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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近年来，
舒城县城关镇大力实施“暖民心”行动，
不断为群众幸福“加码”，群众真切地感
受到“家门口温暖”。

“我今年76岁，老伴去世早，子女又
不在身边，一日三餐成了头疼事。自从有
了社区老年助餐服务食堂，我天天在这儿
吃，菜价不贵又营养搭配，我很开心，孩
子们也放心。”舒城县城关镇居民潘老日
前在中大社区老年食堂就餐时说，“老年
助餐，让我们暖了胃，更暖了心！”

截至目前，舒城县城关镇已建成15个
社区、3个村老年助餐点或老年食堂。助
餐采取社会化服务、政府补贴形式，让社
区老年人得实惠。同时，结合老年人实
际，注重饮食搭配，在菜品、服务形式上
下足功夫，更让老人们吃得健康。

把群众天天有感的“身边小事”作为
“头等大事”，紧盯群众关心问题，用心
用力用情抓好民生实事。城区停车一直是

群众关注的焦点。今年3月中旬，随着泰
鑫广场停车场改造完成并投入使用，周边
居民停车更加方便。李先生家就住附近，
他说，“以前天天下班回家都得绕一圈，
还经常找不到车位，迫不得已只好停在路
边，安全隐患大。现在家门口建了停车
场，方便很多。”两年来，舒城县城关镇
结合城区老旧小区改造、城市路边便民停
车场建设，在小区内及其周边34处建了
745个停车位，最大程度解决了居民“一
位难求”问题，道路畅通了，居民“堵
气”消失了。

今年，舒城县城关镇在推进“十大暖
民心”行动中再发力，持续加大“暖民
心”行动宣传和项目实施。春季以来，发
放宣传单 2 . 2万份、出动宣传车 2 5台
（次）、干部入户宣传1 . 9万人次。此
外，采取新媒体、短视频等图文并茂的形
式，深入宣传“暖民心”行动，让“暖民
心”行动深入人心。

一个个民生项目启动，一件件惠民实
事落地。目前，舒城县城关镇结合老旧小
区改造，在小区或小区周边再建11处114
个停车位、200个便民充电位。启动了孔
集街道文明菜市升级改造，组织实施云朵
幼儿园安心托幼点设置。按计划组织实施
“新徽菜名徽厨”“就业促进”“放心家
政”“老有所学”“健康口腔”等暖民心
行动，促进居民创业就业、健康生活。

“以前，小区没啥可去的地方，每到
晚上，要么在家看电视，要么去打牌。现
在情况不一样了，小区建了小广场，有许
多健身器材。晚上，我和
老伴可以到广场散散步，
每天也能走上一万步。今
年几次血压检查都不高
了，我们也变得更精神
了。”住在席地园附近的
王奶奶说。目前，舒城县
城关镇29个村、15个社

区都建有全民健身活动场地。“快乐健
身”行动的大力推广，让居民在家门口乐
享“快乐健身”，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在舒城县城关镇2023年一季度4500
户电话回访中，群众对“暖民心”行动的
知晓率和满意度均达98%以上。从幼儿到
老年，从教育到就业，从健身到健康，从
不便到方便……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实落
地”，一件件民生实事“开花结果”。群
众看到变化，分享到快乐，得到了实惠，
收获了幸福。

“暖民心”行动为幸福“加码”
郭登安 柯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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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子）5月23日下午，副市长、一级巡视
员孙学龙赴金寨县开展食品安全督导工作。

孙学龙先后来到安徽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金弘药
业有限公司、安徽采芝灵药业有限公司等包保企业，对企业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制度建设、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配备、落实
情况公示、“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落实情况等进行督
导。

孙学龙指出，作为生产经营保健食品的食品生产企业，要
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增强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意识，持续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严把食
品安全关，对消费者负责。要落实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对采
购、生产、仓储、检验等相关人员定期进行培训管理，要坚持
实施食品安全生产“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
制，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保证食品安全；各相关部门
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强化责任担当，按照“四个最
严”要求抓细抓实食品安全各项工作，推动“两个责任”落地
落实，全面提高食品行业自律意识，让食品市场更健康，让消
费者明白消费、放心消费。

