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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十一网购激情消退
市民冷淡对待双十二

本报讯 双十一的快递刚收完，双十二又来了！
面对电商又是铺天盖地的打折优惠，市民反应如何
呢，是继续买买买，还是保持冷静态度？记者采访发
现，双十二市民的购物激情骤减。

日前，记者浏览购物网站发现，不少商家已经推
出双十二优惠，打出“低价狂扫抢大牌”、“惠过双十
一”等口号，市民不仅能参与“满200减20”的活动，
还能领取几十元不等的优惠券。不过，很多市民对
此却不感兴趣。记者随即采访了不同年龄段市民，
其中部分人表示，自己不会参与双十二网购；也有
少数市民表示，会根据优惠力度选择购买少量商
品。70后孙女士说，双十一通宵达旦守在电脑前就
是为了抢到优惠，本以为优惠如同广告上所说只有
一天，哪知却发现，11月12日折扣竟然还在延续。
对于双十二，她态度坚决：不约！“年末不管是线上
还是线下商家，总会有各种促销，最早的促销还让
人有热情，越往后买家的心态越疲惫越麻木。”80后
王先生说。

对于很多人来说，双十一已经让荷包“空空如
也”，双十二没有再剁手的财力支持了。市区济川街
道的王女士表示，自己不会出手了，两个电商购物节
间隔时间太短，双十一自己已经买了1万多元的商
品，现在即使想买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今年双十一期间，我市服装店、化妆品店、家居建
材等实体商家都参与“鏖战”，但对于双十二，实体商
家反应明显冷淡。记者走访发现，除了个别商家应景
地促销外，大多数商家漠然不动。市区锦城南路上一
家鞋店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已在双十一
时透支，现在搞活动没多大效果，他们接下来的促销
主要针对圣诞节和元旦。

市市场监督局的工作人员建议，消费者不能
一味只看商家折扣就冲动购买，线上部分折扣乍
一看很划算，其实套路很多，商家总能让消费者花
更多的钱。消费者只有清楚自己的需求才能更好
地购物。

（本报记者 焦琨）

老人寒风中哆嗦
民警助其找到家人

本报讯 11
月 25 日下午 1点
左右，市公安局澄
江派出所民警接
到群众报警电话，

说有一名老人蹲坐在市十一小门口。接警后，民警
立即赶往指定位置，只见老人衣裳单薄，穿着拖
鞋，没穿袜子，坐在市十一小门口，在寒风中冻得直
打哆嗦。

民警将老人接到所里后，就开始帮助老人寻
找“回家的路”。老奶奶年纪太大，记忆模糊，自
己的年龄姓名都说不清楚，民警很难从只言片
语中证实老人的身份，好在老人对自己的儿子
记得很清楚，民警顺着这个线索很快联系到了
老人的儿子。

“很感谢民警的帮助，现在天气这么冷，她穿的
那么少如果再耽搁点后果不堪设想。”谈及那天，老
人的二儿子谢某仍心有余悸。据了解，老奶奶姓
后，今年81岁，住在市区盛宇湖畔，患有老年痴呆，
这已经不是老人第一次外出走丢。为了防止母亲走
丢，谢某想尽了一切办法，将老人的信息牌放在她
的身上，甚至用过定位手机，唯独这次忘了将老人
的个人信息放在她的身上，幸好民警及时相助，才
将母亲找回。

据了解，近年来，老人走失的现象时有发生，市
区平均一周有十几起老人走失案发生。“偶尔会遇
到棘手的情况，我们会寻求公安系统的协查，帮助
走失老人顺利联系上家人，助力他们回家。”民警
向记者说道。民警表示，为防止老人走失，市民们
可以将家属的联系方式缝制在老人的衣服上，或者
在衣服的口袋里放置一张有关于家属的信息牌，上
面写上老人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平时多与老人
沟通，多打打电话，多去看望老人，及时给予老人
关心与帮助，掌握老人去向。还可以借助电子定位
功能的产品，佩带在老人身上，这样就能随时通过
定位功能找到老人。

（本报记者 陈华易）

位于广德南部的茅田山省级森林
公园，是黄山余脉与天目山余脉交汇
之处，自古享有“石奇压东土，景雅盖
西天”的美誉。这里不但有着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下阳新石器古人类文化遗
址以及明朝天启年间建造的祠山庙。
还有一处非常“迷你”的水利发电站，
就隐藏在茅田山的山脚下，它就是下
阳水电站。

从茅田山景区入口处走进去几百
米，道路的右边有一座土坯的房子，这
座土坯的房子墙面全部是由土夯实而
成，房顶的木结构上覆盖着黑色的瓦
片，房子里还有一个小巧的院子，俨然
一副农家小院的样子。如果不是房屋
边竖立着一块介绍的牌子，很难相信这
里会是一座水电站。

“这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修建的水
电站，主要是用来碾米的。这个‘迷你
型’的水电站一运转就是半个世纪。”茅
田村党委书记李本硕告诉记者，当时的
茅田村还是一个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
小山村，这里不通路也不通电，老百姓
照明只能用煤油灯，买不起煤油的，要

上山砍松树，收集松油，让村民们吃尽
了苦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为了使当
地的老百姓用上电，当时的茅田生产大
队利用茅田山境内高山低谷的地势而
形成的较大水流落差，产生有效的天然
水能，通过水轮机发电。

最初小水电站主要是用来带动村
里的碾米机和饲料机，让村民们告别了
原始的劳动方式。之后又通过维修改
造，用电来照明。“山水的水量很不稳
定，水量充足的时候，一天能发10来度
电，水量不够的时候只能发1、2度电甚
至停机。那时候村民家的电灯也随着
水量忽明忽暗，但是无论如何能用上电
总是一件让大家开心的事情。”

