残联高度重视，积极协
调对接，最终“老翘牛肉经营部”被
市残联确认为残疾人就业帮扶二级

基地。2023 年区残联对“繁昌县老
翘牛肉经营部”作为残疾人就业帮
扶基地进行培育和申报，并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通过市级评估验收，当
年兑付资金 5 万元。这不仅是对伍
泽华行为的认可，更加深了他帮助
残疾人、带领村民致富的决心。

伍泽华说自己是位再平凡不过
的个体经营户，在人生路上，曾失望
颓废过；在创业路上，也曾亏本失败
过，但正如他所言：正常的人能干
的，我们残疾人肯定也可以。展望
新的一年，他将继续撸起袖子，带领
村民，建设家乡，在共同致富的路上
越走越踏实，越走越远！“如果明年
市场好的话，我打算拓展规模，争取
再带动十几个残疾人，带大家一起
创业、养牛。尽自己的力量帮扶更
多的人！”伍泽华激动且坚定地告诉
记者。

今年以来，繁昌区城管局按照
“统筹规划、应建尽建”和“急用先
建、易建快建”的原则，在城区人流
量大的交通路口非机动车道等候区
安装遮阳棚。截至目前，已在迎春
东路与龙亭东路交叉口、安定东路
与龙亭东路交叉口、迎春西路与红
花山路交叉口建设完成遮阳棚9个。

当地的很多市民可能已经注意
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繁昌区的
迎春路、龙亭路、安定路等多条城市
道路的主要交叉路口，一处处新颖
美观的遮阳棚正陆续在非机动车道
的红灯等候区建起来。这些遮阳棚
均采用的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膜结
构，造型简洁明快、刚劲有力，远望
近观都十分养眼。

因为方便快捷、灵活机动，使用
成本不高，又没有找不到停车位的
烦恼，所以即便是在汽车已经成为
很多家庭标配“硬件”的当下，电动
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仍然是大多
数市民出行喜爱的交通工具。但
是，骑车人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
在路口等红灯时常常要面对酷暑天
气烈日的暴晒和雨雪的侵扰。

为了对抗不利天气的影响，不
少骑车人给爱车加装了遮阳棚，为
自 己 营 造 一 个 舒 适 一 点 的“ 小 环
境”。但是，私自加装遮阳棚不仅是
一种改变车身结构的违法行为，同
时也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在

交管部门的严管之下，繁昌区电动
车主私自加装的遮阳棚正陆陆续续
被拆除。不过，另一个新问题也摆
在了城市管理者的面前：市民给电
动车加装遮阳棚，无非就是想遮烈
日挡雨雪。那么，这种想法能否以
其他方式得到满足呢？

经过深入调研和实地走访，从
去年开始，繁昌区开始推进“小棚”
换“大棚”工程，在拆除电动车遮阳
棚的同时，一处处专供骑车者等候
红灯时使用的大型遮阳棚，开始在
不少路口的非机动车道等候区建起
来。这些遮阳棚建成投入使用以
后，市民在路口等待红灯时，再也用
不着为了避开烈日和雨雪去“东躲
西藏”寻找遮蔽物，非机动车道的通
行环境也得到一定改善，安全性有
所提升。

骑车出行的市民，总想尽可能
少一点经受烈日的“烤”验和雨雪的
问候，这是人之常情。在城区人流
量大的交通路口非机动车道等候区
安装遮阳棚，虽然只是暂时的遮挡，
无法给骑车人提供全程的“庇护”，
但是，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最大限
度去改善不利天气因素对骑车人出
行带来的影响，也让我们看见了一
座城市的暖心。如果说出行路上有
匆匆的脚步，那么遮阳棚下一定是
城市的温情。

刘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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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阳棚下是城市的温情

伍泽华：身残志坚 书写“逆袭”人生

冬修水利

区司法局

“身临其境” VR助矫显成效

近日，繁昌区利用农闲时节加紧
推进高标准农田水利建设，改善农田
灌溉及耕作条件，助推农民增产增收，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全媒体记者 杨华 摄

本报讯“模拟酒驾情景时，我
感到头晕目眩，反应迟钝，方向盘
难以控制，很难避开障碍与行人，
这 要 是 在 现 实 中 实 在 太 危 险 了 ！
我现在想想都后怕！我很后悔自
己酒后驾车。”“整天生活在高墙电
网下，失去自由的感觉太痛苦了！”
两名体验完 VR 沉浸教育的社区矫
正对象说道。

今年以来，繁昌区社区矫正管
理局积极构建数据一体化、管理智
能化、移动互联化、指挥可视化的
智慧矫正工作模式，扎实推进智慧
矫正中心建设，引入线下 VR 教育
项目，社区矫正教育内容信息化再
造，实现教育矫正数字化、可视化、
动态化。该局根据社区矫正对象

