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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文欣）
为加大平安建设宣传力度，进一
步增强群众的风险防范意识、安
全意识，提升家庭安全能力，近
日，赵庄镇开展以“平安家庭伴法
同行”为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通过悬挂横幅、
咨询解答、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宣
传形式，重点宣传了《民法典》施行
后婚姻共同财产纠纷、家庭暴力、
农村妇女土地确权等方面内容，受
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和欢迎。活动

共发放平安建设宣传资料 200余
份，接受法律咨询50余人次。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切实提高
了群众的平安建设意识和安全建
设能力，营造了人人关注安全、积
极参与平安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

赵庄镇积极开展平安家庭建设宣传活动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亚
翔 渠理超）为大力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改善
群众出行条件，在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各镇街、部门坚持把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与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相结合，扎实推进农村道路

“户户通”工程，连接起村民家门
口道路，切实打通农民出行“最后
一米”。

在丰沛两县毗邻的华山镇谢
村，“户户通”工程正在紧张有序
地进行。据了解，谢村隶属于华
山镇满庄行政村，多年来村里道
路坑坑洼洼，泥泞不堪，严重影响
了村里的生产和村民们的生活。
此外，谢村以种植大蒜、苔蒜为
主，粮食作物为辅，以前村里道路
不好，农副产品都卖不出去。

如今，“户户通”工程的实施，
既方便了群众的出行，也让村里
的农副产品“走”了出去，因此群
众积极性很高。有的村民拿出自
家工具，自发清理路面，有的还自
发积极捐款，为家乡建设添砖加

瓦。
“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对于修路这事，都很认同。”采访
中，华山镇满庄村村支部书记李
涛告诉记者。

谢村道路的修缮，只是我县
“户户通”工程中的一个缩影。据
了解，今年以来，为改善群众出行
条件，丰县公路管理站专门组建
了“户户通”工程领导小组，抽调
业务精、懂管理、责任心强的工程
技术专业人员40余人，进驻农村
道路硬化“户户通”工程建设指挥
部，对工程建设的质量、进度、合
同履行等进行全过程监督管理。
目前，“户户通”工程正在进行第
一批次工程建设，已经入扫尾阶
段，涉及全县 10 个乡镇，67 个自
然村。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户户
通”工程是今年市委、市政府为民
办实事的重点项目之一，徐州市
下达丰县的建设任务是 200 公
里。在此基础上，丰县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在全县 11 个镇实施 500 余

公里的“户户通”工程，确保全县
“户户通”行政村建成率达 70%。
为更好顺利开展工作，县财政还
每年拿出 5000 万元用于“户户
通”工作奖补。截至目前，已提前
超额完成市下达的目标任务。

“在保证工程高质量的前提
下，全县已完成户户通工程 295
公里，下一步，将紧紧围绕目标任
务，紧盯时间节点，进一步细化工
作措施，做好协调调度工作，加快
工程进度，同时建立长效管护机
制，做好后期道路管护工作。”丰
县农业农村局社会事业促进科副
科长袁吉东表示，将认真总结经
验和做法，把为民办实事工程切
实做好、做到位、做出实效。

如今，一条条崭新的农村水
泥路扮靓了乡村，成为致富路、幸
福路，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明
显提升，为丰县乡村振兴铺就了
一条条快车道。

我为群众办实事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欢庆）日
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消息，
截至目前，今年全国已有16省份提高
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省级基础养老
金，惠及上海、北京、西藏、浙江、江
苏、广西、等地的7209万城乡老人，最
高每人每月上涨100元。

16省份城乡
居民养老金上涨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杨
斌 卓娅）金秋时节，梁寨镇
渊子湖畔的红富士苹果挂满
枝头，红彤彤的苹果预示着丰
收，预示着希望。同时利用果
园开展的休闲观光农业，也更
加有效地促进了当地农民增
收致富。

在丰县现代果树种植专业
合作社的 2000 亩苹果园里，
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空
气中飘散着浓浓的果香，让人
垂涎欲滴。游客们拿着箱子
往返于绿树红果间，采摘着苹
果，收获着喜悦。此时，工人

们正在忙碌地进行采摘、装
车，果园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
象，经过分拣后苹果将分级被
运往各大城市销售。

经过霜降的红富士苹果，
色泽鲜艳。近年来通过精心
修建、施有机肥、铺设反光膜
等种植技术，生产出来的红富
士苹果甜脆爽口、个大形正、
果形均匀等优点，深受客户青
睐。合作社负责人张会广告
诉记者，进入 10月份后，昼夜
温差大，使苹果含糖量更高，
口感更好。

