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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像搭积木一样建房子，你见过吗？在
宣城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就有一个采取“搭积
木”方式建造的小区，这是我市首个装配式小区，目
前该小区18栋高层建筑均已封顶。

施工场内，一块块预制好的墙体构件被工人们
运上高楼，等待连接、固定；一个个预制好的楼梯像
汽车零部件一样，已根据编号安装到相应位置，它
们的线条平直、表面光滑……10月13日，记者在位
于南漪湖大道上的彩虹小区二期项目工地上，看到
这样的“搭积木”式建筑场景。

被形象地描述为“搭积木”的装配式建筑，是
指像“制造”一种工业产品一样，采用流水线生产
的方式先在工厂把轻质隔墙、叠合楼板、楼梯等

“零部件”生产好，运到安装现场后，像搭积木一
样将建筑拼装起来。

该小区是宣城市现代服务业产业园区管委
会按照“限房价、限时间、竞地价”方式实施的安
置房项目，承建方为中建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小区项目经理丁阳生介绍，彩虹小区二期

共有18栋 16-26层的高层建筑，装配率不低于
20%，预制构件主要为预制楼梯、预制叠合楼
板、预制内墙等，即每栋建筑的底部加强层（3-5
层）以上的楼梯、楼板、内墙等，是像搭积木一样
装配的。

你一定想问，18栋高层建筑，材料花样繁多，
如何能保证准确无误拼装呢？记者了解到，为了减
少施工错误，加快工程进度，建筑公司给每个构件
都办了“身份证”，它们都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ID”
号，方便对号入座，也便于质量管理。

另外，“拼装”也不只是“搭”，预制构件运到施
工现场后，还会进行钢筋混凝土的搭接和浇筑。入
住者完全不需要对它的拼装质量产生怀疑。相反，

“因为部件是按标准预制的，质量比起现场浇筑更
为可控。”

“工人们安装预制内墙，1天就可以安装1个楼
层，而如果使用传统方法砌墙，砌完一整层则需要
3-4天。”工地负责人李岳说，采用预制装配的方式
建造房屋，可以大大缩短工期。该小区于2019年

8月开工，仅1年零2个月，18栋高层建筑就已全部
封顶，二次结构施工也即将在本月底完成，预计可
提前半年在明年底就能交付使用。

不仅如此，因为部件预制、工期缩短，工地也能
大大节约水电等资源，这对于推进节能减排和绿色
建筑，尤其是对于改善环境具有很好的作用。记者
在现场看到，该工地的扬尘和噪音，的确比一般工
地少不少。

记者了解到，2016年以来，国家及地方多次出
台指导性、惠普性及鼓励性政策，促进装配式建筑
产业的发展。目前全国已有30多个省市出台了装
配式建筑专门的指导意见，不少地方更是对装配式
建筑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我市也计划出台促进装配式建筑产业发展的
实施意见。10月12日，我市召开了关于这一实施
意见（送审稿）的座谈会。据透露，实施意见将对全
市新开工小区的装配率提出要求。这意味着，不久
的将来，装配式小区将在我市遍地开花。

（汪凯英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文/图）

像搭积木一样造房子

宣城首个装配式小区全面封顶

山里江南花似海，明霞粉黛起云烟。正是秋
意盎然的时节，位于宁国市港口镇山门村的山门
洞景区里，近50亩的粉黛乱子草迎来了花期最盛
的时候。从空中俯瞰，粉黛似锦，随风荡漾，花海
如潮，美若仙境，被誉为“长三角地区最美粉黛基
地”，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山门村水源充裕，植被茂密，古树名木众多，
拥有喀斯特溶洞风光。坐拥良好的文化旅游资
源，山门村通过一场场“美颜”风暴，让村庄风貌绽
放新颜。2013年，该村成功创建全省首批美好乡
村建设中心村，2015年成功创建AAA级景区。

2019年，山门村发展思路再升级。该村以
“健康”为主题，朝着打造成集田园生活、禅修养
生、休闲度假等功能于一体的名胜景区和乡村旅
游景点大步前进。目前，山门村银杏公园、皖南小
九寨、水洞亮化、洪朝书画院、景区入口广场及环
形道路等21个项目落地生根，不同花种组成的山

门村“彩色农业”已初具规模，呈现出“四季皆有
景，花海尽芬芳”的画面。

随着山门洞景区品质不断提升，如今前来山
门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旅游旺季的日游客接待
量均超过2000人次，即便是酷暑炎热的盛夏，周
末仍每天有近500名游客到山门村赏花观景。年
旅游接待量更是达到40万人次。

节庆搭台，文旅唱戏。多年来，随着全省自行
车赛、玉兰花节、千人万社游山门等活动相继在山
门村隆重举办，吸引了更多来自周边省市尤其是
长三角地区的游客，带动了农家乐消费及农特产
品销售，助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值得一提的是，山门村先后荣获国家级美丽
宜居村庄、国家级传统村落、省级绿色村庄示范
点、省级森林村庄示范点、省第二批传统村落、省
第三批特色景观旅游名村、省级休闲农业与乡村
旅游示范点、省级生态村等称号。

花为媒 兴乡村
◇本报记者 顾维林/文 特约记者 李晓红/图

熊成元：
追着花期酿甜蜜
◇特约记者 王祖清

本报记者 谭艺莹

脱贫致富奔小康，日子越过越甜蜜。脱
贫户熊成元所拥有的“甜蜜”无人能比，因为
他是养蜂人。

今年53岁的熊成元，家住郎溪县姚村乡
妙泉村红星组。因病致贫，2014年熊成元被
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熊成元原先干过养蜂
行业，后来为了方便照顾患胃癌的老父亲，他
不得不中断了养蜂。

