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命！救命啊！”10月
21日上午10点左右，家住广
德县誓节镇牌坊社区塞里村
的村民邱金春，在超市购买生
活用品时，突然听到屋外隐隐

约约传来呼救声。邱金春飞快跑到门外，只见水塘中央
有一名老人正上下挣扎，奋力呼救。

邱金春见状，二话不说，来不及脱下衣服和鞋子，便
一头扎进水里去救人。刚刚下过雨，塘水有些冰冷，他奋
力游到落水老人身边，发现她已经呛了几口水，赶忙使劲
把老人往岸边推。得知有老人落水，附近的群众也闻声
而来，大家互相帮忙将老人拉上岸。因落水时间较短营
救及时，老人慢慢恢复了意识，身体表面并没有大碍。

顾不上湿漉漉的身体，邱金春急忙询问老人“有没有
受伤”“需不需要去医院”。老人摇摇头表示没有受伤，可
以自己回家，邱金春这才默默离去。

今年50岁的邱金春是塞里村村民组长，也是一名
有着 23年党龄的党员，平日里性格开朗、乐于助人，
2013年曾被评为镇优秀共产党员。邱金春勇救落水老
人的事迹很快传开了，大家纷纷对他的行为表示赞赏，
夸他是“好组长”“好党员”。路过的群众说，当时岸上
围观的人很多，但大家都不会水，是邱金春第一时间奋
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人。“不愧是共产党员！”村民们竖起
大拇指为邱金春点赞，并表示要向他学习，做正能量的
传递者和践行者。

其实邱金春笑了笑说自己没有学过游泳，只是略通
水性，但当时情况紧急，没有想太多就跳下去了。后经打
听，落水的老人今年60岁，就住在附近，当天去水塘边洗
东西时不慎失足落水。水塘水深3米多，一旁竖有警示
牌，提醒过往人员注意安全。

事情发生后，邱金春回到家左思右想，觉得光有警示
牌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失足落水这样的意外难免发
生。他思前想后，决定自制一根“救援杆”，在紧急事件
发生的时候，即便是不会水的人也可以互相协助将落水
者救起。他找来一根长竹竿，用白、红、黄三种颜色的漆
上好色，放在河边的亭子旁，并嘱咐周围的老百姓：“这
个是救命用的，如果有谁不小心落水了，我不在，大家用
杆子拉他一把也能救命。”

关键时刻，
他一头扎进3米深的水中
◇本报记者 陈华易 特约记者 刘茜

“一人一码，亮码出行”，
疫情期间，“安康码”作为重要
的健康识别依据，为群众正常
出行和有序流动提供了重要
保障。目前，宣州区申领“安
康码”843210人，占常住人口

比例为103%，全区共设立检查点2231个，累计扫码核
验644万次，累计亮码791.8万次。当前，随着宣州区疫
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安康码也逐渐在该区范围内解锁了
更多的应用场景。

“请进院人员佩戴好您的口罩，扫码进入，出示您的
安康码及陪护证，近期有青岛旅居史的人员请主动告知
工作人员。”10月23日上午，就诊的市民在扫码出示安
康码、经过体温检测后，进入市中心医院门诊大厅有序
就诊。就诊期间，一些患者在医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了解到该院即将开启的安康码新功能后，惊呼“以后带
个手机就能看病了？”

“确实如此！就医问诊‘一码通行’！”市中心医院信
息科工作人员李云超解释，该院正在推进安康码与电子
健康卡和社保卡的融合工作。把实名制就诊和疫情预警
进行无缝结合，这样既能实现‘一码就医’，方便市民用安
康码挂号就诊、扫码支付，也对常态化疫情防控具有实际
意义。目前该院已经完成了医院的HIS、LIS、PACS、心
电系统、微信公众号等业务系统改造工作，预计近期患者
就可以使用安康码进行挂号缴费、检验、取药等。

