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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平台、大宣传格局”，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下载“智慧无为”
手机台，“无为发布、无为广电”微信公众号！

无为广电融媒体微信矩阵

□大江晚报记者 吴敏 汪武
时至今日，电影《渡江侦察记》

还让一代代人由衷地赞为经典，不
少观众认为其中“刘四姐”这一角色
的原型人物就是“渡江英雄”马毛
姐。在大江南北，许多年来，一代代
人依然记得马毛姐 14 岁的英勇模
样，撑起竹篙奋起跳上木船，只为运
送更多的解放军打到江南，解放全
中国。

3 月 28 日，天气晴好。在清明
节到来之际，今年86岁的马毛姐来
到家乡——无为市刘渡镇马坝村，
为已过世大哥等亲人扫墓。乡亲们
得知马毛姐回“家”，非常热情。马
毛姐也在已“变化太大”的家乡给孩
子们和年轻人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
教育课，“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要珍惜现在的生活，要热爱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穷人就过不上好日
子”。

得知英雄回“家”乡亲们热情迎
接

当日，得知马毛姐要回乡的消
息，记者一行也及时赶赴无为市刘
渡镇马坝村。数年来，记者因采访
需要，多次到无为市各镇、村，每隔
一段时间到同样的地方就会发现有
变化。特别是2020年以来，变化更
是明显。不管是一幢幢新建的村居
民房，还是景观化的村口小池塘，都
让人感受到美丽乡村建设的成果。
而走在村里，乡亲们越发从容的微
笑更让人感受到他们的幸福与对未
来的信心。

当车辆来到马坝村时，记者就
感受到乡亲们的热情，多条横幅已
拉起，“致敬渡江英雄！欢迎回家！”

的确，这里就是英雄的“家”。
当来到村活动广场时，已是如过节
般的氛围，不少村民已闻讯赶来，将
坐在轮椅上的马毛姐团团围住。有
的老太太则握住马毛姐的手说，“好

长时间没回来看看喽，你还记得我
呀！”马毛姐笑着说，“记得，记得，都
记得哦”。

和村民们特别是老人拉起家
常后，马毛姐就一直笑着。当村
里的学生们得知这位传奇老人要
回“家”后，就穿着整齐，一同向老
人献花、敬礼。看着一个个朝气
蓬勃的孩子，她特别喜欢。应大
家请求，马毛姐还现场给孩子们
以及年轻人上了一堂爱国主义党
史教育课。老人虽然腿脚不便，
但是耳聪目明，说起当年的故事
记忆犹新。

她说当年的日子很苦，“我们这
里离长江近，多为船民，以捕鱼为
生。旧社会，我们船民捕到大鱼就
会有渔霸来抢夺敲诈，当时的国民
党反动派不但不管我们死活，还一
样欺压我们。我们穷人真的就要走
投无路。后来共产党解放军来了，
我们知道他们是帮助穷人的，所以
我们义无反顾地要和共产党一道
走”。她还叮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

“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更有本事为人
民服务，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孝
顺”。

一堂党史课让大家犹如身临其
境

马毛姐是位很慈祥的老人，尽
管家人担心她年事已高不能太累，
但她还是愿意和大家多说说心里
话。她告诉记者，清明节要到了，她
就想着回家乡看看，为父母、大哥扫
墓，还要看望家乡父老，“家乡变化
太大了，你看看以前哪有现在这么
好的房子，我们当时只能以船为家，
这里原来是臭水塘，现在多漂亮”。

说起大哥，马毛姐的目光仿佛
又回到那个改天换地的年代。1949
年2月，马坝村附近长江大堤上，人
马川流不息。此时，无为及附近等
地刚刚解放，人民群众盼着解放军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约有数十
万群众踊跃支前，帮助解放军修路
架桥、运输物资。马毛姐一家和许
多劳苦大众一样，对共产党解放军
充满了感情。

得知解放军要征集船只后，马
毛姐和大哥带领解放军和当时区、
乡工作人员四处去做说服动员工
作，征集船只，并且还帮助解放军将
一些被有意沉到河底、池塘的船只
打捞起来修复，帮助大军过江。

在渡江战役开始时，她大哥
已在船尾准备掌舵摇桨送解放军
过 江 。 马 毛 姐 也 要 跟 着 一 起 运
送。不过，解放军对马毛姐说，

“你太小，很危险”。就在船只刚
驶离岸边时，马毛姐撑起竹篙跃
上木船。此时，战斗一触即发，船
只来不及回头。在江面上，马毛
姐面对着枪林弹雨也不畏惧，即
使右臂被子弹划伤，也坚持不停，
在运送解放军的同时，还救起多
名落水战士。渡江战役后，马毛
姐被授予“一等功臣”称号，无为
3107 名渡江功臣中，她年龄最小。

