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助站内干净整洁

“救助站分为男区、女区和未成年人区。”市救助站
工作人员唐金霞介绍，受助对象进站后，首先，要在登记
处进行全国救助管理系统登记，测量体温后，再进入安
检门进行安检，检测有没有随身携带危险物品。“由于现
在是疫情特殊时期，我们会增加受助人员体外消毒、发
放口罩、查询来站轨迹、身体健康情况等项目，做好站内
的疫情防控工作。”唐金霞表示，接下来，会及时安排受
助人员吃上热饭热菜、喝杯温水、洗个热水澡。对那些

长期流浪在外的人，还要给他们理发、刮胡子；对于行动
不便的，还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帮助他们。随后，要给受
助人员分配房间，分发干净的被褥，再让他们挑选自己喜
欢的爱心衣服和一套洗漱用品。

百闻不如一见。“开放日”活动的参与者们纷纷走进
受助人员寝室，看到房间整洁有序，在“自选衣服区”，还
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免费挑选喜欢的衣服；大家还参观了
男性、女性、未成年人救助房间，厨房及餐厅等。记者了
解到，为了给需要救助的未成年人提供更专业的贴心服
务，该救助站还通过社工为流浪未成年人进行心理疏
导、矫治、教育等服务。

“以前想象中的救助站是又脏又臭的，没想到这里干
净整洁，闻不到异味。”前来参观的志愿者邱先生说。市救
助站工作人员介绍，工作人员每天早上都会打扫卫生和消
毒，受助人员离开后床单要换洗。参观过程中，大家不时
询问、拍照、留取资料，不少人感慨：“应该让更多人了解，
如果发现需要救助的人员也要及时引领到救助站来。”

记者了解到，自1月23日截至5月31日，市救助站
累计救助务工不着困难群众及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
170人次，发放御寒衣物9套、春秋装3套、方便面33箱、
矿泉水22件、口罩240个；派出车次500余次，出动人员
2000人次。

3年累计救助1万余人次

市救助站不仅给了流浪乞讨人员一个家，还要帮助
他们找到家。

众所周知，不少流浪人员伴有不同程度的智力或精
神残疾，不能表述自己的真实身份，无法与亲属取得联
系。为此，市救助管理站针对不同受助人员的特征，采
取多种灵活手段，创新寻亲工作机制，运用人脸比对和
DNA比对、“互联网+寻亲”等办法，着力解决无表达能
力或表达能力不全救助对象的寻亲难题。

同时，对记忆力和表达能力时好时坏的人员，进行

一周一问询，确保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近两年，通过定
期问询收集到有效线索，寻亲成功的共33人，占寻亲成
功总数64.7%。

记者了解到，我省首例通过全国救助信息系统人脸
识别寻亲成功案例，就是在市救助站诞生。2018年11
月21日下午，宣州区水东派出所护送一名中年男子到市
救助站求助。该男子患有精神障碍，思维混乱，只知道
自己名叫王兴江，浙江人，其他信息不详。护送民警告
诉救助站工作人员，通过查询浙江省所有叫“王兴江”
的人员并未查找到该人的户籍信息。救助站将救助对象
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信息系统。通过人脸识别查询模
块，短短几秒钟，系统自动检索出6条面貌相似人员的救
助记录。排在第一是浙江江山籍一名叫王山江（化名）的
中年男子。从照片上辨认正是站在眼前的“王兴江”。

记者了解到，3年来，全市累计救助生活无着流浪乞
讨人员1万余人次，帮助100余名身份信息不详的滞留
人员重返家人怀抱。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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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建军，是宁国市
东津花园小区的居民，我们
小区建成已不少年，历经多
年的风吹日晒，加上上了“年
纪”，就容易得“老年病”。房
屋墙面斑驳、路面凹凸不平、
下水管道不通……遇到下大
雨，整个小区到处是积水。
最让我们头疼的还是停车位
问题，小区百把号居户，只有
几个停车位，每次下班回家
停车就成了大难题。这小区
得的“老年病”，也成了小区
业主的“心病”。

盼望着、盼望着，终于盼
来了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民生
工程的春风。2019年，宁国
河沥溪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
员告诉我们，东津花园小区
被纳入城市老旧小区改造项
目，这好消息可把我们小区
居民高兴坏了。

改造前期，办事处和社
区工作人员多次到小区现场
勘查，设计好初步方案后，就
小区周边环境、道路、安全防
护设施、排水、公共空间、环
境绿化提升、综合管线改造等
内容征求小区居民的意见和

