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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庄严 通讯员 李琰
之） 近日，“世界孤独症关爱日”来临之
际，宁德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星·同心”
融合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揭牌。这是我
省首个针对随班就读特殊需要儿童而
设立的融合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

宁德市“星·同心”融合教育研究
与发展中心设有资源教室、团辅室、阳
光加油站、融创农场等教学环境，将通
过链接省内外专家，组织开展师资培
训、教研活动、主题课程建设等，对教
师进行特殊教育能力的提升指导，对

家长进行陪读指导、心理赋能，还将结
合适龄特殊儿童的不同需求开展个别
化教育。

由一线教师和大学生组建的志愿
服务队，每周都会为在校就读的特殊需
要儿童开展语文、数学、语言拓展等课
程。宁德市已有 1000 余名志愿者组成
爱心助力队伍，与数十个帮扶单位共同
参与孤独症患者家庭帮扶接力，以“公
益融合课程”“辅助性就业”“一对一帮
扶”等方式，帮助自闭症群体解决上学
难、就业难等问题。

宁德成立特需儿童融合教育
研究与发展中心

本报讯 （黄水林 池啟浪 汤莲
花） 3 日，连城县莒溪镇吴坑村造林山
场，今春种下的木荷、枫香、乐东、山乌
桕等乡土优势阔叶树种树苗在春雨的
滋润下，吐露新芽、长势良好。工人们乘
着短暂的晴好天气，对小树进行管护、
补植、追肥等作业。

“到 3 月底，我们已将今年 2.3 万亩
造林任务全面完成，新植绿化苗木 350
万株，为生态连城建设发展再添新绿。”
连城县林业局局长林兴忠介绍说，为高
质量按时完成植树造林任务，该县抢抓
造林时节，提前做好作业设计、林地清

理、整地挖穴、强化苗木供应保障等工
作。县林业部门加大护林工作督查力度，
组织党员服务小分队主动深入山场、田
间指导林农科学造林，切实提高造林质
量。同时，该县党员干部带头上山义务植
树，营造全民义务植树的浓厚氛围。

连城县围绕城区一重山景观带建
设、文川河流域综合治理，结合松林改
造提升、重点区域林相改造、森林质量
精准提升等项目，保障林地、苗木、资金
等要素，大力营造乡土阔叶树混交林，
打造城区 10 万亩稳定健康高效的森林
生态系统。

连城完成今年2.3万亩造林任务

曾于 2017 年获评“福建好人（孝老
爱亲）”的长汀县羊牯乡对畔村村民吴
茶花，是乡亲们公认的好人，不久前，又
被评为龙岩市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近日，笔者在吴茶花位于长汀县城
的出租屋里见到了她。“买菜、做饭、督
促孙子孙女读书，这就是我的日常家务
活。”今年 60 岁的吴茶花说，3年前丈夫
去世后，她便从农村来到县城照顾五个
正上学的孙子孙女。孩子们没放学，她
就在周边逛，或者找邻居聊天。

如今，吴茶花一家虽不富裕，但两
个儿子和一个养女早已成家立业，生活
稳定，日子一天天好起来。这正印证了
她 以 前 经 常 说 的 ，“ 明 天 会 比 今 天 更
好”。想起过去的点点滴滴，眼里噙满泪
水的吴茶花说：“最艰难的日子总算熬
过去了。”

1991 年，28 岁的吴茶花憧憬着婚
后的美好生活。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那
年她的丈夫被诊断为类风湿强直性脊
柱类骨质增生。病痛的折磨，让他终日
只能与病榻相伴。吴茶花带着丈夫四处
求医问药，只要听说哪里有好的专家或
偏方，不管路途有多远，她都要赶过去。
走遍大小城市、历尽千辛万苦，只要还
有一丝治愈的希望，茶花都不轻易放
弃。钱没了，她就向亲戚朋友借，家中因
此债台高筑。

治了很久，吴茶花丈夫的身体还是
没有起色，仍然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
全靠她。丈夫每月的医药费、家里的生活
开销，还有借来的一笔笔外债，就像一座
座大山压在吴茶花孱弱的肩膀上。但是
生活的重担没有压垮她，她每天起早贪
黑，种庄稼、养鸡鸭、抬木头……为了增

加收入，她每天翻山越岭几公里，爬上邻
县上杭回龙村境内的黄冈，然后挑着一
担松油回来销售。随后，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丈夫抓药。

吴茶花丈夫经常夜里发烧，无论刮
风下雨，她都会背着他去卫生院打针。
每次看到妻子这般辛苦，丈夫总感觉无
比愧疚：“茶花，你受苦了，我真是对不
起你啊！”“千万别这样说，照顾你是我
应该做的，你只要陪我说说话，我心里
就不苦了。”吴茶花坚信，“明天会比今
天更好。”