马毛姐给大家上了课后还兴致
勃勃地去了长江边，在刘渡镇木材
市场，她指着滔滔江水说，当时就是
在这里上船的，“我还能记得当时枪
炮的隆隆声”。

不辜负先辈不辜负这方热土
听马毛姐说起那段英勇的往事

时，大家都心潮澎湃。刘渡镇党委
副书记、镇长刘俊告诉记者，“一个
当时14岁的小姑娘是非曲直分得非
常清，谁好谁坏她心里一本账，豁出
命来跟着共产党走也在所不惜。而
跟着共产党走的何止她一个，千千
万万的中国人都选择了共产党，选
择了新中国。所以我们今天听老人
上一堂党史课非常有意义，我们要
继续学党史，并学习好经验好做法，
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让革命先辈

的血不白流”。
记者了解到，2020 年，刘渡镇

最后一批 27 户 78 人成功脱贫，全
镇圆满完成扶贫大业。这一年来，
刘渡镇聚焦民生福祉，幸福生活触
手可及，新建水泥路面村级道路27
条，总计 12.6 公里，极大改善了 10
个行政村、26个自然村交通面貌和
出行条件。93个农田水利“最后一
公里”项目有序实施，有效改善了
庆丰等 5 个村（社区）农田灌溉抗
旱条件。27 个灾后水毁修复项目
快马加鞭。2020 年实现村级集体
经济收入全面达到 10 万元，民生
工程考核在全市继续保持前列。
人居环境不断美化，刘渡社区后湾
中心村顺利通过芜湖市 2019 年度
美丽乡村建设考评验收，2020 年度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庆丰行政村
新生中心村全面开工建设。

对此，马坝村所在行政村邱城
村党总支书记马国强指着村广场一
端的舞台背景墙说，“你看，渡江英
雄村——马坝村，渡江战役少年巾
帼英雄——马毛姐，我们村不但对
有这样的女英雄自豪，我们也对出
了许许多多支援解放军打过长江去
的先人而自豪，我们也为我们这块
有着光荣历史的土地而自豪，我们
必将努力不会辜负这块热土”。

据介绍，作为邱城村的中心
村，马坝村依水而落，风景秀丽，
周边农田、蟹塘、莲藕形成了优美
的生态大环境，村庄内外的河流、
水塘等为美丽乡村的建设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当下，马坝中心村
以美丽乡村建设为契机，依托有
利的生态优势、地域特色和农业
产业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和精品
农业，将中心村打造为“宜居、宜
业”的人居环境优异的村庄，建成

“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
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村庄，建
设成为“美丽乡村”的示范村。

渡江战役“一等功臣”马毛姐回故土说党史感党恩

清明前夕，刘渡镇组织机关
全体党员前往渡江战役第一船登
陆点——繁昌区板子矶，追忆革
命峥嵘岁月，汲取接续奋斗力
量。在“渡江战役第一船登陆点”
纪念碑前，党员们向着鲜红的党
旗，庄重举起右手，重温入党誓
词，表达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坚定决心。

王洋 摄

缅怀渡江英烈缅怀渡江英烈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市税务局工作人员正在向企业负责人介绍相关税收知识。今年4月是
第30个全国税收宣传月。近日，市税务局在“电缆之乡”高沟镇开展第30
个税收宣传月宣传活动。期间，将举办税史税法宣传、税收知识问答、税法

“六进”、以及税收主题征文等活动，以务实惠民的举措回应纳税人缴费人
关切，持续提升纳税人满意度。

周旭东 摄

税收惠民办实事税收惠民办实事 深化改革开新局深化改革开新局

本 刊 讯（记 者 杨 骏）4 月 1

日，市委书记奚南山，市委常委、纪

委书记、监委主任黄汇文在市委

办、督察室、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同

志的陪同下，前往石涧镇督导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奚南山一行先后前往石涧镇打

鼓行政村废弃矿山地质修复点、华塑

矿业有限公司、磊达公司码头，实地

查看矿山修复、地表淋溶水收集、抑

尘、船舶污水垃圾收集处置等情况,

并现场听取相关单位关于修复整改

进展汇报。黄汇文就整改工作提出

要求。

督导中，奚南山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认

真落实中央巡视和环保督察反馈

问题整改及省委部署要求，既要立

行立改抓好问题整改，又要把加强

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发展、乡村振

兴战略更好结合起来，严格实施矿

山修复方案，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完善常态化日常监督机制，确保高

质量完成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

实现社会、生态、经济效益同频共

振。

奚南山前往石涧镇督导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本刊讯（记者 汪玉婷）4 月 2
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
大）会议暨中央巡视、省委巡视“回
头看”整改情况汇报会召开。市委
书记奚南山主持会议。市委副书
记、市长吴瑞新，市领导徐启发、黄
万勇、唐诚、黄汇文、陈红琴、唐曾胜
出席。各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市
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巡
改办全体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书面学习习近平关于全面
从严治党论述摘编（节选）；听取镇党
委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清单情况和中央巡视、省委巡视“回
头看”整改情况汇报。审议《“一岗双
责”情况报备制度（送审稿）》。