脱贫需要产业支撑，致富更要吃苦奋
斗。2015年，熊成元重操旧业。

常人眼中的“甜蜜事业”，是浪漫、是风
景，却不知满含辛苦。一年四季，熊成元调度
他的142箱蜜蜂走南闯北、奔波转场，寻觅蜜
源、追逐花期。春末夏初，到河南柘城等地追
随泡桐花开，夏季去天津武清等地赶槐花，夏
末至秋赴北京密云山区寻黄荆条花，再走天
津寻找玉米花及杂花……

9月底，熊成元正忙着在扎营的永丰河畔
蜂场开箱查看“上蜜”情况。“天津的玉米花、
杂花采罢，刚回到姚村老家采猪草树花和茶
叶花。等到明年春天，采了郎溪毕桥一带的
油菜花，又要走四方，过漂泊的苦日子。”熊成
元坦言：“每次转场，老伴刘子兰都跟随我漂
泊、受苦，除了烧锅做饭，还学会了做蜂王浆

‘移虫’、摇蜜、清理蜂箱等活，成了我的得力
帮手。”

忙忙碌碌的养蜂人熊成元，与忙忙碌
碌的蜜蜂们精诚合作——酿造制作出蜂
蜜、花粉、蜂胶、巢蜜、蜂王浆等“甜蜜”产
品。一年辛勤付出，通过养蜂等产业，熊成
元增加了七八万元收入，当年底便成功脱
贫。但甜蜜和远方，是养蜂人熊成元不舍
的追求。虽然脱贫了，他的甜蜜事业并没
有休止。

市福利院的老人，
有了“新”医生

本报讯 近日，在市社会福利中心内，市人民
医院、宣城爱康医院签订了医联体协议。宣城爱
康医院作为市福利中心的驻点医院，每天会对福
利中心内的老人、流浪乞讨人员进行免费的常规
问诊。而爱康医院与市人民医院签订医联体协
议，意味着将有更先进、更专业的医资力量向这里
倾斜。

“我们这儿离市区较远，很多老人看病外出都
不太方便。医联体的成立，不仅可以很好地为我
们进行这方面的技术指导，还能为周边的居民带
来更好的诊疗。”宣城爱康医院副院长王刘琲高兴
地说道。据了解，为保障市福利中心内集中供养
人员及社会供养人员的医疗服务，经市政府批准，
市福利中心引进了宣城爱康医院驻点开展医疗服
务，创建了全市首家医养结合试点单位。

签订医联体协议后，市人民医院将根据当地
需求，每周安排专家在爱康医院进行坐诊，并提供
技术帮扶，减轻当地医院的负担。“我们还会对爱
康医院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让他们来我院
学习一段时间，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市人民医
院医联体办公室主任徐昔云如是说。

“终于不用总是来回跑了！”签订协议的消息
一传开，家住金坝街道的居民们也感慨连连。家
距市福利中心2公里的居民黄双喜告诉记者，慢
性阻塞性肺气病困扰了他几十年，严重的时候，平
均一两个月就得去市人民医院检查一次，舟车劳
顿，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来回的路上差不多要
两个小时，等我们赶过去，还要排队取号，真的是
又麻烦又累，我身边有一些老人就是嫌太奔波，干
脆就拖着不去。”

“是啊，这么一来减轻了我们的负担。市人民
医院的专家，医术我们也放心，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真是一件好事！”旁边的居民李小春也连声附和。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全面推动医联体建设，
促使优质医疗资源、卫计专业人员、资金和设备下
沉，方便人民群众就近看病就医。

（本报记者 余健）

12项民生工程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本报讯 记者从市民生办了解到，截至9月
底，全市31项民生工程中，已有12个项目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不少项目更是超额完成任务。这12
个项目分别是——

“四带一自”产业扶贫工程：全市累计建设特
色产业扶贫园区109个，带动贫困户2489户，引
导和支持11626户贫困户开展自种自养，完成率
100%。

党建引领扶贫：拨付驻村扶贫工作队办公经
费327万元，拨付率100%。

资产收益扶贫：全市36个贫困村开展资产收
益扶贫，实施项目36个，投入资金1866万元，带
动36个贫困村增收92.5万元，村均增收2.57万
元，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783人增收70.36万
元，人均增收147.1元。

“四好农村路”建设：农村公路扩面延伸工程
完工719.729公里，县乡公路大中修完工272.26
公里，完工率100%。

农村危房改造：开工1309户，开工率168%，
竣工1262户，竣工率162%。

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47处巩固提升项
目全部建成，完工率100%，完成投资3010万元。

贫困残疾人康复：为4832名贫困精神残疾人发
放药费补助484.6万元，残疾儿童康复救助737人。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程：累计完成“三品一
标”认证65个，完成率122.6%，规模以上生产经
营单位生产的农产品实现追溯12685批。

就业创业促进：开发1832个公益性岗位，完成
率101.8%；吸纳就业见习1093人，完成率113.6%。

农村电商提质增效：创建省级农村电商示范
镇7个、示范村26个。

技能培训提升：完成技能脱贫培训556人；开
展企业新录用人员岗前技能培训15079人；完成
新技工系统培养1812人；完成退役军人技能培训
489人；完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1540人。

棚户区改造：新开工3384套，完成率100%；
基本建成3123套，完成率103.8%。

未完成项目中，美丽乡村建设、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等工程类项目总体进度较快。

美丽乡村建设：47个省级中心村完成建设进
度71.4%。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已完成老旧小区改造59
个，改造165万平方米、17442户，累计完成投资
1.99亿元，投资完成率93.5%。

（本报记者 张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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