的犯罪类型、再犯风险和身心特点
安排酒驾体验、入监警示等 VR 矫
正教育课程，让社区矫正对象进行
沉浸式的感悟体验，震撼其心灵，
有效增强社区矫正对象的守法意
识 和 在 矫 观 念 ，筑 牢 法 治 安 全 底
线。

繁昌区智慧矫正中心建成后，
繁昌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已将 VR 矫
正教育纳入社区矫正对象入矫教
育课程，截至目前，累计开展集中
教学 4 场次，受教育人数 16 人次。
VR 矫正教育活动的开展，有效弥
补了课堂教育内容的体验局限性，
丰富了社区矫正教育内容和形式，
教育矫治效果显著。

叶其璇

携手同心 抗击冰雪

打造古韵铜西 见证乡村蝶变
绿野青山，白墙黛瓦，袅袅炊烟

……沿着平整的彩虹步道走进繁昌
经开区新合村铜西自然村，映入眼
帘的是一幅幅古色古香的田园画
卷。近年来，新合村牢牢把握乡村
振兴战略总基调，持续开展和美乡
村建设。自实施美丽乡村中心村建
设开始，铜西村瞄准“生态宜居村庄
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
美”的总目标，围绕“铜西文蕴，闲雅
乡村”的发展定位，因地制宜，科学
规划，分类推进，用“绣花”功夫建设
美丽乡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显著增强。

乡村治理共建共治，激发内生
动力。农民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和

传承者，为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充分
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规
划制定过程中，新合村通过召开村
民代表大会、入户发放调查问卷、召
开面对面座谈会等方式，充分尊重
农民意愿，听取意见。在推进过程
中，村民参与到项目建设的方方面
面。沟塘清淤根据现场情况，村民
调用挖掘机进行集中整治；房前屋
后环境净化，村民自动自觉参与杂
物、垃圾的清理；绿化工程根据实际
测 量 面 积 ，由 村 民 组 自 行 采 购 等
等。鼓励村民畅所欲言，积极建言
献策，坚持共建共治，得到了群众的
广泛支持。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助力乡村

蝶变。和美乡村建设过程中，新合
村始终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主干
线，强化领导，依靠群众，久久为功，
坚持美丽乡村共建、环境卫生共治、
长效管护共管的人居环境治理模
式，对村内基础设施进行全面提升
改造，让村庄逐渐褪去污水横流、泥
泞不堪、杂草丛生的旧貌，蝶变成道
路宽阔通畅、健身休闲场所齐备、村
居垃圾处理有序、污水治理有效、生
活秩序规范、基础设施完善的宜居
乡村新风貌！

挖掘特色文化资源，打造古韵铜
西。乡土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是乡村
振兴的内在动力。铜西村文化资源
非常丰富，村民保留了千百年来传统

乡村生活和文化习俗，村内有一处战
国时期古采铜坑和冶铜铸币遗址，村
入口处有铜山查的宗祠和土地庙。
新合村深入挖掘村庄特色资源和传
统民俗文化，充分激活和利用文化善
治性，打造村口风水塘、造币遗址观
景处、老乌桕临水台、历史文化长廊
等特色景观，塑造古币、古树、古祠文
化为引领、历史内涵为支撑，生态、农
事于一体的美丽乡村。

一袅炊烟，一世人间。在一次
次见证和美乡村蝶变的过程中，新
合村将持续学习先进经验，探索创
新做法，进一步提升美丽乡村建设
品质，为乡村振兴增添有力注脚。

王欢欢

12月14日，繁昌区老年大学部分班级举行“庆元旦 迎新年”教学成果展示联
欢活动。师生们欢聚一堂，通过精彩的文艺节目展演，汇报一年来的学习成果，
充分展示老年人的精神风貌。

杨华吴保玉 摄

本报讯 12 月 17 日以来，芜湖
市 持 续 出 现 强 降 雪 天 气 ，多 地 出
现道路积雪、结冰等现象，造成过
往车辆通行困难，群众出行不便。

雪 情 就 是 命 令 ，行 动 诠 释 信
仰 ，中 交 路 建 芜 湖 繁 昌 项 目 部 立
即 启 动 应 急 预 案 ，组 织 项 目 人 员
奔 赴 一 线 ，项 目 部 成 立 6 支 队
伍 ，共 抽 调 机 械 11 辆 ，动 员 50 余
人开展路面铲冰除雪工作。

项 目 领 导 和 普 通 工 作 人 员 一
起 冲 锋 在 一 线 、战 斗 在 一 线 ，主
动 进 位 ，主 动 担 当 ，一 起 奋 战 ，打
通 运 输 线 、生 命 线 ，实 行 24 小 时

值 班 制 和 信 息 报 送 制 ，持 续 进 行
积 雪 清 扫 ，做 好 冰 冻 灾 害 防 范 工
作。

项目措施得力，管控到位，用
最 快 的 速 度 、最 高 的 效 率 做 好 清
雪 保 通 工 作 ，充 分 保 障 了 当 地 群
众 的 安 全 出 行 ，也 锻 炼 了 中 交 人
抢 险 应 急 能
力 ，用 实 际 行
动、无畏精神、
昂 扬 斗 志 诠 释
责任与担当。