合作社技术员赵芝全是附

近的村民，他的主要工作是对
果树进行修剪枝叶，以保证苹
果的光照更充足、色泽更鲜
红。“离家近，比在外面打工
强。”赵芝全告诉记者，进入采
摘期，果园内的用工需求不断
增加，合作社吸纳了附近 200
余位村民前来务工，有着多年
果树种植经验的赵芝全也来
到合作社，当起了技术员，今
年果园的丰收也带动了他增
收致富，“一个月有四五千的
收入，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
越红火。”

渊子湖畔金秋硕果压枝头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谢青）随着
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约挂号、移动支付
等高新科技手段让大多数人看病更加
便捷，但对于一部分老年人来说，新技
术的使用给他们就医带来了一些困
难。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出通知，要求
进一步改善老年人就医体验，并研究
制定了便利老年人就医的举措。

医疗机构要设立
老年人快速预检通道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北侠）教
育部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做好2022
年普通高等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
作的通知》，要求高校进一步减少艺术
类校考专业范围，逐步提高文化课成
绩录取要求。提出将严格防疫措施，
完善考试方案；严格规范管理，完善考
评人员遴选机制；严格规范考试组织，
确保公平公正；严格监督检查，加大违
规查处。

教育部：进一步减少
艺术类校考专业范围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 刘北侠）近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征求意见稿，铁路
客票儿童票购票标准拟以年龄划分，
年满 6 周岁且未满 14 周岁的儿童可
以购买儿童优惠票。

铁路客票儿童票购票
标准拟以年龄划分

齐力共济“户户通” 铺就振兴“幸福路”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同心奔小康

本报讯（融媒体通讯员 欣
闻）目前，我国多个省份出现聚集
性疫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复杂，尚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
3-11 岁人群感染新冠病毒的风
险持续存在。根据省、市统一部
署，我县于11月 1日启动3-11岁
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各类学校、托幼机构（以下统

称学校）在校学生以学校为组织
单元，由县教育局分区划片组织
学校统一到就近的新冠疫苗接种
门诊集中接种。学校以班级为单
位通知家长陪同学生在统一时间
内到指定的新冠疫苗接种门诊进
行接种。县卫健委组织各新冠疫
苗接种门诊与辖区内学校共同协
作，精准通知、有序开展接种工作

并提供医疗保障。
希望广大学生家长按照学校

通知时间，陪同学生到指定的接
种门诊进行接种，需携带学生《身
份证或户口本》、《预防接种证》便
于快速建档接种。适龄散居儿童
由社区（村）按照网格化管理原
则，到就近新冠病毒疫苗接种门
诊进行接种。

我县全面启动3-11岁人群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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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8 日晚，睢宁县，一位
83 岁的老人与世长辞。23 日上
午，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县殡仪
馆举行。

然而，前来吊唁和送别的，不
仅有他的亲友、邻居，更有列队而
来的机关干部、公安干警、医务工
作者，还有认识的、不认识的数以
千计的群众。殡仪馆内，来自中
央、省、市文明办及社会各界的花
圈花篮依次排开。一位普通老人
的离世，何以牵动了那么多人？

他叫杜长胜，曾获评“第五届
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中国好
人”荣誉称号。他用3年多时间替
去世的儿子儿媳还清 300 多万元
债务的故事，感动了世人，点亮了
人们心灵深处最圣洁的诚信之
光。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信义
老爹！

“儿子不在了，我老头子认账”

时间拨回 2010 年。这一年，
杜长胜 71 岁，他的大儿子借款建
设面粉厂。厂子刚建好，大儿子、
大儿媳却先后遭遇意外事故身
亡，身后留下330多万元债务。

330 万元！对于靠加工挂面
生活的杜长胜来说，这是一辈子
都没见过的天文数字。杜长胜一
边承受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巨
大悲痛，一边默默地扛起了这330
多万元的债务。

有人说：“人死账烂。钱是你
儿子借的，人都不在了，你个老头
子认啥账啊？”还有人给他支招：

“你都七八十岁的人了，拖拖就过
去了，谁会为难你这样的老人？”

杜长胜也曾动摇过。330 万
元，不是小数目， 自己一把年纪
了 ，还 能 活 几 年 ？ 争 那 口 气 干

啥？可看到债主们急切甚至有些
绝望的眼神，他过不了自己心里
那道坎：“人活一辈子，为的就是
一口气！儿子不在了，不能给他
留骂名。再苦再累，也要让孙子
挺起腰杆！”

接下来，杜长胜给所有向他打
听过还钱事情的人打了电话：“来
吧，拿着借条。儿子不在了，我老
头子认账，我给你们重新打条。”

