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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从““斗舞斗舞””到到““静舞静舞””

决胜小康看宣城

关于贫困残疾人康复民生
工程申请程序、补助标准
等政策解读

一、贫困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
目标任务：2020年，为全市3264名贫困精神残疾人

提供药费补助。
▲救助对象：我市持有第二代精神类残疾人证且常

年服用精神疾病治疗药物的贫困精神类残疾人(提倡使
用治疗精神疾病的第二代药物)。

▲救助标准：每人每年享受1000元药费补助。
▲救助流程：新增补助对象本人或其监护人要向户

籍所在地乡镇（街道）残联提出申请，填写《贫困精神残疾
人药费补助审批表》，同时出具精神残疾类别残疾人证、
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已实行扩面或
全覆盖的地区以当地残联要求为准），经县级残联审核后
纳入救助范围。

对个别有肇事肇祸倾向或行为、影响社会安定，经医
院鉴定后确系贫困精神障碍患者而本人不愿意办理残疾
人证的，由医院出具诊断证明、监护人申请、乡镇（街道）
及以上残联审核，应予纳入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范围，其
相关申请、审批证明等资料应专项收集管理。

二、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⑴目标任务：2020年，为全市428名视力、听力、言

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
救助。

◆救助对象：我市户籍0-14岁符合条件的视力、听
力、言语、肢体、智力、孤独症等残疾儿童。

◆救助标准：每人每年享受15000元补助。（低视力
儿童补助标准为500元/人/年；全盲儿童补助标准不少
于1600元/人/年（限3年1次））。

◆申报程序：0-14岁残疾儿童监护人在户籍所在地
县级残联提出申请，到定点机构康复训练。

⑵目标任务：为全市60名肢体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
形器和适配辅具？

●救助流程：有需要的肢体残疾儿童监护人到户籍
所在地县级残联登记；经残联组织专家筛查、取型后，适
配假肢矫形器和辅具。

（数据来源：市残联 市民生办）

马继清:
养鸡“养”出好生活
■本报记者 陈华易

正值仲夏，家住宣州区黄渡乡峄山村的马继清正在
给自己鸡舍里的鸡换上新的饲料，妻子则在鸡舍外打打
杂，收拾鸡舍旁的卫生。“她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每天
我来这儿都会带上她。”马继清一边给鸡喂饲料，一边向
记者说道。

马继清是2014年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于2016年脱
贫。今年56岁，全家3口人，妻子刘清荣患有精神残疾，
身体也不能过度劳累，平常生活需要人照顾，全家靠着
马继清和儿子马善良两人在本地打零工维持生计。

“我们经常去找他沟通，鼓励他创业。”针对马继清
家实际情况，帮扶干部苏麦绒多次入户与马继清沟通交
流做工作，从思想上激发他发展的信心和动力，鼓励他
大胆干。按照脱贫项目，马继清最终决定新建养殖鸡棚
一处，发展林下散养蛋黄鸡来脱贫致富。

2017年，马继清开始养鸡，因为不懂技术，当年10
月份抓的1万只小鸡苗，由于天气寒冷，损失了一两千
只。养鸡的钱是找别人借的，鸡苗又因为生病损失了一
小半，对于当时的马继清来说，真的是放弃也不行，不放
弃又害怕剩下的鸡患上此类的病症。抱着再试试看的
想法，马继清找来村里的技术人员，自己在一旁边看边
学。经过反复的观察，技术人员发现小鸡苗是患上了类
似于呼吸道感染的这类疾病，不过好在不传染，很快，他
们就找到了治疗方法，小鸡苗也很快得到治愈。

如今，马继清的鸡舍里，11000只小鸡全靠他一个人
饲养。“请工人不划算，自己弄不懂的时候会请教村里的
技术人员。”马继清说。谈起往日的艰难，看着现在正慢
慢长大的小鸡，马继清的脸上洋溢出幸福的微笑。他告
诉记者，目前，他的销售渠道还算稳定，小鸡养大了，也
会有人来负责收购。去年一年，他靠着养鸡赚了五六万
元，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他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陪伴
和照顾妻子。

“他不仅自己养鸡，还教我们怎么养鸡。”说起马继
清的养鸡历程，村里的刘大爷向记者说道，马继清脱贫
路给村里的贫困户带了好头，树立了好的榜样，村里的
贫困户纷纷来向他请教这养鸡里面的“门道”。如今，不
管谁来，马继清都虚心地将自己摸索出来的养殖技术告
诉他们，让他们也能通过养鸡致富，过上富足的生活。

“我一个人过好不算好，大家都过好了才是真的好。”马
继清说。

本报讯 “有了这个小按钮，水电维修、家政清
洁、理发送餐就都方便了。”6月3日上午，宣州区双
桥街道隆兴社区的吴桂花老人发现家里需要清洁服
务，便直接按下手机的“一键呼叫”按钮进行“下
单”。不一会儿，宣城禾康智慧养老公司的助老员黄
春秀便上门来到她的家中，为老人进行洗衣洗被、扫
地拖地等服务。

