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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8点钟签到，8点半准时开始
工作，在两间独立的“车间”里，有人做
串圆珠笔，有人粘扇面。这里没有冷
冰冰的机械设备和嘈杂的声响，取而
代之的是一个个类似课桌的工位和安
静而温馨的工作环境。

做了一会后，大家会停下手中的
活计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上
岗”。吃过午饭后，大家可以在休息室
午休，可以下棋，也可以使用健身器材
锻炼身体。下午2点钟，大家再重新开
始手头的活计，一直工作到下午5点
钟，然后再各自回到家中。

可以说，康馨阳光家园就像是一
座特殊的“工厂”，15名残疾人每天都
在这里工作、学习、娱乐。

24岁的张子健做的是粘扇面的
活计。最快的时候，他一天能粘100
多把。效益最好的时候，一个月他能
领到近1000元的报酬。当记者走近
时，张子健一边忙着手里的活，一边
笑着和记者打招呼。“别看他现在这
么友善，他其实是一名自闭症患者。
刚来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会和陌生
人说。”负责家园日常运营的广德市
义工联合的志愿者宋祯兆告诉记者，
这些工作看起来简单，但是对这些残
疾人来说却非常困难，普通人几个小
时就能学会的工序，他们往往需要3
到5天。

本报讯 老年人坐公交、去
旅游景区或公共文化场所及去相
关窗口办事，可享受相应优待，一
般都要出示《老年优待证》（老年
卡、老年证，各地名称或有不同）
作证明。记者从市卫健委了解
到，8月起我市的老年人不用这么
麻烦了，老年人出示身份证就可
享受相应优待。

日前，安徽省卫健委和省老
龄办联合下发《关于做好以身份
证替代老年优待证工作的通
知》。通知要求，全省将启动“以
身份证替代老年优待证”工作。

政策分阶段实施，今年7月底
前为动员部署阶段，我市将周密
制定方案、细化分解任务、展开舆
论宣传、全力推进落实，努力形成
上下合力、密切协同的工作格
局。8月1日-12月31日为并轨

运行阶段，期间，对持老年证或本
人居民身份证的老年人，均同等
享受《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规定
的诸项优待服务。各级办证窗口
对确有办证需求的也可提供办证
服务。2021年1月1日起，终止办
证。我市将及时协调编办将“老年
优待证办理”和“遗失补证”服务事
项从本级政务服务清单中取消。
政务服务窗口单位终止办证服
务。各级提供涉老优待服务的单
位对老年人持老年证或本人居民
身份证，均同等提供优待服务。

通知要求，各办证窗口单位
要严格按照进度，全力推进工作
落实。各提供优待服务的成员单
位要主动搞好对接，全力为老年
人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各提供涉
老优待服务的单位，不得把老年
证作为享受优待服务的唯一证
件，老年人持本人居民身份证必
须同等享受优待服务。

（本报记者 刘畅）

“自从有了自来水，洗菜洗澡
都很方便，水量大，水质也好。”7
月2日，郎溪县涛城镇红星村贫困
户徐志云，在忙完家里卫生后，打
开屋外水龙头，轻轻一扭，清澈的
自来水便哗哗地流淌出来，她用
电饭锅装了些水，准备煮饭，又笑
着告诉记者：“以前每次用水要到
3公里外山上提水吃，很不方便，
而且山泉水没有经过消毒，存在
安全隐患，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
感谢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红星村里门村民组地理位置
偏僻，居住点分散，该村民组5户
贫困户饮水存在安全隐患，为了
解决村民饮用水安全，县镇两级
共同筹措资金3万元，与广德杨杆
水厂协调入户，铺设主管道3400
米、支管道1200米，并免收入户
费，妥善解决了该村民组30多户
村民饮水问题。

而家住郎溪县姚村乡妙泉村
红星组贫困户杨翠玉，日前也用
上了清澈的自来水。打开屋前的
水龙头，杨翠玉看着新装的管道
哗哗地流出自来水，脸上止不住
笑意：“太方便了，以后洗东西再
也不用到600米外洗了。”多年以
来，杨翠玉家饮水一直靠地下水，
每到干旱季节就必须到河里挑
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能饮上安

全水。得知红星组的村民饮用水
十分不便，县水利局分管饮水安
全工作负责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第
一时间赶到红星组进行实地查
看，经过仔细分析和综合考虑，最
终在杨翠玉家附近的山上，新建
了蓄水池蓄水，并安放净化设备
通过管道重力流将水引入村民和
贫困户家里，解决了他们的用水
问题。