上世纪八十年代，高压线拉进了茅
田村，村民们也用上了稳定的照明电，
用了十来年的水电站也渐渐地告别了
水电照明的历史，又开始作为加工农产
品的动力使用。到了2000年以后，村
民觉得这样的宝贵资源闲置了实在可
惜，申请将水电站的两点和国家电网并
网，常年发电量能达到2万度左右。这
个“迷你型”水电站虽然发电量不大，但

是现在也已经汇入了国家
电网中，发的电走进了千家
万户。目前，这座迷你水电
站已经被保护了起来，下一步
有希望成为新的景点。

大山里有个“迷你”水电站
土坯房、小院子，如今它已汇入国家电网，有望开发成新景点 ■本报记者 余庆 文/图

很难想到很难想到
这样的土坯房这样的土坯房
是座水电站是座水电站。。

小水电站里只有这一小水电站里只有这一
台发电机台发电机。。

据孙光华介绍，该中心将根据实际情况逐步
向社会开放，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科研探索提
供强大的软、硬件服务，可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研
发成本，减少中小企业设备维护、租赁费用，为我
市及周边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动力。

“因为只有让文房四宝成为‘宣城标准’，我
们才算真正拥有文房四宝之城。”据工作人员白
洋洋表示，“国家宣纸及文房用品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将成为国际、国家标准制修订的承担者、参
与者，由此规范国内良莠不齐的文房四宝市场，

扭转我市文房四宝产业大而不强的局面，更将成
为中小企业创新的“发动机”。

据悉，该中心所有科技设备投入总金额达
2000万元，目前已全部按期安装调试完毕，全部
处于良好运行状态。接下来，我市将充分发挥
该中心的文化展示功能，在此设立文房四宝展
示馆，组织专人讲解，并制作中、英文宣传片，
积极创新构建宣纸生产体验区，融传统与科普
为一体，为四海宾朋奉上独特的“文房四宝”文
化盛宴。

用“宣城标准”规范“文房四宝”
——记“国家宣纸及文房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近日，市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收到了几份小朋友们亲手制作的卡
片和手绘画。一张张温暖的留言、
一句句真挚的祝福，一幅幅充满童
趣的画，可爱至极。贺卡虽小，却是
小朋友们亲手绘制而成，上面写满
了对消防员叔叔们的感激和敬佩，
消防指战员们拿着贺卡和手绘画感
到无比欣慰和开心。 丁亚 摄

在宣城万达广场西面，一座占地30多
亩的天蓝色大楼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

“国家宣纸及文房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该中心如今不仅全面运行启用，还
以其检验与展示于一体的独特布局在全
国独树一帜，为我市打造“中国文房四宝
之城”提供重要支撑。

走进“国家宣纸及文房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大
楼，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文房四宝展示区域，里面陈列
着笔、墨、纸、砚等实物展示品，走廊两侧还陈列着各类
中国画、书法作品等传统文房四宝文艺作品，由专职讲
解员为所有来宾解说文房四宝的具体情况与发展历程。

除展示区域之外，“国家宣纸及文房用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还有物理性能检测区域、化学性能检测区域、
微生物项目检测区域、仪器分析检测区域，以及预留辅
助区域，共计6大功能区，专职承担文房四宝质量监督检
验公共服务，分别拥有手工纸、纸制品、毛笔、墨类、砚类
在内的10大类51个产品160个参数的能力资质授权。

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孙光华介绍，“国家宣
纸及文房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是在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省局，及宣城市委、市政府领导下历时6年筹建而成，
最终于2019年7月20日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专
家评审组现场验收，目前已进入全面运行状态，成为我
市打造“中国文房四宝之城”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对助力
我市特色资源产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宣城人文地标宣城人文地标 专职公共服务专职公共服务

检测水平一流检测水平一流 科研梯队齐整科研梯队齐整

进入该中心检测区域，只见一群身着洁白工
作服的工作人员，正通过各类精密设备为文房四宝
产品做质量检验。沿着走廊走过去，1个微生物实
验室、2个恒温恒湿实验室、13个普通功能实验室
已全面投入使用。实验室中主要包括激光拉曼光
谱仪、红外光谱热重分析联用仪、电感耦合等离子
发射光谱仪等一大批国际最先进的检验检测设备。

据悉，该中心内的服务团队，主要由赵代胜、
邢春荣两位知名专家为专业团队带头人。其中
骨干人员包括1名博士，6名硕士，3名事业编制
检验人员。同时，省质监局还批准成立了省文房
四宝专业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心与宣纸
集团。此外，该中心内还有4名专家分别加入全
国造纸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国造纸学会。

据工作人员介绍，该中心科研实力雄厚，很
多科研工作取得突破，为我市文房四宝产业构建
起扎实的理论基础。目前，已与合工大爱科机器
人公司科研团队合作，开发毛笔耐磨度检测仪，
并计划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填补了该类市场空
白；该中心已参与两项省级科研项目，主持五项
市级科研项目，目前进展良好；《宣笔》地方标准
已完成制定与发布。

同时，还有6项实用新型专利得到国家专利
局批准，4项正在审批待发证中；还有2篇学术论
文分别在英国和美国的SCI学术期刊上发表，3
篇论文在中国造纸学会学术年会上发表，另有3
篇专业技术论文将在国际制浆造纸与生物技术
会议上发表。

规范行业标准规范行业标准 全面对外开放全面对外开放

■本报记者 项嘉

暖心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