吴桂花今年 95 岁，子女都不在身边，日常
就医、生活护理，曾经是摆在她面前的大难题。

“去年开始我享受到‘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
后，问题迎刃而解。”吴桂花告诉记者，区里统一
发放了居家养老智能求助手机，用手机可以直
接拨打服务平台号码，免费享受日间照料、医疗
保健等服务。

什么是“互联网+智慧养老”服务？宣州区民政
局养老服务科科长史新华介绍，为保障老年人过上
幸福晚年生活，近年来该区全面摸排梳理重病重残
老年人，将贫困老年人作为兜底保障的重点对象，
实施应保尽保。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引进宣城禾

康智慧养老公司，推行“互联网+智慧养老”新模式，
用“线上”和“线下”双重服务，提升年满70周岁以
上的低保老人、有重度残疾的老人等“五类”老人的
生活幸福指数。目前已经有120位困难贫困老人
和散居生活不能自理老人，不花一分钱，享受全方
位护理服务。

“线上服务，就是给有需要的老人配发一部装置
‘一键呼叫’功能的居家养老智能求助的手机，该手
机比普通手机界面、按键更大，方便老人使用。老人
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直接按‘键’呼叫、呼救。线下服
务，老人可以打电话到公司952183平台，或者是直
接与公司助老员联系，预约上门助餐、助浴、助医、助
急、助洁服务。同时，手机还针对老人容易走失的特
点，设置了自动定位功能。老人遇到紧急情况，亲属
可快速获知其具体位置信息。”禾康公司运营经理王
晶晶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目前还设有专门的助老
员35名，每人联系老人40余名，每月2次定时到自
己联系的老人家中开展服务，每次2个小时。

“去年，是助老员救了我一命。”该区金坝办事
处的梅祖富老人说，去年底自己突然身体不适，便
按下“一键求助”按钮。随后，助老员乐桂兰火速
赶到家中。因乐桂兰平时照料梅祖富很有经验，
所以她迅速判断是其长期卧床导致尿储留，小便
不通引起阵痛。乐桂兰熟练地给老人插上导尿管
后，老人积留了几天的尿液顺利排出，强烈的痛感
随即消失。

记者了解到，老人通过点单享受上门服务，极
大地提高了养老服务效率，满足了老人居家养老的
愿望，也促使传统养老方式转变为依托“互联网+”的
现代养老模式。目前，宣州区“互联网+智慧养老”服
务已覆盖53个社区，实体服务达1433人次，其中线
上服务1219人次。下一步，该区将继续探索智慧健
康养老模式，进一步加强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打造
养老服务大数据平台，全面汇总老年人基础信息和
服务需求，整合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信息，积极
构建智慧健康养老格局。

（本报记者 刘畅 特约记者 宋本金）

离开滨河公园，记者来到宁阳公园。广
场舞队伍依旧人山人海，但音量已是今非昔
比，再也没有了震天的大喇叭。“现在的声音
已经调到了以前的一半。”现场“百舞飞扬”
舞队的领队潘先生告诉记者，自从去年宁国
警方对宁阳公园的几支舞队开出全国首张
广场舞罚单之后，他们也觉得是需要做出一
些改变了。

“以前队员跳得入迷，过了晚上 10点还
有人不愿走。现在广场上的舞蹈队都达成
了默契，不仅音量降低不再斗舞，同时严格
规定时间，只跳到晚上9点结束。”潘先生告
诉记者，在听说了滨河公园“舞动青春”舞队
戴耳机跳广场舞的新做法后，他还亲自去进
行了考察。

“现场看了确实很新颖，目前正在征询舞队
成员们的意见。”潘先生的舞队目前大约有一半
人同意戴耳机跳舞。“这种模式最大的好处是再

也不会被举报噪音扰民了。”潘先生透露，他还
在做一些前期咨询了解，希望这种无声广场舞
的新模式能尽早全面推广开来。

一座城市居民的素质往往最能体现一个城
市的文明程度。从全国首张罚单到无声的广场
舞，这种变化尽管对跳广场舞的人来说，影响不
大，但却使周边居民有了安静的环境，也使广场
舞有了长期生存的空间。这不仅是宽容、自律
之举，也是一种文明进步之举。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这种改变其实也是
宁国市近年来文明创建过程中的一个缩
影。如今，走在宁国的大街小巷，市民会顺
手捡起被丢弃的废纸杂物；在公共场所，市
民自觉排队，秩序井然……以创建“全国文
明城市”为总抓手，既是为了提升城市文
明，更是为了让百姓获益。宁国市城市的
精神面貌正发生着深刻变化，文明已融入城
市“肌理”，融入百姓生活。

从全国首张罚单，到“破题”噪音扰民，宁国滨河公园广场——

这里跳起了无声的广场舞

去年 5 月，宁国开出全国首张
广场舞罚单上了央视，一时成为了
热议话题。一年过去了，今年 4 月
份以来，在宁国滨河公园太阳广
场，一支特殊的舞蹈队引发了不少
市民围观——没有大音响放音乐，
也能跳广场舞，这是一支名为“舞
动青春”的“静”舞团。