据了解，今年3月以来，郎溪
县对全县范围内建档立卡的6550
户贫困户饮水安全问题再排查，
发现390户贫困户存在不同类型
的饮水安全隐患，为此精心制定
了“一户一策”通水实施方案，把
解决当地群众和贫困户的饮水安
全问题列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
工作，通过铺设管网、修建蓄水
池、增设潜水泵等设施，解决饮水
安全问题，目前390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饮水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为了保证出厂水水质安全，
县政府为全县9个规模水厂配备
出厂水水质自检设备并开展现
场培训，同时委托县疾控中心每
月定期检测供水厂出厂水、末梢
水水质情况，保证村民用上干净
卫生、水质达标、水量充足的自
来水。”县农饮中心负责人告诉
记者，“下一阶段，还将定期对全
县贫困户的饮水安全情况进行
走访调查，强化跟踪管理，确保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
置到位。”

现象： 网购“指纹膜”代替打卡

对于“指纹膜”，张女士和她的同事们并不
陌生。几个月前，公司用指纹打卡机代替了原
来的卡纸打卡，同事们商量着从淘宝网买了一
套“指纹膜”制作工具，都制作了一枚属于自己
的“指纹膜”，以防万一上班迟到，可以由先到
的同事帮忙，用“指纹膜”代替打卡。

张女士告诉记者，大家制作的“指纹膜”统
一藏在公用柜子里，平时的使用率不算高。当
初在网上购买“指纹膜”制作工具很方便，一位
同事直接在淘宝网输入关键词，就出现很多同
类型产品。其中有一种是指纹套，但需要向卖
方提供指纹样本，由商家制作好后再邮寄来。
考虑到安全，最后大家挑选了一家出售“指纹
膜”制作工具的店铺，店主附赠教程视频，拿到
工具后，用明火加热半透明硅胶材质的指纹采
集器，再将手指压在采集器上两分钟，然后将

肉色液体倒入其中，凝固过后即可获得一枚
“指纹膜”。制作的5枚“指纹膜”，都能一次性
通过了指纹打卡机的验证。

调查： 网购购买信息隐晦

根据张女士提供的信息，记者在网购平台
上搜索，在售类似产品的卖家并不多，商品信
息显示的都是硅胶自制模具材料，并没有“指
纹膜”这类关键词。

记者点开一款自称“打卡帮手”的产品，卖
家称产品使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硅胶”“简单好
制作，拍下后发视频教程，包教包会”“做好了
可以请同事帮忙代打卡”，还特别提醒“新手建
议多拍1人份，以防制作失败”。点击采购数量
时会发现，19元1人份的商品标注“不建议、实
话”，27元2人份的则标注“有备无患”。还有
商品信息标注的是“不要直接问 心照不宣

你懂得”，购买商品时显示的是“手套”。
在评价详情中，有买家评价“解锁手机指

纹锁一下就通过”，也有人说“可以在驾校学时
机上打卡使用”。

提醒： 自制指纹膜要小心保管

记者采访了解到，从2012年起，指纹信
息与其他个人信息被要求一并录入二代居民
身份证，作为验证信息之一，与身份证号对
应。作为具备高度辨识功能的个人敏感信
息，指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从目前的
法律规定来看，制作“指纹膜”的材料并非是
禁止销售的产品，买卖“指纹膜”材料本身不
违法，但如果购买了材料并复制了个人的指
纹信息，那就可能存在安全隐患了。

市公安局鳌峰派出所处理案件的民警
提醒市民，近几年，盗取“指纹膜”作案的
案件越来越多，因此要妥善保管自己制作
的指纹膜。制作自己的“指纹膜”属于对
自己权利的处置，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
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会存在合法使用“指
纹膜”的用途，例如有的人因为磨损等原
因导致指纹消失或者不清晰，保存自己的
指纹来解锁手机。但复制了自己的指纹
后，对于“指纹膜”的保管就要格外当心。

“因为指纹具有极高的私密性，在防伪、鉴
别等方面拥有显著的功能，属于个人信息
的保护范围。”

绩溪讯 一直以来，农村物流
的发展滞后让不少农村居民感到
不便，今年来，绩溪县按照“资源共
享、多站合一、功能集中、节约高
效”的原则，加快整合交通、邮政、
商务等部门现有节点资源，建设农
村物流服务站点，为有序集散和高
效配送农村物资延伸打通了“最初
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绩溪县物流服务需
求总量持续增长，物流业发展较
快，尤其是快递服务呈现极大增
长，全县在册快递企业已有14家，
但实现乡镇全覆盖的快递只有2
家，其他快递的服务网点仅存在
于县城，村级网点仅在起步阶
段。为了顺应农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根据交通运输部进一步加
强农村物流网络节点体系建设的
要求，该县结合实际情况编制了
《绩溪县农村物流三级网络节点
体系发展规划》（2019-2030），结
合农村村邮站、电商服务点等平