正是心怀这种信念，虽然村里有人
劝吴茶花趁年轻改嫁，但她不为所动。
就这样，日复一日照顾瘫痪的丈夫，吴
茶花坚持了整整 30年，直到丈夫 3年前
去世。

只有小学文化的吴茶花，却很注重
家风家教，无论家务多么繁重、生活多
么艰辛，也从未忽视对孩子的培养和教
育。她常对孩子说，要善良实在有爱心、
吃苦耐劳有恒心。她不仅说给孩子听，
更多的是做给孩子看。

村里的老邻居魏某英家庭困难，儿
子儿媳智力残疾，无法正常劳动，两个
孙女年幼，一家人的生活全靠魏某英维
持。为了帮邻居减轻压力，吴茶花每天
无偿接送邻居两个孙女上学放学。两年
前，魏某英大孙女到城里上初中，巧合
的是，吴茶花此时也为了孙子孙女上学
来到县城。于是，她又把魏某英的大孙
女接到家里一起生活。“这些年真是多
亏茶花妹妹的照顾帮忙，她真是个大好
人！”魏某英感动地对笔者说。

“有生之年多给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也给身边的人一点帮助。”吴茶花说。

道德模范吴茶花：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本报通讯员 江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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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9 日，在尤溪县西滨镇鲈江
长者食堂里，66 岁的林小华就餐后，对
食堂丰富的菜品赞不绝口。在食堂里
就餐的多位老人表示有同感，长者食
堂确确实实解决了他们的用餐问题，
幸福感倍增。

几年前，林小华的老伴到远嫁的女
儿家帮助带外孙，他便成了留守老人，
一日三餐成了日常生活中最大的难题
和家人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镇
里长者食堂的投用迎刃而解，一个多月
来，身边越来越多像他这样的老人来这

里就餐，花费不到 10 元钱就能吃上一
顿荤素搭配合理的营养餐。

“ 长 者 食 堂 解 决 了 镇 区 200 多 位
老 人 的 就 餐 需 求 。对 高 龄 、失 能 的 老
人，我们还通过政府补贴的形式，提供
送餐、助餐服务。”西滨镇党委相关负
责人郑起泳介绍，2022 年初，镇里了解
到不少老人有就餐需求，就开始积极
筹建长者食堂。镇里精心选址，确定建
设方案，还经过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研
究，确定招募运营方。“为了让长者食
堂能够更好服务老人，不仅减免长者
食堂的店面租金，还允许运营方在确
保服务好老人用餐的前提下面向社会
经营。”郑起泳说。

近来，尤溪县除了西滨镇鲈江长者
食堂，城关镇大埔山、溪尾乡高山村和
湖山村、洋中镇官洋村 4 个长者食堂也
已投入运营。此外，坂面镇、中仙镇、八
字桥乡等 4 个农村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正按序时进度推进，今年内全部可以投
入使用。

位 于 西 城 迎 宾 大 道 的 尤 溪 国 德
启 明 医 院 ，环 境 优 美 ，床 位 充 足 ，内
科、外科、中医科、预防保健科等科室

齐 全 ，彩 色 多 普 勒 超 声 诊 断 仪 、十 二
导 联 心 电 图 机 、吸 引 器 、电 针 治 疗 仪
等设备完善。

“这是尤溪县首家内设医疗机构的
养老服务机构，目前已有 162 位老人入
住。”尤溪县民政局养老服务和儿童福利
慈善股股长黄祖溶介绍，尤溪县还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招募社会养老机
构向全县老人提供居家养老专业化服
务。2022年，共提供线上信息服务 20047
人次、线下实体援助服务3593人次。

尤溪县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
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居家社区
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
服务体系正不断健全。目前，全县已完
成 350 户困难家庭适老化改造、12 家
乡镇敬老院公建民营、70 个农村幸福
院质量提升改造工作，全县各类养老
床位总数达到 3000 张。今年，还将投入
1149.3 万元加强养老设施建设，新建 7
个长者食堂、提升改造 12 个农村敬老
院，同时开展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
务提升行动、“社区+物业+养老”服务
试点，切实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高质量发展。

尤溪县不断健全养老服务体系——

让老人食住无忧晚年幸福
□本报通讯员 吴振湖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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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何祖谋） 3 日 下
午，省防指组织应急、水利、气象、自然
资源等部门会商，分析研判清明前后强
降雨天气趋势和影响，安排部署相关防
范工作。