抓细抓实食品安全工作

“孩子从出生就残疾，在他
病逝后，我选择无偿捐献出他的
遗体和角膜，孩子生命以另一种
方式得到了延续，同时也算是为
社会做了一些贡献。”5月23日上
午，面对市红十字会上门慰问，
暂住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徐先
生这样说道。

5月16日，年仅7岁的小旭(化
名)在医院闭上了双眼。他的父亲
徐先生强忍内心的悲痛，主动与
市红十字会联系，提出将小旭的
角膜与遗体无偿捐献给安徽医科
大学用于医疗研究和救助治疗。

小旭刚出生时很可爱，徐先
生看着他黑黑亮亮的眼睛，内心
充满了温暖和对未来的期盼，可
是命运却与他开了个玩笑。因产
后缺氧，小旭患上了先天性脑瘫
伴痢疾，孩子的母亲也因此离开
了这个家庭。

生活的担子再重，也压不垮

一个父亲的肩膀。老家在裕安区
徐集镇的徐先生独自一人撑起了
这个家。他辞去了外地的工作，
回到六安老家照顾孩子。儿子小
旭只能吃流食，他便将面条切成
小段伴着骨头汤一勺一勺喂到孩
子嘴里；儿子身体不能动，他便
定时定点给孩子翻翻身以免捂出
湿疹。

7年来，徐先生从来没有嫌弃
过孩子残疾，更没有抱怨过生活
的残忍。小旭在他心里就是最好
的孩子，父子俩在一起的日子就
是最美好的时光。命运的风雨总
是来得猝不及防。今年5月，徐先
生刚刚租了新房，找到了新
工作，期望带着孩子开启一
段新的生活，小旭却突发心
衰，15日晚送至医院抢救无
效离世，父亲徐先生忍痛作
出了无偿捐献遗体和角膜的
决定，彰显人间大爱。

小旭遗体与角膜的捐献，既
给相关疾病的医学研究提供了支
持，又给其他身陷病痛中的人带
去了希望。前来慰问徐先生的市
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沈高源表
示，小旭的事迹非常感人，传递
了人间大爱，值得社会大力弘
扬，也希望徐先生早日走出悲
痛，开始新的生活。

“我家的孩子很漂亮，也非
常可爱。”看着手机视频里的小
旭，徐先生脸上依然会露出骄傲
的笑容。徐先生表示，将来也要
捐献自己的遗体，为更多的人提
供帮助。

本报讯（邵波 记者 曹辰）为有效防范雨季洪涝和地
质灾害事故发生，切实强化综合减灾能力，入夏以来，金安
区施桥镇未雨绸缪、超前谋划、周密安排，积极开展各项防
汛准备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辖区安
全度汛。

该镇成立以镇党政正职为指挥长的防汛指挥部，对备汛防
汛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制定预案，细化分工，责任到人。建立镇
领导包片、机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组的三级包保工作机制，并
严格按照“防大汛、抢大险”要求，备足备齐各类防汛物资。采取

“线上+线下”的“立体化”宣传模式，广泛宣传防汛救灾知识，加
强群众安全生产、自救互救知识教育，提高群众防灾避灾意识
和自救逃生能力。同时按照“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的
要求，深入开展防汛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组织水利站、应急管理
所、民政办等部门围绕地质灾害点、重点河段、排涝堰沟渠道等
重点部位扎实开展汛前安全排查，建立健全责任清单，确保汛
前完成问题整改。

施桥镇

打好防汛“准备仗”

霍山讯（王玉兰）近年来，霍山县东西溪乡依托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站等阵地，组织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文明实践活
动，不断叠加创新“文明实践﹢”新方式，丰富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培育时代新风新貌。

文明实践＋基层党建。坚持基层党建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有机结合，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农家书屋、村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等阵地资源，打造成融“党群服务+文明实践”为一体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把阵地建到群众身边。

文明实践＋宣传教育。东西溪乡坚持“室内”“室外”两
手抓，“文艺”“理论”两促进，采用乡村大舞台、“板凳
会”、微宣讲、观看红色电影等多种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
方针政策以群众喜欢看、听得懂、记得住的方式呈现出来，广
泛开展读书分享会、演讲比赛等群众性主题实践活动，凝聚奋
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青年志愿者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办理
三代社保卡，为留守儿童送陪伴、送温暖、送服务......东西溪乡
坚持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把志愿服务与关爱“三留守”、乡村治理、人居环境整治
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将文明实践触角延伸到日常生活。

