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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曾梅/文

他是“无品”芝麻官，却把整个人生都奉献给了群众。
他不求回报，月工资不足千元，却经常资助困难群众。
“公道清白，决不当瞎窝书记！”是他的口头禅。
长期工作积劳成疾，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他却一扛再扛。
生命最后时刻，他最挂念的还是村里的事。今年2月，界首市王集镇朱庄村原

党总支书记鲍振平，因长期劳累，延误治疗，不幸身患脑椎动脉堵塞，经抢救无效去
世，走完了60年的人生旅程。

“气象先生”宋英杰助阵万达城二期万人解析会

合肥开启湖居生活新时代
“择水而居”素来是中国人的梦想。5月25下午，合肥万达城举行二期旅游新城万人解析会，中国“金话筒奖”获奖者、

CCTV气象主持人宋英杰现场助阵，权威解读湖居生活魅力！“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独”，随着二期产品一步步揭开神秘
面纱，合肥从此开启湖居生活新时代。

“公道清白，决不当瞎窝书记！”
——追记界首市王集镇朱庄村原党总支书记鲍振平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鲍振

平心中燃起了“全村致富梦”。

鲍振平根据本村特点，动员群众种

胡麻，做起了胡麻生意，很是挣钱。上

世纪90年代，鲍振平引种了畅销的烟

叶、薄荷等经济作物，并投资修建了烟

叶烤房，购置了熬薄荷高压锅，供群众

烤烟叶、熬薄荷，为群众增收提供方便。

2001年，经过考察，鲍振平决定大

规模发展延秋辣椒，自己带头筹资8000

元购置辣椒种子育苗，提供给群众种

植。

为解决群众资金困难，他又为50户

群众每户协调了3000元小额贷款，建

成了沿淇子沟占地200亩地、300个大

棚的辣椒种植基地。

为响应界首市委、市政府号召，

2012年，鲍振平在全市率先开展土地整

村流转，成功流转土地3980亩，当年午

季就使群众增收近200万元。

2013年夏收，合作社种植小麦增

收的200多万元，全部让利给群众。

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村民购置

的拖拉机、机动三轮车增多，淇子沟成

了村民出行、运送农产品的一道“鸿

沟”，修桥成了摆在鲍庄村干部群众面

前的头等大事。

修桥，那得要真金白银，鲍振平犯

难了。“就是砸锅卖铁，也必须修好这三

座桥。”鲍振平斩钉截铁地说。

“我出资八千元，鲍庄在外面做生

意的不少，大家都凑凑。”随后，群众纷

纷站出来积极响应。

就这样，在1999年底，鲍庄村的第

一座桥就横跨在淇子沟上。

2001年，鲍庄村农业结构调整，眼

看着辣椒上市，运送辣椒必经陶庄桥的

修建就成了当务之急。

“陶庄的杨修邦在外做建筑，听说

干得不错，人又热心，跟他聊聊，兴许能

弄出点眉目来。”于是鲍振平搭车去界

首找他，听完鲍振平来意，杨修邦答应

拿出20万元建桥。2006年，鲍振平又

带领大家在王庄修了桥。

如今，三座桥依旧横跨在淇子沟

上，沟通着村内村外的交通。

鲍振平经常告诉村干部，咱们要能

吃亏、不怕跑腿，不能当歪嘴和尚，别把国

家的好政策念歪了。

2013年度新农合筹资工作开始后，

村民王登黎为了省钱，没有办理。当年5

月，王登黎突然感觉身体不适，经检查为

胃癌，在合肥住院治疗花了近五万元。苦

于经济压力的王登黎没有办法，就去找村

干部，想补办一个新农合手续，报点钱。

听到王登黎的话，鲍振平笑了，他从

屋里拿出了一张新农合收据说：“你的钱，

我都安排村里帮你垫上了。”王登黎这才

知道，单鲍书记个人就垫了6000多块钱，

而他只要拿着票，带着病历，就可以直接

去办理报销。

拿着近三万元的报销钱，王登黎激

动万分地说：“真没想到鲍书记替我们想

的恁周到！”