5月20日晚上7点半，此时的宁国市滨河公
园广场上人头攒动，一支支广场舞队各占一隅，
踩着整齐的节拍，在音乐中开启“锻炼模式”。而
在这些广场舞队中，有一支特殊的舞蹈队引起
了不少市民的注意。上百人的队伍配戴统一耳
机，着统一队服，在踢踢踏踏的脚步声下动作整
齐划一，现场听不见任何的音乐，这是一支“无
声”的舞队。

“戴上耳机跳舞最重要的是不扰民，如今我
们的舞队是零投诉。”“舞动青春”的领队何军此
时站在舞队正前方，戴着耳机，不时通过对讲机
喊着拍子。说起舞队从“斗舞”到“静舞”的转
变，何军漾起一脸笑意，“当时也没想到效果会
这么好。”

作为领队，何军一直在思考怎样改变广场舞
扰民的不良影响。“尤其是去年我市开出了全国
首张广场舞罚单，一时间网上吐槽广场舞扰民的
帖子不胜枚举。”何军于是开始了他的尝试，从控
制音响音量到限制跳舞时间，最终他将目光投向
了无线同频耳机跳舞。

2020年4月，在征求了大部分舞员意见后，
舞蹈队配戴耳机跳舞成了标配。“一开始还担心
接受度不高、难推广，谁知道提出来后大部分舞
员都支持我的做法，一些犹豫的成员在经过几天
的观望后也都纷纷打消了顾虑加入进来。”

“戴着耳机比音箱外放有感觉多了”，45岁
的刘余华刚跳完舞摘下耳机，“之前在宁阳公园
跳，那边互相间为了斗舞声音越放越大，实在太
吵。”在去年开出全国首张广场舞罚单之后，刘余
华加入了何军的舞队。“刚开始有点怀疑，因为跳
舞要的就是节奏，一个人一个耳机步点能踩准
吗？没想到一试，耳机就摘不下来了。”刘余华说
着笑了起来。“耳机的沉浸感让人第一时间就进
入了状态。”

“无声”广场舞也引来不少群众的围观，市民
刘女士和母亲在广场散步，就被这个阵仗吸引驻
足观看。“将心比心，这种方式既能满足自己的跳
舞需求，又不制造噪音，可以说是双赢。”在她看
来无声广场舞值得点赞。

如今，何军的“舞动青春”舞蹈队已经有800
多人，而且还在扩大，无声舞蹈队的名气也越来
越大。何军说，他的队员不光覆盖滨河公园附
近，还有很多人每天骑车、开车来这里跳舞。

■本报记者 徐文宣 余健 文/图

2. 从从““罚单罚单””到到““破题破题””

“无声广场舞反映了市民文明程度的提高，
也给我们执法部门解决广场舞扰民问题提供了
新的思路，应该给予掌声。”宁国市公安局法制
大队大队长严垒对于新出现的无声广场舞这种
新模式十分赞许。

说起去年宁国发出的全国首张广场舞罚
单，严垒记忆犹新。宁阳公园是宁国较大的一
个居民休闲场所，和附近医院仅一条马路之隔，
周围还有居民区和学校。每天傍晚都有众多
广场舞爱好者一起跳舞，多支队伍还存在提高
音量“斗舞”行为，经常跳到晚上十点多，让附
近居民不堪其扰。“仅去年4月底到5月初，民
警接到该公园广场舞噪音扰民的报警，出警次
数就超过10次。”

民警对这类现象进行过多次约谈和劝导，
但收效甚微。由于屡教不改，5月5日当晚，又
一次接到报警的民警对涉及噪音扰民的5名广
场舞领队当场出具了处罚决定书。这便是全

国首张广场舞罚单的由来。
据介绍，近年来在宁国，不仅是中老年人，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到跳广场舞的行列
中，在城市公共服务资源有限、短期内又无法
满足需求的语境下，由此而来的噪音扰民、场
地之争等问题也越来越严峻，广场舞该向何处
去，如何为广场舞的窘境破题，显得犹为迫
切。此时全国首张广场舞罚单的出具不啻成了

“破题”的一个切入口。
“尽管警告罚单作为一种行政处罚方式并

不算严重，但目前看来收效明显，震慑意义大于
处罚本身。不仅对以后的相关案件处理提供了
前车之鉴，还在社会和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支
持和讨论。”严垒介绍，罚单出具后的这一年后，
报警和投诉少了，宁阳公园现场广场舞音量明
显降低，很多舞队还明确减少了活动时间。“其
实多些换位思考，跳广场舞完全可以在健身和
安静这两种权利之间达成有效平衡。”

3. 从从““新变新变””到到““推广推广””

宣州：“一键”下单 智慧养老

戴上耳机跳广场舞戴上耳机跳广场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