文明实践＋榜样力量。东西溪乡大力弘扬文明乡风，充分
发挥“一约四会”的价值导向作用，广泛开展“身边好人”
“文明之星”等评选表彰活动，建立道德评议红黑榜，充分挖
掘宣传先进典型，激发后进争先，并以“文明银行”作为激励
回馈的抓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向上向善向美向好的文明
风气在全乡蔚然成风。

东西溪乡

“文明实践＋”共育文明新风

本报讯(刘 劲)裕安区固镇镇聚焦“抓发展、促振兴”目
标，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白鹅特色产业，打造鹅苗机械化孵化
-专业化饲养-规模化宰杀-鹅肉及副产品加工利用的全产业
链，拓展产业增值增效空间，助力乡村振兴。

固镇镇是皖西白鹅的原产地，被誉为“皖西白鹅之乡”。
2022年全镇皖西白鹅孵化量达280万只，年饲养量达80余万
只，拥有标准化规模养殖场10家，省级皖西白鹅保种场1家，
白鹅规模化屠宰企业1家，从事羽绒羽毛加工企业68家。今
年，该镇立足实际，均衡白鹅产业各个环节，引导企业充分把
握疫情政策调整后的有利契机，推动白鹅产业进一步发展。

皖西白鹅具有季节性繁殖习性，产蛋期短、休产期长，自
然繁殖率低，养殖周期长的特点，该镇积极推进技术创新，目
前已经实现鹅蛋机械化孵化，孵化成功率达93%以上。同时积
极与皖西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在省级“皖西白鹅科技特派
团”的助力下，已经完成了肉用皖西白鹅商品化全价料饲喂对
比试验情况和数据分析，向养殖户推广全价饲料提供了数据支
撑。近日，东北一家年销售额过亿元的熟食品加工企业已经和
本地屠宰企业达成协议，补齐了鹅肉深加工短板。

固镇镇

发展壮大白鹅产业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5月19日，在金安区望城街道安丰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的“安愉家”活动室内，丰安小
区幼儿园的老师正带着学生们开展“安承传
统，诵读经典”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通过诵
读国学经典《三字经》，让孩子们从小接受传
统文化的熏陶；同一时间，位于实践站二楼
的“安艺坊”活动室内，社区居民黄传兰和四
五个邻居一起，正在缝制婴儿肚兜，而这些
手工刺绣的小肚兜将作为礼物送给社区里
的新生儿。

类似这样丰富多彩的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在安丰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
几乎每周都在开展。近年来，依托社区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安丰社区打造了以“安”为本
体的“安文化”志愿服务品牌及社区党建品
牌。以“安文化”为核心，打造了“安食堂”“安
学校”“安基金”“安愉家”“安知屋”“安康馆”

“安读室”等品牌，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活动，引导辖区群众参与社区自
治，释放基层共治大能量，确保辖区居民群
众安居乐业、社会和谐。

“像‘安食堂’就是我们‘安文化’最早打造
的品牌之一。”社区工作者李虹宛告诉记者，安
丰社区所在的丰安小区是老旧安置小区，小区
里60岁以上老年人约1500人。为了解决老年
人的用餐问题，社区在实践站一楼打造了“安
食堂”，让辖区内老年人可以在这里安全用餐、
安心休闲。为了普及“安文化”，每当有居民前
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李虹宛就担任起讲解员
的角色，为他们讲解社区的特色“安文化”，吸
引大家主动参与文明实践活动，真正实现凝聚
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为促进辖区居民身心健康，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安丰社区
通过“安康馆”开展门槛低、互动性强的体育项目；“安读室”的打造，
为居民搭建了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爱好书法的居民朋友们也可
以在这里挥毫泼墨，一展风采；以精神慰藉为主、物质帮助为辅的