会 商 指 出 ，入 汛 后 我 省 雨 水 增
多 ，近 期 受 低 层 切 变 南 压 、西 南 气 流
影响，4 日—6 日我省有一次强对流和
暴 雨 过 程 ，过 程 量 50~100 毫 米 ，局 部
可达 150 毫米，最大小时雨量 50 毫米，
降 雨 时 局 地 伴 有 雷 雨 大 风 冰 雹 等 强
对流天气。其中，4 日我省西部北部部
分暴雨，局部大暴雨，24 小时雨量 50~
80 毫米，局部 120 毫米；5 日中南部地
区部分大雨，局部暴雨；6 日中南部地
区 部 分 中 雨 到 大 雨 ，局 部 暴 雨 。三 明
宁化西溪宁化站、龙岩长汀汀江观音
桥 站 将 发 生 超 警 戒 0~0.5 米 洪 水 ，均
低于保证水位。

会商要求，我省已经进入汛期，近
期强降雨又恰逢清明假期，各地各有
关部门务必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

预报预警及时响应部署，扎实做好强
降雨、强对流天气防范工作。要落实汛
期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
特别是预报有强降雨地区，要加强值
班力量安排，密切监测雨情、水情和汛
情，确保及时有效处置防汛突发情况；
要加强部门联合会商、综合研判；要精
密监测、滚动预报，采取多种途径发布
预警信息，让社会及时知晓灾害信息；
要加强交通管控，注意清明期间降雨、
强对流天气以及低能见度天气对交通
的不利影响。

同时，要强化预警与响应联动，关
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
害风险，提前排查安全隐患，及时组织
受威胁区域群众安全转移。

此外，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做好强对
流天气防御，加强宣传引导和安全管
理，合理安排雷雨大风天气期间清明祭
扫、工地施工、高空作业等户外作业活
动，确保安全；要加强农业防雹减灾，积
极开展人影作业。

省防指会商部署
清明前后强降雨防范工作

又是清明祭扫时，缅怀英烈寄
哀思。

今年清明，全省干部群众、军人
师生线上线下同步展开、创新创意灵
活祭扫。截至 4月 3日，全省各界通过

“2023 清明祭英烈”网络祭奠活动，
参与网上祭扫 3167 万余人次。不论
是现场祭扫还是网上“云祭扫”，不一
样的祭扫方式，一样的寄托哀思、缅
怀深情。

百园千校祭英烈
3 月 27 日，福建省军地领导与福

州市机关单位工作人员、退役军人及
师生代表等 200 余人，来到福州市文
林山革命烈士陵园，举行“百园千校
清明祭英烈”活动启动仪式。9 时 30
分，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庄严肃立，鞠
躬默哀。随着《献花曲》奏响，大家手
持鲜花拾阶缓行，依次将鲜花摆在革
命烈士纪念碑前寄托哀思。随后，在
烈士陵园讲解员的引导下，师生代表
来到烈士墓区开展“倾听一段红色故
事”“书写一张寄语卡片”等活动，表
达对英烈的崇敬之情。

据了解，全省现有烈士纪念设施
14923 个 ，其 中 国 家 级 8 个 、省 级 7
个、市级 15个、县级 132个，碑亭塔祠
等纪念设施 559个，烈士墓 14202个。

“把千所中小学校师生组织起来开展
系列缅怀英烈活动，旨在引导广大青
少年在回望历史中传承红色基因，铭
记历史使命，厚植家国情怀。”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优抚褒扬处处长潘永意
告诉记者，3 月 27 日至 4 月 10 日，该
厅计划组织全省千所中小学在校师
生，到烈士陵园开展“擦拭一遍墓碑、
敬献一束鲜花、进行一次描金描红、
重温入团（入队）誓词、写一张寄语卡
片、讲述先烈故事”等活动，并同步开
展主题班队会、团（队）日活动等。

3 月 28 日，宁德市屏南县革命烈
士陵园迎来屏南县古峰镇第二小学的
学生。他们带来橘子、鲜花和卡片，放
在卫国戍边烈士陈祥榕遗像前。一张
张卡片上写满对烈士的思念，“祥榕哥
哥，吃口橘子吧，甜甜的”“去时少年
身，归来烈士魂”“陈祥榕哥哥，您是我
心中的英雄，是我学习的榜样”……

3 月 28 日，泰宁县在炉峰山革命
烈士纪念园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全
体人员庄严肃立，鞠躬默哀，学生代
表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寄语
卡片，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深切缅怀革命烈士。随
后，大家走进红军亭和英勇东方军展
馆，聆听英雄战斗的故事，感悟热血
战史，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3月28日，明溪县师生代表、退役
军人代表、机关单位干部等 120 多人
来到明溪县革命纪念园，大家怀着崇
敬的心情，打扫纪念广场、烈士集中安
葬区，擦拭烈士墓碑、烈士英名墙等纪
念设施。随后，全体人员整齐列队，庄
严肃立，鞠躬默哀，并瞻仰烈士墓、烈
士英名墙和革命英雄纪念碑，依次将
鲜花摆在纪念设施前寄托哀思。