建议，进行优化后的改造方案
让小区居民们都很满意。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改
造，东津花园小区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走进
小区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崭
新平整的水泥路，重新规划
的绿化带井然有序，小花坛
里绿植葱茏，成为一道靓丽
的风景线，整个小区显得生
机勃勃。曾经长满青苔、墙
皮脱落的外墙壁粉饰如新；
楼道里多年的“牛皮癣”也彻
底清除了，一面面洁白的墙
面呈现眼前：乱搭建的围墙
没有了，还原成公共区域，重
新规划出44处停车位，大家
停车方便了；楼下车棚里还
安装了充电桩，电瓶车有了
地方充电，不再有私拉电线
现象了；道路两旁、楼梯道里
都重新安装了路灯，以前一
到晚上就黑漆漆的通道，现
在变得亮堂起来了……

曾经的积雨成灾，如今
下水通畅；曾经的垃圾遍地，
如今绿树成荫；曾经的违建
占道，如今出行通畅……感
谢城市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
程，改善了小区基础设施和
居住环境，小区面貌一新，重
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让小区
居民感到幸福满满。（周建
军 口述 王金玲 整理）

“咱老旧小区焕新颜”

礼盒粽刮起“平民风”

记者采访了解到，为了抢占端午市场，不
少超市早早地设立了端午销售柜台，今年礼
盒粽不光是品类繁多，而且还刮起了一场“平
民风”，包装比较简单，且价格实惠。

一进市区大统华超市，记者就看到端午
销售柜台上摆满了粽子、绿豆糕等端午食
品。据了解，今年多数礼盒粽子价位在100
元左右，而且不少礼盒粽子都在促销，超过
200元的只有寥寥几款。“今年的粽子礼盒包
装简约，价格也比较亲民。”大统华超市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现在粽子的包装很“接地
气”，不再是外表豪华靓丽的礼品，买回去送
家人、朋友，既实惠又好看。

记者发现，中老年人较为倾向购买包装
简易的散装粽子。“以前爱买礼盒装的粽子，
觉着送人好看上档次。这两年更喜欢买散装
的，零散着买各种口味，自己吃更实惠。”在超
市购买粽子的市民黄女士说。

记者还了解到，除了粽子热销以外，绿豆
糕这几天销量也增加了。“像这些木糖醇或低
糖的绿豆糕，比较适合老年人吃。”工作人员
表示。

端午节味浓 满城粽飘香

端午节临近，记者走访市区超市发现，端午市场早已“热”起来，各种“端午”元素纷纷登场，营造出
浓厚的节日氛围，其中，“端午吃粽”作为传统习俗传承下来，深受市民认可。眼下，市民忙着买粽子、包
粽子、吃粽子，浓浓粽香迎“端午”。

现包粽子成抢手货

除了超市的礼盒装粽子，现包现卖
的“草根”粽子更受市民的欢迎。

在市区西门菜市场门口的一个摊
位前，正在现场包粽子的李阿姨说，临
近端午，粽子的销量直线上升。粽子的
口味有五、六种，一只粽子的售价在2.5
元至7元之间，一天能卖出三四百个，
其中卖得最好的要数肉粽和蜜枣粽。

除了菜场现包的粽子热销，微信朋
友圈里也有不少卖粽子的。“奶奶的手
工粽子，吃过的都知道。开放预定，数
量极其有限。”日前，市民孙小姐的朋友
圈里就有人开始叫卖“私房粽子”了。
朋友圈里这类信息都把粽子从原料准
备到包裹完成都拍成了漂亮的图片，特
别是流油的咸鸭蛋黄和裹酱的五花肉
卷入糯米中的情形，十分诱人。

正在选购粽子的张云婷告诉记者，
一年吃粽子的机会不多，端午节快到
了，买几个现包的尝尝鲜。相比真空包
装的粽子，现包现卖的粽子做法传统，
还不放防腐剂，让人吃得比较放心。

粽子原材料销售红火

除了成品粽子走俏外，不少市民还会选择
自己动手DIY粽子。因此，包粽子所需的糯米、
粽叶等原材料也在市场上备受市民的青睐。

在市区东门农贸市场内，记者看到，不少
市民正在选购包粽子的原料。“今年孙子上小
学了，在家包粽子不仅能营造良好的节日氛
围，也能让孙子更好地理解端午节的来历。”
正在购买粽叶、糯米的市民吴大妈说。

