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14年我们开始使用电子
仪器进行测试记录后，今年所有的项
目仍由电子仪器进行测试记录。如
跑步的同学身上带了一块芯片，通过
GPS定位，过线后成绩即刻出来。跳
绳也是一样，通过考生手里的电子芯
片记录个数，结束后，成绩立刻通过

计分器显示并播报。”宣州区教体局
副局长袁长清介绍道。

值得一提的是，考场内还设有高
清摄像头，如有考生对成绩有异议，
可现场及时查看，还原考试瞬间，确
保考试的公平、公开和公正，让考生
和家长放心。

考纪严格考纪严格：：电子电子““裁判裁判””贯穿所有项目贯穿所有项目

记者了解到，今年考生选择跳绳
和坐位体前屈的人数较多，单个项目
选择均达6000多人次，而篮球运球、
足球折线运球成“冷门”。

“7000多名考生，选择篮球运球
和足球折线运球的均为12人次，长
跑有1900多人次，跳远有1300多人
次，其他项目在几十人到几百人次不
等。由于今年只选考两项，对于考生

来说，可以最大限度地选择自己擅长
的项目，像跳绳和坐位体前屈都可以
通过训练达到理想的成绩，所以选择
的人数较多。”宣州区教体局体卫科
科长李世权介绍。

据悉，此次体育考试的时间是5
月29日至6月5日，通过过去几天考
生的表现情况，工作人员预估今年的
满分率较往年会有所提升。

体考数据体考数据：：跳绳跳绳、、坐位体前屈成坐位体前屈成““热门热门””

“经常在群众聚集的
地方走走看看，通过倾听
百姓闲谈，能够在第一时
间捕捉、收集、反馈各种矛
盾纠纷信息，使矛盾纠纷
及时化解。”年过七旬的张
忠是郎溪县建平镇南西村
老干部，也是“百姓说事
点”的信息员。

张忠口中的“百姓说事
点”在郎溪县共有96个，覆
盖了所有村和社区。今年
年初，郎溪县在建平镇三岔
村和北港社区先行试点创
建“百姓说事点”，让群众通
过“唠家常”的形式，把矛盾
纠纷、百姓诉求等社情民意
在“说事点”反映出来，并通
过信息员反映到有关部门，
使许多矛盾和问题得到了
及时有效的解决。

目前，该县“百姓说事
点”建设工作全面展开，

“百姓说事点”逐渐成为释
民 惑 的“ 疑 难 问 题 唠 嗑
点”、访民情的“社情民意
收集点”、汇民智的“法律
服务宣传点”。

A 矛盾纠纷矛盾纠纷““化解点化解点””

5月的一天，正在建平镇西郊村“百姓说
事点”值班的张明胜，听到几位老人议论北塔
组村民钱某中午在工地骑三轮电动车回家，转
弯速度太快发生不幸，他的亲属下午准备到工
地去讨个说法。张明胜听到他们聊天，赶到北
塔组核实后，第一时间向建平镇领导汇报，并
在建平司法所的调解下，将一起纠纷在短时间
内化解。

建平司法所专职调解员郭慧颖介绍：“‘百姓
说事点’是今年初建平镇结合实际而推广的民意

畅通新渠道，群众在‘百姓说事点’通过聊天的方
式，把矛盾纠纷及诉求等充分反映出来。”

“百姓说事点”值班工作人员按照提前问事、
群众说事、及时办事、集中评事、事后查事等五个
环节，为群众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纠纷。目
前，村、社区每个星期六接待“说事”群众，倾听他
们的诉求。

据了解，自建平镇“百姓说事点”建设工作以
来，由于信息反馈及时，调解各类矛盾纠纷20多
件，使大量矛盾纠纷得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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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小康看宣城

有了“百姓说事点”后，基层群众把闷在心里
的话说出来，对政府及部门的意见也都能在“点
上”反映出来。

今年春节期间，务工回家的村民在“百姓说
事点”闲聊，建平镇三岔组断头路两年没修，准备
组织村民集体上访，被值班的信息员黄俊收集
到，并及时报告给村书记左从贵。

村里随即召开村民会议，联系上级有关单

位，一条3.5公里断头路得以解决，信息的收集及
时、政策宣传到位、群众利益得到保障，阻止了一
起群体上访事件。

“百姓说事点”悉心收集社情民意，开展调
解工作。这段时间，建平镇的“百姓说事点”共
在点上收集民情信息80多条，为维护基层社会
和谐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和改进社会治
理发挥了良好功效。