秦凤轩
卢生远

繁阳镇新化社区：打造“三公里”就业圈 共绘就业“同心圆”
在刚结束不久的芜湖市“三公

里”充分就业社区建设大比武中，繁
阳镇新化社区荣获第一名，捧得了

“最佳服务奖”。近年来，新化社区不
断提升就业服务能力建设，不断促进
居民“家门口”就业，打通服务群众就
业的“最后一公里”。

突出机制，形成合力。新化社区
是繁昌区的新城区，辖区有 6 个大中
型小区，住户7532户，常住人口1.4万
余人，户籍人口 2158 人。就业服务
工作尤其重要，社区在“一站式”便民
服务大厅设立就业创业服务窗口，并
配备 2 名专兼职就业服务人员，制定
就业工作岗位职责、公开服务内容、
服务制度、监督投诉电话，开展就业
指导、岗位推荐、“就业芜优”求职平
台操作“一对一”的指导服务。全面
摸排社区居民人数、年龄、就业状况
等信息，对未就业人员的就业意愿和
就业技能等进行详细记录，并且建立
了动态电子台账。目前已登记失业
人员69人、就业困难人员23人、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4人，创业贷款发放10
余人。

通过对辖区物业公司、中小型超
市、餐饮单位以及其他小微企业进行

走访摸排，详细了解用工需求。梳理
出用工需求单位 188 家，累计需求人
数 2072 人。通过线上平台及时了解
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
信息，并做好跟踪回访，填写帮扶记
录；及时更新就业岗位与求职登记相
关信息，夯实就业帮扶。截至目前，

“就在芜湖”小程序平台注册用户
2113人，成功帮扶就业892人。

拓宽渠道，提升能力。新化社区
积极组织居民群众参与区、镇、社区
等各级招聘会，助力企业招工。2023
年累计组织开展 12 场社区招聘会。
根据网格划分，组织网格员、志愿者
入户宣传，帮助居民下载“三公里就
业圈”App，并采取“线上线下联动”
等方式，通过广播、宣传栏、发放宣传
单等形式宣传灵活就业等政策，切实
将“三公里”就业政策送到群众身
边。截至目前已发放各类宣传单
8000 余份，制作横幅 20 余条，并在
280个单元口粘贴了“三公里就业圈”
小程序二维码。另通过微信公众号、
朋友圈、居民群等渠道，定期发布各
类就业政策和招聘信息 300 余条，大
大提高了居民对“三公里就业圈”的
知晓率和参与度。社区积极组织 35

名有技能培训需求的居民参与“新徽
菜·名徽厨”、家政服务、育儿嫂培训
等暖民心培训班，其中有 5 人成功实
现就业，获取了一份满意的工作。社
区还组织 25 人参加了区、镇举办的
SYB 创业技能培训、电商培训等，其
中2人实现了再就业或就业转移。

关注重点，做好服务。新化社区
开发了 3 个短期就业见习岗位，安置
了 3 名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参与社区
治理、安全信息等事务见习岗位。积
极组织居民群众参与区、镇、社区各
级招聘会，助力企业招工，为劳动者
提供了更加充分、优质的政策咨询、
职业指导、求职登记、招聘用人、推荐
就业等“一条龙”服务。目前已托底
安置帮扶 23 名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社区通过“三公里就业圈”App、电
话、实地走访等，积极与辖区用工企
业沟通，广泛收集企业用工信息，掌
握企业用工需求，为辖区内有就业需
求的人员推荐合适岗位，全力做好就
业服务。社区居民周师傅年轻时因
意外手臂伤残，一直无稳定工作，在
社区志愿者帮助下顺利寻找到一份
保洁工作，有了一份固定收入，实现
了自身价值，缓解了家庭困难。

共建共享，助力就业。强化“社
企共建”，新化社区广泛借力借势，凝
聚就业力量。积极与辖区物业公司、
银行、超市、小微企业等开展党建共
建，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合作，进行“破
圈联动”，共同寻找、开发就业岗位，
为居民就地就近实现就业，也有效解
决了社区内小微企业招工难、招工渠
道不畅等问题；强化“社校共建”，新
化社区辖内有1所小学、2所幼儿园，
社区发挥属地作用，结合“暖民心·爱
回家”行动，积极与校方对接，摸排梳
理留守儿童名单，并对留守儿童进行

“三级包保”，与家长逐一联系，为他
们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今年
以来已成功帮助 1 名留守儿童的父
母回乡就业，让“爱”回家；强化“社团
共建”，新化社区组建志愿者服务队、
文艺团队等各类社团组织，举办“公
益集市”系列活动、“戏曲进小区”“双
微行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广
泛宣传“三公里就业圈”，充分发挥社
区团体的力量，不断提升群众的政策
知晓率和参与度。截至目前，辖区内
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劳动者就
业率达到96%。

杨才星 余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