“安基金”，所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帮助辖区老、弱、病、残、特困党员
及临时需要关怀帮助的人群，每月，“安基金”都会联合“搭把手”党
员志愿服务队开展“社区生日会，情暖老人心”活动，为辖区70周岁
以上老年人过集体生日，截至目前，受益人群达1000余人。

“‘安’也寓意着凝聚力量促和谐。”安丰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张驰
表示，下一步，安丰社区将继续以“安文化”为核心，精准对接群众需
求，持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努力打造出更多影响力更大、吸引
力更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
众、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潘婷 记者 张世
巧）小满时节农事忙。随着油
菜、小麦的收割，水稻机插秧作
业全面推开，裕安区徐集镇进一
步加大宣传力度，积极推广机插
秧种植模式，通过抓重点、盯关
键，着力以科技强农、机械强农
助力农民增收致富，助推农业提
质增效。

抓规模经营大户，强化示范
带动。镇村干部、农技人员走村
入户宣传机插秧技术优势和补贴
政策，针对徐集镇123户种粮大户

流转经营的2 . 8万亩集中连片地块
进行重点推进，积极发展和培育
农业机械化规模种植户，以点带
面扩大机插秧技术的影响，发挥
示范带动效应，鼓励周边农户采
取精耕细作的种植模式。

抓育秧基础设施，保障秧苗
质量。推进徐集镇梁集村育秧中
心基地投产，依托北大荒农服集
团，引进配套设施齐、技术含量
高的智慧农业育秧设备，为农户
开展育苗服务；畅通农机贷款渠
道，鼓励村集体、大户购置12台

插秧机，开展农机手培训，提升
操作水平。截至目前，徐集镇育
秧可移栽面积1 . 5万亩，落实机插
秧面积0 . 5万亩。

抓农技管理服务，提升稻谷品
质。农技人员问诊墒情苗情，协调
水源供给，配合水库放水、降雨天
气情况，提前巩固、修缮沟塘堰坝，
翻耕茬田，科学蓄水、调水、用水；
针对测土配方施肥等在田间地头
开展精准服务和技术指导，提倡轻
简化育秧，实现种管并举，奠定粮
食丰收基础。

文明实践阵地展

金寨县青山镇汤店村依托优良的自然环境，在西淠河沿岸的山地上引进优质种植项目，助推乡村振兴。该村先后引进安安徽同济生石斛科技有限公司
和樱草家庭农场，建成200亩石斛中药材培育基地、260亩蔬菜大棚，带动200多户群众种植蔬菜600余亩，通过特色农业、订单农业、合同农业、股份农
业等多种方式，形成“龙头企业+生产基地+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式，实现产业发展与农户增收“齐头并进”。
1：金寨县青山镇汤店村西淠河岸边山地上连片的石斛、中药材和蔬果种植基地。(左上)
2：5月23日，金寨县青山镇汤店村樱草家庭农场的工人在采摘小西瓜。(左下)
3：金寨县青山镇汤店村村民在采摘山地辣椒。(下中)
4：5月23日，安徽同济生石斛科技有限公司汤店种植基地的工人在采摘生长期满5年的米斛。(右上)
5：金寨县青山镇汤店村村民在采摘小黄瓜。(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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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大爱中延续
本报见习记者 秦汉清

徐集镇 推广机插秧 助增产增收本报讯（记者 沈夙婉）今年，安徽省皖西庐剧团迎来了
建团70周年，5月23日，六安市皖西演艺传媒有限公司邀请先
后在该剧团学习和工作过的团友、皖西庐剧团的老艺术家、戏
剧届专家学者、庐剧老中青演员等代表汇聚一堂交流座谈，共
话庐剧之美，同叙庐剧之情。

座谈会上，与会人员回顾了皖西庐剧团70年来的发展历
程，分享了各自对皖西庐剧的理解和感悟。大家认为，庐剧是
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皖西庐剧是六安特有的非遗名
片，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庐剧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守正传
统，又要有所创新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观众的需求。近
年来，由六安市皖西演艺传媒有限公司创排的大型庐剧现代戏
《杜鹃啼血》《信义人家》《又见桂花开》三部大戏先后获得
三届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两届安徽省社会
科学奖。

座谈会后，举行了“武克英工作室”揭牌仪式。

共话庐剧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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