B 社情民意社情民意““收集点收集点””

“百姓说事点”为百姓“说事”

◇黄开军 本报记者 利成志

“‘百姓说事点’以为民办实事为出发点，及
时掌握第一手资料，为社会稳定和化解矛盾纠
纷作出了贡献。”郎溪县司法局副局长刘世国
说。为更好的服务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郎溪县在全县村和社区开展“百姓说事点”
建设工作。

该县司法局召开了“百姓说事点”建设动员
部署会，落实基层党委政府对“百姓说事点”教育
引导和扶持职责，明确“百姓说事点”建设总体目
标、发展方向、服务内容、经费保障和服务流程
等，健全信息员培训、以案定补等制度，保证“百

姓说事点”建设有章可循。
与此同时，该局指导乡镇司法所加快“百姓

说事点”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快与县司法行政机
关、法律服务机构相关载体、平台的互联互接，发
挥好信息化纽带作用，实现资源共享，提升综合
治理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该县在“党建+三治”的基
础上，结合实际赋予“百姓说事点”基层社会治
理、公共法律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等新内容、新
功能，保证“百姓说事点”既原汁原味又充满时
代气息。

C 全面铺开全面铺开““说事点说事点””

“虽然我市目前属于疫情低风险
区，但为了考生和考官的安全，我们
仍坚持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并准备好
了工作应急预案。”袁长清介绍。

体育考试期间，考生从学校出发
赶往考点之前，要做一次体温检测；
到达考点后，进行检录时，再次测量
体温；进入考场前，要科学佩戴口罩，
并按照七步洗手法做好手部消毒，同
时保持一定间距。考官进入考点也需
要出示安康码，并测体温，严禁有发
热、咳嗽等症状人员参加考试和工作。

在考场内，每组考生考试完毕
后，所使用的器具需经过消毒再交
于下一组考生使用。考试期间，每
天早、中、晚对考场进行一次全面消
毒，室内考场做到开窗通风，并设有
临时隔离室，如发现异常人员即刻
进行隔离。

“往年我们是一名医生、一名护
士、一名驾驶员，今年我们又增加了
一名疫情防控指导员，全程指导考试
中疫情防控事项，确保让考生考得舒
心、家长放心。”袁长清说。

宣州区中考体育考试正在进行
今年无必考项目，考生自选两项进行

我叫丁祖晖，是郎溪县
飞鲤镇湖滨村人。近日，我
在刚刚流转的几百余亩水面
上撒播红莲种子，这是我第
二年种植红莲，这湖里的水
面分了几个航道，等到七、八
月份，荷花全都开遍了，游人
可以划着小船从航道穿过，
一边赏荷，一边自己动手采
摘莲蓬，十分惬意。

我从小在波光粼粼的南
漪湖畔长大，是湖滨村的种
养大户，在美丽富饶的南漪
湖畔养了几百亩鱼虾，几百
亩芡实。近几年，村里积极
响应省、市、县民生工程政策
号召，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鼓励周边水面养殖户利
用闲散农田大面积种植红
莲，形成该村的特色产业，不
仅能让村里变美，也能为养
殖户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还为湖滨渔村美丽乡村作为
日后的农旅开发项目作铺
垫。在村书记李祥贤的鼓励
下，我说干就干，在春日里将
红莲种子和藕苗全部种下。

红莲主要是观赏性作物，

结出的莲子微甜不苦，也能出
售。随着党建引领扶贫、资产
收益扶贫、“四带一自”产业扶
贫的深入，镇、村领导对我的
工作也非常关注和支持，结合
渔村美丽乡村建设的发展，
发挥特色产业游玩、观赏价
值，吸引游客来观赏和采摘莲
蓬。我在南漪湖承包的几百
亩滩涂全部种上红莲，作为观
光采摘，也在全村大面积的推
广，切实地提高村民的收入。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地逐步深入，湖滨渔村的村
容村貌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
变化，村里的道路四通八达，
民居整齐划一、村庄环境优
美，村内配套有渔家乐，游人
可以欣赏南漪湖风光，可吃
渔家、住渔家。为了乡村旅
游的发展，村里和镇政府都
给予了各方面的支持，与此
同时，村民的向心力，凝聚力
也越来越强，精神风貌也悄然
改变。这真叫做“美丽乡村建
设好，美丽产业来助力”。

（丁祖晖 口述 郎溪
县民生办高寻 整理）

前段时间，早出晚归采
茶成了泾县汀溪乡茶农刘甲
宏最上心的事。“要保证品
质，就得精挑细摘。”茶园里，
刘甲宏一边忙碌一边聊着：
把家里的茶叶做好，卖出个
好价钱，自己的“脱贫路”会
越走越宽！