消息传开，债主们带着借条来
了，杜长胜都一一重新打了借条，
签上自己的名字。有一户人家借
给大儿媳1万元，但没有欠条。杜
长胜也只是听儿媳随口说过一
句，但他二话没说当场认账了。
还有一户因卖变压器给儿子儿媳
厂里而产生十几万元债务，尽管
没有欠条，他也认了。

“这年头，能借钱给儿子的都
是恩人。我就是砸锅卖铁、卖血
卖肾，也要还大家钱的。”杜长胜
说。

宁愿无依无靠，也不连累别人

此后3年里，杜长胜每天都为
还债而奔波劳碌着。儿媳去世
时，面粉厂刚投产。杜长胜曾带
着孙子尝试着把面粉厂经营起
来。请不起工人，他就一样一样
自己来。装车、送货、卸货、跑销
路……他都自己一个人干。50斤
一袋的面粉，他拖着 70 多岁的身
体，一天要扛近 200 袋……这一
切，都是为了替儿子儿媳还债。

实在干不动了，杜长胜只好把
家里老底都翻出来还债。厂子折
价卖了，城里的房子也卖了，大儿
媳的死亡赔偿金、自家的拆迁补
偿款，统统拿了出来。按照法律，
父母用家里财产替儿子偿还债

务，需要先剥离出一部分老人的
赡养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等，
剩余财产才能还债。但杜长胜宁
愿自己无依无靠，也不愿连累别
人。

老两口一分一分地省，几元几
元地存。没了住房，他们住进村
头简陋的板房。一件破旧不堪的
棉服，伴随他们数个严冬。顿顿
煎饼、盐豆，几个月都难得吃上一
顿鱼肉。

睢宁县梁集镇梁集社区居民
许辉说：“他家建厂时，黄沙、石子
都是我送的。后来他家遭遇变
故，我就想着这钱不要了。突然
有 一 天 ，杜 老 打 电 话 让 我 去 拿
钱。这事着实让我深受感动。”

杜长胜专门用一个笔记本详
细记录还款明细，上面写着：张家
20万，刘家30万……3年多时间，
他替儿子儿媳还清了 330 多万元
的债务。还清债务那一天，杜长
胜端起粗糙的土陶碗盛着热滚滚
的菜汤，一饮而尽。暖流包裹他
佝偻的身板和沧桑的脸庞，年过
七旬的他平生第一次如此感受如
释重负的畅快，脸上露出3年未曾
有过的笑容。

然而，还上了债款本金，杜长
胜还为自己没能还上20多万元利
息心存愧疚。让他想不到的是，
债主们没有一个人要利息。梁集
村村民姜兆庆说：“就凭老人的这
份信义，我也不能再要利息了。”

“这些孩子，更需要帮助”

2015 年 6月，杜长胜荣登“中
国好人榜”，10月被评为第五届全
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其颁奖词
写道：“内不欺己、外不欺人，护卫
着中华文明的道德底色，这样的

情操品格引领人民标定价值取
向，在奔向全面小康的路上阔步
前行。”

获奖后，各级文明办先后送来
了 17 万元困难道德模范补助金，
希望老人能够改善生活。不料，
杜长胜收下了这笔钱后，第一件
事就是跑到梁集镇政府，要求捐
给贫困学生。镇政府考虑到老人
自己生活也很困难，没有接受这
笔捐款。后来，杜长胜先后跑去
五六趟。镇政府不得已才收下了
2 万元钱，筛选了 20 多名家庭贫
困的中小学生，给每人发放助学
金。

助学金发放那天，杜长胜专门
穿上唯一一套西装，凝望着孩子
们的笑脸。“我已经这么大年纪
了，吃点苦无所谓，这些孩子更需
要帮助。”

“公以信为天，替子还债，遽
归泥土世间哀；民唯念在心，踵事
如云，信义精神永流芳。”在杜长
胜灵堂告别厅，悬挂着一幅巨大
的挽联。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告别厅中间，张贴着他生前最喜
爱的一张照片——他戴着鲜艳的
红领巾，脸上笑容可掬，胸前还佩
戴着大红花。这是他2015年当选

“全国道德模范”在北京领奖时的
留影。

杜长胜走了。在他的生前身
后，一座“信义”的丰碑悄然屹
立。2016年，杜长胜塑像入驻“徐
州好人园”；2018年 10月，以杜长
胜为原型的现代梆子戏《剑台新
风》公演；今年 1月，电影《子债父
偿》杀青，杜长胜的故事被搬上银
幕。

来源：江苏文明网

83岁“信义老爹”去世，曾替儿子还债3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