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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19日，在六安市裕安区均河路与淠河南路交叉口西
南140米乡厨本帮菜饭店二楼吉祥厅包厢内，违法行为人张某、周
某、朱某与林某以“摸纸牌”的形式进行赌博。公安机关在吉祥厅
包厢内发现无人主张所有权的现金共计7700元，经查，该资金既
不属于赌资，也无人员认领。

现对该款项进行公告，期限为6个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公告期限结束之日
后，无人主张对该财产主张权利的，该款项将依法上缴国库。

若该款项为您的合法所有财产，请及时与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
局治安大队进行联系。

联系人：邓警官，联系方式：0564-3931857(18860493969)。
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

公 告

当城市的高楼越建越高，钢筋水泥间的
绿意便成了居民心底的渴望。在金安区东
市街道淠河社区长江生活小区，一片“共享
花园”正悄悄晕染出温柔的生态底色———
曾经单调的绿化带化身“四季花廊”，月季
摇曳、绣球叠彩、蔷薇织梦，方寸之地已在
不知不觉中变成邻里共赏春光的“诗意角
落”。

初夏时节，记者走进长江生活小区楼栋
前的花园，晨光里的月季正舒展花瓣，像被揉
皱的天鹅绒般泛着柔光；黄绿色的绣球团成
云朵，粉色的蔷薇攀着围栏织就一片花
墙……四季更迭间，这片不足500平方米的园
地步步成景，成了居民镜头里的“常驻嘉宾”。

谁能想到，这片充满生机的园地曾经只
是一片单调的绿化带。2022年老旧小区改
造后，长江生活小区虽然补种了常绿植物，
但景观效果并不理想。居民陶宪龙看在眼
里，萌生出新的想法：“独自欣赏美景不如
与众人分享，在家养花不如下楼打造美丽

景观！”他率先行动，将绿化带变成“试验
田”，借鉴公园月季廊道的设计理念，经过
精心打造，如今这片花道已成为小区的“颜
值担当”。每到花期，居民们纷纷前来拍照
打卡，孩童在花间欢快地追逐嬉戏，老人们
则坐在石凳上，悠闲地闲话家常，一片其乐
融融的景象。

“养花就像养育孩子，要了解它们的习
性，用心琢磨。”说起护花的经验，陶宪龙如
数家珍。他随身携带的小本本上，详细记录
着不同花卉的养护“秘诀”：夏季清晨五点
浇水、月季每月施薄肥、绣球需要半阴的环
境……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居民加
入到“小区花友”的行列。退休教师王阿姨
种了两株牡丹，每天清晨都会来观察花苞
的生长情况；上班族李女士在角落栽下薄
荷，为邻里提供了天然的驱蚊草；就连小朋
友们也积极参与进来，用彩色石子在花园
边缘摆出可爱的图案，为花园增添了一份
童趣。

如今的“共享花园”，已经不仅仅是一
片绿植景观。物业定期送来营养土，为花卉
的生长提供保障；社区邀请园艺师开展科
普课堂，让居民们学习更多的园艺知识；居
民们自发成立“护花小组”，排班值守，共同
呵护这片美丽的园地。“以前路过绿化带都
不会多看一眼，现在每天都想过来侍弄两
下，就像对待自己家的院子一样。”居民陈
女士的话，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共享花园’不仅种活了花草，更温暖了
人心。”淠河社区党总支书记昝辰感慨地说。
这个不足500平方米的空间，成了社区治理的

“微支点”。居民们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
者”，主动协商花卉品
种的搭配，共同制定护
花公约；物业借此优化
绿化养护方案，与居民
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
机制；社区以花为媒，
开展“最美花匠”评选、

亲子园艺课堂等活动，累计收集居民意见建
议23条，推动解决了充电桩安装、楼道照明等
8件民生问题。

据悉，目前，东市街道正以长江生活小
区为样板，在辖区内推广“共享花园+”模
式，计划年内新增20处“绿化角”，同时探索

“花园认养”“绿植交换”等长效机制。这些
方寸之间的绿色奇迹，不仅为城市的钢筋
水泥注入了诗意，更描绘出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区治理新画卷。当居民亲手种下的玫
瑰爬满围栏，当邻里在花香中分享养花心
得，美好家园的种子，早已在共建的土壤中
悄然发芽，绽放出希望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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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汪娟 黄雪彦）5月15日，“理润江淮·沿
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暨创新思政课在皖西学院举
行。省委讲师团团长张彪，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范奇，市委常
委、统战部部长关传兵，皖西学院党委书记袁维海等出席活
动。