朗诵诗文敬英雄
清明祭英烈，诗文寄哀思。
4 月 1 日，崇尚·2023 清明祭英

烈——“回响”红色经典诵读活动在
福州市文林山革命英烈纪念园举行，
来自福州市 20多所院校的 1000多名
师生及社会志愿服务团队成员参加。
手持白花的参与者整齐列队，表情庄
严肃穆。

“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
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就让你们
的枪声，成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

“ 凭 将 一 掬 丹 心 在 ，泉 下 嗟 堪 对 我
翁。”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人文艺术系
的学生身着表演服，在纪念碑前的台
阶上朗诵了林觉民《与妻书》片段、徐
琛和余哲贞烈士牺牲前留言以及吴
石将军的绝命诗等先烈经典名言和
诗句。1000 多名参与者跟诵，铿锵有
力、饱含深情的话语声回荡在文林山
的松林间。

“会稽耻，终须雪。楚三户，教秦
灭。愿英灵，永保金瓯无缺……”领诵
人中，一名身着军装、白发苍苍的老
人格外引人注目。他是福州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上海西军休所军休干部姜
胶生。“我朗诵的是郁达夫 1937 年 9
月在福州创作的《满江红》，是纪念民
族英雄戚继光的。朗诵这首有着特别
意义的作品，不但是为了纪念民族英
雄戚继光，也是为了传承不甘屈辱、
同仇敌忾的精神，这能更好激发同学
们的爱国热情。”

“当我朗诵吴石将军的绝命诗
时，我一下子觉得，和革命先烈当年
的艰难处境相比，如今生活中的一些
困难都不值一提。先烈的牺牲不但为
我们创造了更好的生活，也给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现场领诵的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人文艺术系学生
雷博轩说。

寻找烈属助“团圆”
“二舅，67 年了，我终于见到您

了！”3 月 29 日上午，细雨蒙蒙，宁德
市三都镇烈士陵园内，苍松含悲、庄
严肃穆。李凤烈士的亲属们在墓碑上
看到烈士的名字后失声痛哭，为烈士
送上了一场迟到的祭奠，同时也了却

了一家人长达 67 年的心愿。宁德市
蕉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干部、三都镇
相关负责人、海军某部官兵一同前往
祭奠。

离家还是少年身，归来已是报国
躯。据了解，李凤烈士 1935 年出生于
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战士。他父母早逝，四叔李万富、
五叔李万桂抗日捐躯，在他心中埋下
了保家卫国的种子。1953 年，18 岁的
李凤参军，跟随部队南下，一路到达
宁德。1956 年，他在战斗中牺牲，生
命定格在了 21岁。

“我们只知道二舅当年牺牲在福
建，安葬在离牺牲地不远的一处山坡
上，但具体在哪里并不清楚。从小就
听长辈讲他的故事，直到老人去世，
还一直念叨着他，这也成为家中长辈
们一生的痛。这么多年我们辗转各处
寻找，如今终于找到了，我们的心愿
也了结了。”李凤烈士的亲属侯政林

饱含热泪，感叹着这场迟到了 67 年
的“团聚”。

蕉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积极开
展“为烈士寻亲”活动，找到李凤烈士
的亲属，就是成果之一。2021 年 3 月，
侯政林在中华英烈网上看到了相关
线索，拨打热线电话，随即对接上了
蕉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该局悉心核
查，最终确定安葬在三都烈士陵园的
李凤烈士即为侯政林的二舅。3 月 28
日，到达宁德当天，侯政林一家将一
面印有“缅怀英烈之魂有担当，深感
烈属之意助梦圆”的锦旗，送到了蕉
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手中。

近年来，我省退役军人事务系统
积极探索部门联动形成合力、线上线
下平台助力、社会力量参与接力的工
作机制，持续开展“为烈士寻亲”工
作，取得新成效。2021 年以来，全省
累计为 562 名烈士找到亲属或为烈
士找到安葬地。

不一样的祭扫方式 一样的缅怀深情
——全省各界以多种形式祭奠英烈

□本报记者 何祖谋

尤溪国德启
明 医 院 内 ，工 作
人员带着老人做
手工。

⬆4 月 2 日上午，漳州市华
侨中学师生到市烈士陵园祭奠。

杨纪翔 摄

3 月 31 日，南平市建阳区童游中心小学开展“赓续红色血脉 争做新
时代好少年”清明节主题活动，108 名少先队员代表前往登高山烈士陵
园、革命历史纪念馆祭扫、参观。 吴大灼 林美玉 王艺涵 摄

⬅4 月 2 日，在龙岩市永定
区，老战士熊兆祥与部队官兵、
少年军校学生共同为烈士墓碑
描红。 范启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