早些年，刘甲宏也曾和
其他村民一样外出打工挣
钱。然而好景不长，2010年
发生的一场家庭“变故”，让
他不得不重新回到家乡另谋
生路。“那个时候，父亲因为
突如其来的车祸完全丧失劳
动力，母亲又常年多病在
家。没了工作，家庭的负担
随之而来。”刘甲宏坦言，此
后很长一段时间，自己都有
些一蹶不振。2014年，他家
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

人穷志不短。经过短时
间的修整后，刘甲宏决心要靠
自己勤劳的双手摘掉“穷
帽”。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
了蜜蜂养殖。后来，他便通过
网上学、书上看、向专业老师
请教，想方设法地钻研起了特
色蜂蜜养殖技术。由于踏实
肯学，当地一位有名的蜂农亲
自上门手把手教学，并向他提
供了很多实用的学习资料。

凭借勤奋好学的劲头，

渐渐地，刘甲宏找到了脱贫
的“路子”——抛弃大水漫灌
式的家庭种养，专注发展小
而精的品牌养殖。经过多年
的发展，他的养蜂产业越做
越大，不久便尝到了甜头。
2018年，刘甲宏以自己村组
名字顺利注册了“姚丰”蜂蜜
品牌。2019年，靠着销售自
家原生态品牌蜂蜜，他当年净
盈利2万余元。“今年我又定
制了几十个养蜂的圆桶，准备
扩大蜂蜜养殖，力争养蜂收入
能够实现翻番。”刘甲宏说。

除了养蜂，“闲不住”的
刘甲宏把目光投向了茶产
业。依托当地良好的自然生
态条件，他精心打理起了自
家的茶园，让原本无人问津
的茶树成了“摇钱树”。“从采
摘到加工，我都亲力亲为，只
为保证呈现出好品质。”他说。
凭借精益求精的专注态度，
2019年，刘甲宏依靠发展茶产
业的毛利润达到3万多元。

“我生在这个村子，长在
这个村子，这个村子给予我
的太多！”脱贫的过程，让刘
甲宏对村子有了更深厚的感
情。2019年，他组织动员本
村村民凿石块铺路，修筑起
了一条延伸各户的“便民
路”，受到了大伙儿的点赞。

5 月 28 日，郎溪实验初中七（10）班学生与音乐老师互
动，戴着脸谱体验京剧表演。近年来，该校积极开展“戏曲
进校园”、“戏曲进课堂”活动，把京剧、黄梅戏、花鼓戏等戏
曲引进课堂。让同学们了解戏曲的“四功”：唱、念、做、打；
认识“生、旦、净、末、丑”不同的戏曲行当；学习戏曲动听的
唱腔和一些基本的招式，进一步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
力，推动戏曲文化传承。 特约记者 虞文灵 摄

戏曲进课堂

目前，2020年宣州区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正在进行。据了解，宣州区共计7617名考生参加此次考
试，考试时间为5月29日至6月5日。今年中考体育考试与往年不同，因受疫情影响，不设必考项目，考生
在所有项目中任选两项进行考试。

与往年不同，今年中考体育考
试不设必考项目，男子 1000 米和
女子800米也被纳入选考项目，与
立定跳远、1分钟跳绳、掷实心球、
坐位体前屈、引体向上（男）、仰卧
起坐（女）、篮球运球、足球折线运
球一起，让考生任选两项进行考
试。每个项目 30 分，共计 60 分。
每个项目测试时以0分为起点，不
设最低分。

据了解，往年中考体育考试要

考三个项目，长跑为必考项目，另
选考两个项目；必考项目分值 30
分，选考项目每项 15 分，总分共
计 60分。

记者了解到，2020年宣州区应
届、往届、社会类考生共计7617人，
均在宣城市信息工程学校进行体育
考试。除长跑、引体向上（男）、足球
折线运球项目在室外进行，其他项
目全部在室内进行，最大限度避免
不良天气的影响。

考试场地考试场地：：大部分项目在室内进行大部分项目在室内进行
疫情防控疫情防控：：常测温常测温、、常洗手常洗手、、常消毒常消毒、、保持间距保持间距

5月31日，市信息工程学校宣州区中考体育考试现场。

◇本报记者 戴丹丹 文/图

刘甲宏的甜蜜事业
◇李池 本报记者 顾维林

丁祖晖：种下红莲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