活动紧扣习近平总书记2024年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等，
以“下好创新先手棋”“勇立潮头开新篇”“城乡融合绘宏
图”“诗与远方交响曲”“人生能有几回搏”5大篇章串联起
10个微宣讲与艺术化宣讲作品。活动现场，生动有趣、通俗易
懂的宣讲不时赢得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据悉，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委讲师
团主办，市委宣传部、皖西学院、市委讲师团承办，旨在持续
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走向深
入，充分发挥理论宣讲在思想传播中的“连接器”“转换器”
“扬声器”作用，让党的创新理论浸润青年学子心田，激励学
生将人生理想转化为务实笃行的实际行动。

沉浸式宣讲
激励青年学子担当实干

从“旁观者”到“护花人”
——— 金安区长江生活小区绿化带开出“共治之花”

本报记者 杨子

霍山讯（杜世宏 王倩倩）5月15日，霍山县网络媒体联
盟成立暨微短剧《我在霍山开民宿》开机仪式在霍山县单龙寺
镇举行。

霍山网络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霍山自媒体行业迈向专业化、
规范化的新阶段，推动县域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同时将通过
新媒体平台，聚合优质网络达人，为宣传霍山凝心聚力、持续
赋能，用鲜活的镜头、创新的形式展现霍山生态之美、人文之
韵、发展之变。

微短剧《我在霍山开民宿》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微视频
微电影委员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文艺家影视中心执行
主任郑子指导，知名导演张锐执导，著名表演艺术家斯琴高
娃，青年演员徐囡楠、战立国等参演。该剧以霍山在外创业的
夫妻二人返回家乡创办民宿为主线，用夫妻二人与来霍山旅游
观光、度假、探亲的不同年龄、身份的游客间发生的一系列诙
谐搞笑和充满温情的故事，串联起霍山的文旅融合、民宿经济
和乡土风情。该剧深度挖掘霍山自然风光和人文魅力，选取了
屋脊山云海、六万情峡、诸佛庵镇仙人冲画家村等热门景点作
为拍摄取景地。在特色物产展示上，该剧将融入霍山石斛、霍
山黄芽等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元素。

千里大别山，主峰在霍山。霍山县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
光优美，民俗风情浓郁，是旅游胜地、养生福地。近年来，霍
山县传承红色基因，放大生态优势，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以生态为笔，以文化为墨，以绿色发展推动全域旅游及民
宿产业发展。为了更好地宣传霍山，展现霍山魅力，该县高度
重视文化事业发展，聚焦发展所需、人民所盼，坚持文艺创作
扎根人民，并适应新时代媒体格局、传播方式的变化，大胆探
索，精心谋划，打破传播壁垒，在全省率先拍摄电视短剧，创
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据悉，微短剧《我在霍山开民宿》由中共霍山县委、霍山
县人民政府指导，霍山县委宣传部荣誉出品，霍山县融媒体中
心出品，由霍山融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安徽星灿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承制。《我在霍山开民宿》将用真实的镜头，质朴的情
感让霍山故事破层出圈，让乡村振兴的好声音传得更远，成为
展现霍山高质量发展的一张鲜活名片。

霍山县

网络媒体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康家佳）春风化雨润文明，文明实践谱新
篇。为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提升文明实践宣
讲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5月13日，金安区举办2025年度
文明实践宣讲员风采展示大赛。

来自全区的32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宣讲员轮番登场，从志愿
服务到基层治理，从移风易俗到政策宣讲，从敬老爱幼到人居
环境治理，多维度、全方位展示本单位的文明实践风采。场
上，宣讲员们结合多媒体展示，通过图片和视频，讲述着在文
明实践中发生在身边的点滴故事，传播文明理念，弘扬时代新
风，让大家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文明实践的力量。场下，评委和观
众认真聆听，尚未登台的宣讲员则时刻关注着正在宣讲的选手，
不断调整状态，熟悉宣讲内容，力求以最佳状态登台宣讲。

“宣讲员风采展不仅展示了各参赛单位新时代文明实践工
作开展情况，也为宣讲员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互学互鉴的平
台，有效提升精神文明建设宣讲水平。”金安区文明指导中心
主任朱然秀说道。