不顾家的人

“在家里，他是一个油瓶子倒了也不知

道扶的人。”说起鲍振平，妻子朱月华显得有

点无奈，但无奈中又流露出一种敬佩。

鲍振平每天清晨4点起床，就开始谋划

一天的事。天微亮，就到村里转几圈。碰到

工作忙，早饭干脆就不吃了，一头扎进工作

里。妻子朱月华说，土地流转那两个月，他

的午饭几乎天天在村部吃方便面。

儿子鲍文文回忆说，父亲在致富上是个

能人，敢想敢干。儿子也曾问过母亲，父亲

那么能干，挣的钱都到哪里去了。母亲说，

挣的钱确实也不少，但那样一个大大咧咧的

人，能剩着钱吗？

一张空白体检单

临近2014年春节，鲍振平的病情愈加

严重，在家人的劝说下，这才到深圳去看病。

腊月二十七深夜，鲍振平突然昏厥，被

送到医院。

腊月三十，鲍振平被推进了手术室，但

因延误，手术效果不理想。

术后第三天，鲍振平苏醒，第一件事就

是要求妻子拨通村干部的电话。电话里，他

只断断续续地说些“修路、流转、富起来”。

正月初三，根据家乡风俗，家人忍着悲

痛，租车送鲍振平回家。刚进入安徽地界，

带着无限的眷恋，鲍振平慢慢合上了双眼。

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鲍振平桌子抽

屉里有一张空白的体检单。原来，在2013

年6月份，鲍振平看村“两委”干部工作十分

辛苦，就统一为村干部每人买了一份体检

单，可是由于工作太忙，他一拖再拖，市体检

中心的医生多次电话催促，都未成行。

如今，老鲍走了，这张空白的体检单还

静静地躺在他桌子的抽屉里。

多方筹钱建“三桥”

“先把钱垫上”

当天的解析会上，来自韩国的设计大师

朴昌和以参与者的身份为大家阐释了万达城

主题公园的设计理念，合肥学院房地产研究

所副所长凌斌则从专业角度分析了合肥为什

么需要万达文旅城。

更让大家惊喜的是，中国“金话筒奖”获

奖者、CCTV气象节目主持人宋英杰也现身

活动现场，为大家解读了“湖居生活”的奥秘

所在。

问：您是第一次来到合肥吗？对合肥印

象怎么样？

宋英杰：我是第三次来合肥了。20年

前，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可以骑着自行车在

市区逛逛。这次来，我发现合肥是一个让我

惊艳的城市。

问：我们所处的位置最靠近巢湖，当下很

多人都崇尚择水而居，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

度，为我们解读下“湖居生活”是什么样子？

宋英杰：风带给我们大气的自我净化能

力，波光粼粼的湖水可以调节湿度，会使得我

们的环境变得更加温润平和。湖居没有台

风、盐碱、赤潮恶劣的影响，还可以对温度、湿

度进行有效调节。简要地说，湖居生活就是

一种上风上水、纳水藏风的生活。

问：您认为什么样的天气比较宜居，为我

们把脉一下合肥的人居环境。

宋英杰：人居就是天气地气的融合，在我

看来没有一种气候是完美无瑕的，但是人能

够以独特的视角和智慧实现天人互补。只要

能够如期，不至于出现跌宕起伏的变化，任何

一种气候对我们来说都是可以适应的。

在宋英杰看来，万达文旅城项目符合湖

居生活的所有要素，“让我们共同期待一种上

风上水、纳水藏风的生活”。

刘海泉/文 倪路/图

“气象先生”独家解读“湖居生活”

宋英杰解读宋英杰解读““湖居生活湖居生活””解析会现场人气爆棚解析会现场人气爆棚

“滨湖有不可复制的巢湖和数公里的湖岸线资源，有即

将入主的行政中心，有拉动经济的金融中心，有无与伦比的

教育资源，有成熟完善的医疗配套，有方便快捷的立体交

通。”合肥万达城策划总经理张檀在对项目二期进行解析时

骄傲地表示，滨湖新区的六大核心聚集价值，万达城都全面

享受到了。

作为合肥万达城的配套，二期旅游新城会给合肥人带来

什么样的生活体验？“清晨，朝霞映日开始美丽一天；中午可

以享受奇幻之旅；黄昏，享受在湖边漫步的美景；夜晚享受到

世界同步的繁华。这样的生活何等惬意！”张檀进一步解析。

二期旅游新城到底卖多少钱？张檀卖了一个关子，“目前

滨湖的房价是8000元，我们可以享受绝版的地铁和万达茂，

未来万达旅游城的升值空间有多大，也许只有上帝知道。”

在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朋汪勤的眼里，万达城跟

其他项目相比，区别在哪里？

“我用一句话来回答：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独。

所有同行的产品，无论空间、配套，他有的我都有，而且我有

的比他好，他没有的，我们有。合肥万达城是强大的资源载

体，我们有完善的商业生活和文化配套，我们在全国而言都

会占有多位置的资源。”朋汪勤满怀自信地介绍说，“在环巢

湖150公里道路周边，只有一个固定项目，就是万达城二期

产品。中国各大城市里有湖居生活的只有杭州、苏州，现在

我们的滨湖新区，不仅有湖居生活，还有文化金融。”

“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里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俯瞰满湖

繁星，可以瞭望水鸟飞翔，这个意境，万达城给了你。”朋汪勤

坦诚而感性的解析，感染了现场的新老业主们。

解析：购物、游乐、生活、度假皆在万达城 自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独

带领村民致富

鲍振平生前照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