市民周女士告诉记者，“我儿子在合肥上
班，他最爱吃我包的粽子，每年端午回来我都
会包几十个粽子让他带回合肥吃上一段时
间。肉粽子和蜜枣粽子各一半，儿子喜欢吃
肉粽子，媳妇则喜欢吃蜜枣粽子。”

一家卖粽叶糯米的老板介绍，糯米、蜜
枣、粽叶等包粽子的原材料销量从6月6日左
右就开始有了明显提升，“糯米和蜜枣的销量
较平时增长了3倍左右，粽叶销量更是增长了
近5倍。”该老板说，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注重传
统节日，良好的文化氛围也带动了相关经济
发展。“如今自己动手包粽子的人又逐渐多了
起来，除了中老年人，许多年轻人也来买原
料，过过手瘾。”

“这下好了，新安装的自
来水干净，水量又大。”郎溪
县姚村乡四青村村民刘三元
准备淘米做早饭，他拧开新
安装的自来水龙头，一股清
流哗哗喷出。

今年 73岁的刘三元是
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自
来水没“改造”之前，饮水安
全是他的心结。刘三元告诉
记者：“原先吃的都是从山洼
子里接下来的水，你家一根
管子，我家一根管子，多晴几
天就断流了，一到暴雨天气，
就只好吃泥巴浆子。”

前些日子，四青村实施
了安全饮水工程，由原先的
各家各户分散式供水改为集
中供水，贫困群众终于喝上
了“放心水”。刘三元由衷点
赞：“还是国家的政策好啊！”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该
村塘家冲一组建档立卡贫困
户张丽峰，他说：“原先在山上
接的自来水不正常，三天两头
干了，压力太小，太阳能根本
上不了水，我只好买了一个增
压泵。现在换了新自来水，压
力大，我家太阳能可以直接上

水了，阀门一开水直往上飙。”
此前，姚村乡通过贫困

户饮水安全排查，识别出四
青村贫困户普遍还在使用分
散式接引山泉水，饮水安全
得不到保障。针对四青村的
饮水安全问题，该乡想贫困
户所想，急贫困户所急，积极
申报并及时实施了“2020年
农村安全饮水政策补丁项目
工程”，争取项目资金24.3万
元。姚村乡有关负责人介
绍：“该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
有拦沙坝砌筑、水源地建设、
铺设主管网约4000米、入户
支管网约3000米等。”

目前，饮水工程已竣工，
这项民生工程的实施，进一步
提高了山区群众自来水普及
率，保障了群众饮水安全，四青
村约200余户900余人受益。

关于“改造后”自来水“安
全”状况，该乡水利站负责人
熊奎表示：“水利站在制高点
建造了集中供水蓄水大塘，库
容约5000立方，水源供给充
足；蓄水大塘两边都是高峻的
毛竹山，山涧沁下来的泉水水
质很好，水利站又进行了塘底
消毒，增设了过滤设施，此前
请来安徽拓维监测服务有限
公司对水质进行了监测，各项
指数均达标，安全水，放心喝。”

救助站公众开放日 市民体验“临时之家”
◇本报记者 余健

◇本报记者 徐静雅

6月23日上午，泾县琴溪镇琴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室坐满了贫困户，镇村帮扶干部聚在一起“讲政策话党恩”，现场气氛热烈，也进一步加深
了贫困户对脱贫攻坚政策的理解和支持。“讲政策话党恩”活动结束后，镇村帮扶干部、“两代表一委员”和贫困户一起包粽子，糯米、竹叶、红豆等材料
一字排开，整齐地摆放在眼前，阿姨们迫不及待捋粽叶、做漏斗状、填糯米、压紧实、封口、扎捆，不一会儿工夫，一只只各式各样的漂亮粽子瞬间成型。
粽子包好后，琴溪村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和巾帼志愿者们，将关爱和节日问候一起送到贫困群众家里。 （章睿 本报记者 戴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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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助站内啥环境？救助有哪
些流程？受助对象在这里如何解
决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难题……6月
19日上午，市救助站开展了以“大
爱寻亲 温暖回家”为主题的开放日
活动，还邀请了辖区志愿者、附近市
民等30多人走进救助站，了解救助
流程和真实场景。

山区贫困户喝上“放心水”
◇本报记者 利成志 特约记者 王祖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