同时，每位宣讲员在宣讲结束后，还带来了舞蹈、朗诵、
歌曲、乐器演奏等丰富多彩的才艺表演，展示了良好的精神风
貌。经过激烈角逐，活动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3名，清水河街道报送的宣讲作品《端好四碗茶 干群心连
心》荣获一等奖。“作为文明实践宣讲员，领奖不仅是对个人
付出的认可，更是对文明实践工作的肯定，真正的收获在于通
过宣讲，让文明实践的火种传播得更广更远。”清水河街道茶
棚社区党总支副书记潘晶晶说。

金安区

举办文明实践宣讲员风采展示大赛
5月15日是第16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当日，六安市公安局裕安分局经侦大队联合金融、财政等部门，走上街头头开展“与民

同心 为您守护”主题普法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单页、互动解读、案例剖析等形式，向群众讲解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网网络传销、制售假币等经济案
件特点及防范知识，提升群众防范意识，共筑经济安全。
图为民警向市民宣传反电诈、反集资、反传销等防范经济犯罪知识。 本报记者 田凯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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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叫醒你的不是闹钟，可能是睡眠
健康管理师；旅行拍照告别“剪刀手”，旅
拍定制师帮你打造专属记忆……
近日，人社部宣布拟新增跨境电商运

营管理师、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等17个新
职业，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员、
睡眠健康管理师等42个新工种。这些新职
业、新工种既是产业变革的缩影，也是对
社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生动回应。
近年来，宠物临终关怀师、陪诊师等

岗位的兴起，呼应了老龄化社会与情感消
费的需求；旅拍定制师、保鲜花制作工则
满足了个性化服务的浪潮……这些职业
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承载着社会温度与
个体价值的实现。
而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AI大模型测

试员等当下火热的新职业，则见证着新技
术落地应用的进程。据有关部门测算，目
前无人机行业人才缺口高达百万。这些
“科技含量”十足的岗位，打开了就业市场
的新空间。
自2019年以来，已经有93个新职业

获得人社部颁发的“身份证”。从无人机
编程到AI测试员，从电商运营到银发经
济顾问，层出不穷的技术新应用、消费新
需求、市场新变化，展现了社会的活力与
蓬勃生机。
新职业持续涌现，开启了时代创造的

无限可能。面对职业选择，不少年轻人主动
拥抱变化，抓住新赛道。无论是手握代码的
AI工程师，还是传递温情的服务犬驯养师，
相信每个人都能在时
代浪潮中，找到发挥自
己才能的独特坐标。
（来源：新华网视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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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安讯（黄仁勇）自推动落实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工作

开展以来，金安区三十铺镇通过一系列有效举措，实现食品安
全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切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食品安全属地管理工作开展初期，三十铺镇党委、政府整
体谋划，对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进行专题研究部署，将
食品安全作为年度综合考核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的重要内容，
各级领导干部明确了具体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工作格局。该镇按照C、D两级的分级标准，建立主体系
统台账，其中C级（镇级包保）和D级（村社级包保）共1156
户，全面落实“三清单一承诺”制度。辖区内C级主体由镇班
子成员包保，D级主体由其所在村（社区）干部进行包保，实
现包保全覆盖。包保制度实施后，每一户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都
有对应的包保干部，监管无死角。目前，全镇确定包保干部
113人，其中镇级13人、村级100人，113名包保干部“三清单
一承诺”实时上传责任平台系统，做到公开透明，包保覆盖率
达100%。同时，按照金安区食品安全委员会要求，C、D级包
保干部每季度对所包保主体开展一次实地督导，特殊时期增加
督导任务。各级包保干部对照任务清单和“食安督”APP检查
内容逐一督导检查，发现问题记录在案、限期整改，并跟踪整
改情况。

裕安讯（凤兆娟）“多亏了调解
员的耐心劝导，让我们家避免了一
场大矛盾。”提起村里的“同心圆”
人民调解室，裕安区平桥乡胡家渡
村村民纪某赞不绝口。

5月9日，胡家渡村花园组的纪
某与公公巴某因回迁安置房补偿
款分配问题产生激烈矛盾，邻里劝
说无果，家庭关系陷入僵局。关键
时刻，村里的“同心圆”人民调解室
迅速介入。调解员把双方约到村里
的调解室，充分倾听双方诉求，从