会议指出，一要牢固树立抓好
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各级各部
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抓好党建
作为最大的政绩。二要认真履职尽
责，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
任。要主动担当，牢固树立抓从严
治党是本职、不抓从严治党是失
职、抓不好从严治党是渎职的观
念，自觉把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记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
上，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取
得实效。三要坚持科学务实，扎实
推进党建工作。要加强党组织书记
队伍建设，做好选、育、用、管各项工
作，加大后备干部培养力度，为村级
党组织储备源头活力。四要强化组
织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要不断加
强党员队伍管理，党员是党的肌体
细胞，党员有活力，党才有生机。五
要强化正风肃纪 ，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严格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加强干部职
工监督管理，忠实履行职责，增强党
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廉政守纪意识，
提高自身意识和能力。六要强化责
任措施 ，确保高质量完成巡视整改
任务。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当前最紧
要的政治任务，坚决扛起巡视整改
主体责任。各地各部门把巡视整改
抓在手上、扛在肩上，细化整改措
施、明晰整改责任，迅速抓紧抓好
中央及省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
实。

中央巡视、省委巡视“回头看”整改情况汇报会召开
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暨

本刊讯（通讯员 倪壮 刘群玉 陈
蓉）“送戏进万村”作为文化惠民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振兴乡村，推广
戏曲艺术普及、传承地方戏曲文化等
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十三
五”期间，无为市进一步拓宽送戏渠
道、改善服务水平，丰富新创剧目供
给，累计为广大群众送去1750余场戏
曲演出。

提高送戏门槛，保证送戏质量。
针对个别剧团存在的低价中标、演出
单位视频照片不符合要求、演出管理
不到位等问题，制定问题清单，梳理
出问题，制定整改落实措施。同时在
倾听民意基础上，及时调整评标规
则，避免低价中标，确保中标剧团的
质量，优选6家民营剧团，为群众提供
专业化演出。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

和业务培训会，从演出实效、演出管
理、网络平台工作等方面对中标民营
剧团进行讲解，大力提高剧团管理水
平和送戏质量。

倾听群众呼声，优化服务水平。
无为市多次组织综合文化站站长、剧
团代表、村民生工程监督员及村文化
带头人开展经验交流座谈会。发放

《“送戏进万村”活动征求意见表》，通
过群众“点单”看戏，政府“买单”的方
式，掌握乡村群众的需求动态，根据
群众的合理建议，及时调整演出节目
内容、时间、地点。在综合考虑交通
便利、乡风民俗、农忙时节、群众基础
等因素，选择群众爱看的戏剧进村演
出。各剧团坚持“与镇沟通必做、到
村宣传必做”工作原则，做好送戏前
准备和宣传工作，营造现场人气，切

实为广大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文化
民生服务。

充实戏曲剧目库，加大推广力
度。根据当地乡土特色和农民实际
需求，创作出一批反映脱贫攻坚、美
丽乡村建设等乡村振兴题材的戏曲
剧目，大力丰富新创戏曲剧目库，其
中改编剧目《浪子回头》入选省十大
名剧，新创戏曲《好人郝仁》、《一树花
开》、《战火青春》分别入选 2017 年、
2018年、2020年省戏曲孵化项目，新
创戏曲《书记老王》、《战火青春》入选
2020 年第三届安徽省群星奖展演节
目，并将这些优秀剧目利用网站、微
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展演，加大推广
力度，提升文化软实力和自信心。

增强文化认同感，培植乡村精神
沃土。一直以来，无为市在满足群众

想看戏的需求同时，更要满足看好
戏、看大戏的文化需求，在戏曲精品
创作上狠下功夫，组织戏曲专家、民
营艺术团体、优秀文艺工作者，深入
乡村创作采风，挖掘素材，推出了多
部脍炙人口的地方戏曲，既有《父与
子》、《婆与媳》、《三女拜寿》等讲述平
民百姓家长里短传统庐剧，又有体现
大爱无疆、无私奉献的庐剧《一树花
开》、《好人郝仁》等新创剧目，这些戏
曲作品贴近生活、聚人气、接地气，通
过“送戏进万村”文化惠民服务平台
向广大乡村群众传递勤劳、善良、勇
敢、坚守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品
质，在净化乡风民风、改变农民精神
风貌，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上发挥
巨大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
的精神食粮。

“送戏进万村”文化惠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