台，在全县建设农村物流节点76
个，包括县级农村物流中心1个、
乡镇农村物流服务站10个和村级
农村物流服务点65个。

绩溪县交通运输部门根据农
村三级物流网点规划建设，以农
村地区邮政网点健全、配送网络
通达的优势，打破信息和物流瓶
颈，积极拓展和叠加邮政乡镇网
点、村邮站存放、投递、收寄等服
务功能，延伸农村物流服务网
络，着力提高农村物流服务村级
覆盖率。

截至目前，已建成农村物流
中心1个，乡级物流综合服务站
10个，村级物流服务点35个。在
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物流 农
业”、“物流 电商”等协同模式，
着力提升农村物流投递和收寄能
力，畅通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
乡渠道，为促进乡村振兴和脱贫
攻坚提供有力支撑。

（黄东鸿 特约记者 周明助）

绩溪建成46个农村物流服务点
补缺城乡物流“短板”

8月起我市老年人用身份证
即能享受老年证同等优待

郎溪：让贫困户饮上“幸福水”
◇本报记者 戴丹丹 特约记者 余克俭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指纹识别用途越来越多——

个人指纹信息，还须小心保护

指纹锁、指纹打卡机、指纹支付……现在生活中越来越多的
地方用到指纹识别，很多市民很关心指纹识别的安全性，“指纹
膜”能骗过考勤打卡机吗？如果“指纹”泄露，用它锁屏的手机是
否也能被解锁？指纹识别作为密码是否真的安全？带着疑问，记
者进行了调查——

◇本报记者 徐晨

学会手艺，有了工作
——康馨阳光家园，让15名残疾人重回社会

“我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我可以的！”当24岁的张子健
小声地说出这句话时，坐在一旁的家人不禁湿了眼眶。谁能
想到，早在3年前，这个男孩不仅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楚，
还总是默不作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而张子健来到广德市
康馨阳光家园后，他不仅学了手艺，有了工作，还在工作中学
会了与人沟通、交流。

作为一家庇护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福利组织，康馨阳光家
园由政府出资，采取社会组织项目化运作，家园里“收留”的都
是患有智力、精神或重度肢体残疾人。他们在这里成长、工
作，并发挥出了自己的一技之长。

分拣、组装、检测……在车间里，“员
工”们正熟练地将一个个零件拼装起来。

46岁的陶国强是一名脑瘫残疾人，
在来到康馨阳光家园前，他一直是在广德
市的夫子庙门口摆地摊。社区了解到他
的情况后，就将他介绍到了家园。

家园刚开办起来的时候，很多企业都
不愿意提供手工原材料，为了给员工们找
到合适的工作，义工联合会的志愿者们跑
遍了全市上百家企业。

阳光家园接到的第一单“生意”是粘
扇面，将折扇扇面黏结到扇骨上，作为折
扇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如果出现问题，
会直接影响折扇的生产。为了提高成品
率，阳光家园的志愿者们先跟着制扇师傅
学习，熟练掌握后再一步步指导大家，通
过这种方法，现在大家已经能够生产折扇
和中性笔。

“我们希望在培养残疾人劳动意识的
同时，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进而认
可自己，找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很多残疾
人在这里学会了画画、串珠的手艺，有了
手艺，他们就有了乐观面对生活的动力。”
广德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周丹表
示，提供辅助性就业对于残疾人来说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参与轻度的劳动，
残疾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而且一定的收
入和日间照料，也为残疾人家庭减轻了不
少负担。

记者了解到，为了扩大参与辅助性就
业的渠道，让适龄残疾人可以就近就业，
广德市结合“残疾人工作站”建设，依托社
会组织在多个社区打造“辅助性工厂”，建
立起政府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促进残疾
人康复，增加收入的辅助性就业格局。

记者感言：其实，每位残疾
人都渴望融入社会、自食其力，
减轻家庭负担，广德市康馨阳光
家园这样的辅助性就业机构，正
是开辟了一条关爱残疾人的新
路子，让特殊群体在得到社会关
爱的同时，又拥有一个稳定的就
业机会，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
类似的家园开放，有越来越多的
企业提供工作岗位，让残疾人以
崭新的面貌迎接属于他们的新
生活。

是工厂是工厂
也是也是1515名残疾人的家名残疾人的家A

◇特约记者 陈政 本报记者 余健/文 叶竞文/图

是手艺是手艺
也是自立的新姿态也是自立的新姿态B

加工圆珠笔加工圆珠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