情、理、法多维度进行调解，最终促
成双方在村委会见证下达成协议，
一家人重归于好。

这一调解事例，只是“同心
圆”人民调解室日常工作的一个
缩影。今年4月，胡家渡村以新时
代“枫桥经验”为指引，在原有的
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基础上，整合
村“两委”、网格员、村民代表等
多方力量，组建了“同心圆”矛盾
调解志愿服务队，致力于打造基
层矛盾化解的新阵地。调解室既

有宽敞明亮的实体调解场所，为
村民提供“面对面”沟通平台，让
矛盾纠纷有处可诉；也开通了调
解服务热线，打破时空限制，便于
矛盾纠纷“即呼即应”，实现矛盾
化解“零距离”。调解室还宣传相
关法律知识，提升村民法治素养，
推动村里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的良好氛围。自成立以来，

“同心圆”人民调解室已成功化解
各类矛盾纠纷30余起，调解成功
率超98%。

在九墩塘畔、红街大讲堂、社区
活动室、机关、学校……时常有一个
忙碌的身影。她，就是46岁的六安市
直关工委宣讲团成员余尚云，一个
传统文化的播种者及执着的践行
者。她用自己的一腔赤诚，为广大青
少年讲述着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呵
护着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

十多年来，她坚持把弘扬国学，传
承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全身心地投
入到国学家传家庭教育工作中，助力
青少年健康成长。从2022年1月至今，
她开展国学家传家庭教育公益宣讲百
余场，讲读《论语》《大学》等，宣讲家庭
教育家风建设，与家长交流家庭教育
心得，让孩子在体悟和学习传统文化
中汲取智慧，树立文化自信，在传统文
化和家庭教育的融合中得以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多年来，余尚云
为开展公益宣讲，自费购买教材、教
学设备、租用场所达60万元。有人不
理解，也有人说她傻，而她却说：“只
要能够有益于青少年健康成长，付
出多少都值得。”

余尚云爱上传统文化，还得从一
次培训说起。2013年10月，一个偶然

的机会，余尚云参加了一个为期5天
的传统文化学习培训班。一个个引人
入胜的故事，一堂堂生动有趣的文化
课程，深深地吸引着她。她从优秀传
统文化中受到启迪，感受到了中国传
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回到家后，余尚
云开始琢磨起如何更好地让传统文
化为教育赋能，她在网上搜索视频反
复观看，并带着孩子们读《弟子规》

《三字经》，教育孩子们如何做一个好
人，并尊重他人。

从茫然到走出一条清晰的路，并
逐渐达到从外在的光鲜到内心的丰
盈，余尚云把对传统文化的追求，带到
每个家庭，共同学习、共同成长。从最
初在社区活动室、幼儿园、机关、企业
小范围宣讲，到创立六安市崇德传统
文化服务中心，再到开设国学馆，余尚
云为更多孩子和家长、家庭提供了一
个学习传统文化，不断进步的平台。

余尚云开展公益讲座不图名不
图利，不要一分钱，默默无闻，随叫随
到，从不叫苦叫累。有一次，她刚在金
环万象城小课堂讲完第一场，就马不
停蹄赶到小华山街道锦绣华府大舞
台，在露天广场进行公益授课。不一

会儿，现场聚集了近300位居民，小
区商业街人头攒动，两边商铺业主纷
纷前来围观听课，场面火热。大家静
心听，细细想，在两个小时的讲课中，
现场几乎没有人走动。下课后，皖西
学院土木专业大一学生王陈阳，挤到
余尚云面前大声说：“余老师，你讲得
太棒了！让我深刻认识到传承传统文
化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由于种种
原因，传统文化面临着诸多挑战，一
些传统习俗也逐渐被人们淡忘，作为
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将
传统文化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
和喜爱传统文化。”

余尚云很热爱这份事业，也很专
注于这份事业，希望能让孩子们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茁壮成长，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代一代传下
去。今年春节刚过，她就踏上公益之
路，先后到14个社区、学校、幼儿园，
开展传统文化家庭教育公益宣讲36
次，参与人数2600余人次。此外，从
今年1月1日开始，她每周开展一次经
典读书会，每月举办一场大型传统文
化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努力让悠久的
国学文化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同心圆”调解室 化解矛盾促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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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学之美绽放于青少年心间
——— 余尚云弘扬国学开展公益宣讲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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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铺镇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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