“码上”通行不仅仅体现在医院，在企业，安康码也被
赋予越来越多的新功能。

10月23日上午8点，在宣城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内，员工正保持距离，扫码排队打卡上班。“目前，我们公
司实行了安康码考勤打卡制度。”该公司综合部主任丁旭
告诉记者，打卡扫码后屏幕会显示考勤打卡和出入核验
两部分内容。其中出入核验会显示安康码标识，绿码才
会允许通行，红黄码则无法进入同时考勤失败。这样的
方式，既解决了指纹打卡容易近距离接触的弊端，又方便
公司随时掌握员工健康和工作情况。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围绕多功能、一码通的目
标，宣州区数据资源管理局不断探索安康码在医疗卫
生、交通、旅游、行政服务领域的更多运用。在区政务
服务大厅，“一码通办”也已经提上日程，区数据资源
管理局按照省、市安康码民生工程推广的要求，以健
康通行和智慧化服务为主题，先后在区政务服务大厅
开展“一码出入”、“一码取号”和“一码办事”三项工
程，进一步提升办事场所的防疫水平和服务效率。近
期，区政务服务大厅就可以实现通行闸入口扫码进
入，扫码取号、办事等事项。

宣州：安康码有了新用途
◇本报记者 刘畅 特约记者 叶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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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州区杨柳镇兴洋村花溪谷，这里是花的海洋，整个景
区占地1300余亩，其中单是花卉占地面积就有1100多亩，
在全国花海类景区中，花卉种植面积靠前。花卉种类多达50
多种。

除了满目的鲜花，景区内还分布着多个休闲娱乐区，包
括变形金刚区、恐龙区、烧烤区、草坪婚礼区、骑马区等，更
有网红拍照打卡地、趣味喊泉。整个景区内有两辆免费小
火车不停穿梭在花海中。

景区负责人张迪翔介绍，花溪谷不仅给游客们带来美
的享受，也带动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目前景区80

多名员工中有60多人来自当地的贫困户、低收
入家庭、退伍军人等。

据了解，今年中秋国庆双节花溪谷景区首
次开放，小长假期间共接待游客约3.7万。接
下来，景区还将扩建亲子游乐设施，规划建
设高档民宿，继续增加花卉种类。张迪翔说：

“我们就想做一个‘花园’，做宣城市乃至长三
角的‘后花园’，没事大家就来自家的‘后花园’
走走转转。”

（本报记者 孙丽莉/文 汪鸣/图）

建设美丽家乡 打造城市“后花园”

变形金刚区非常受游客欢迎变形金刚区非常受游客欢迎。。

俯瞰花溪谷俯瞰花溪谷。。

实地采访中，大家还探访了著名网红景
点——汤山矿坑公园。进入矿坑公园，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一汪碧绿的湖水，湖水周边绿
树环绕。走至山脚下，可以看到采石宕口留
下的峭壁依然如刀劈斧削，刺目而震撼，与一
旁的怡人景观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别有一
番韵味。沿着公园栈道拾级而上，粉黛乱子
草花海、国内落差最高的攒子涧瀑布……“天
人合一”的和谐景观尽在眼前。

矿坑公园位于汤山山体南麓，这里是汤
山最大的废弃矿坑。2017年，汤山矿坑公园
项目成为南京上报住建部“城市双修”的试点
案例之一。设计团队以公园现状地形地貌为
基础，深耕历史人文与矿坑文化，再造了湿
地、草甸、湖区等景观元素，恢复宕口生态系
统和景观风貌，让这个昔日的废弃矿坑，经过
整治、复绿、提升后，摇身一变成了“以山为
幕”的游玩胜地，成为当地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最佳观察窗口。

记者了解到，汤山周边山体较多，采矿业
发达，上世纪90年代时，当地大小采矿宕口多
达上百个。近年来，汤山大力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陆续关闭采石场101
家，全力恢复山体生态，推动绿水青山蝶变金
山银山。

经验之三：吃生态饭，绿水青山蝶变金山银山

南京都市圈报业“社长、总编看南京”系列采访报道之一

温泉小镇，康养天堂

南京汤山：绘好文旅融合“工笔画”
南京之东，有座千年古镇江宁汤山。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的不利影响，汤山创新举

措，绘好文旅融合“工笔画”，有力提振了文旅消费，
南京紫东地区文旅之城示范区、样板区渐行渐近。

10月30日，南京都市圈报业全媒体联盟“社
长总编看南京”活动走进汤山，南京日报、镇江
日报、扬州日报等党报社长、总编实地采访，探
访汤山如何玩转文旅经。

◇本报记者 文/图

汤山因泉而名、因泉而兴。

当天，社长总编们走进位于汤山核心地段的金乌
温泉主题公园，近距离感受汤山温泉魅力。据悉，这是
国内首个免费开放的温泉康养主题公园，园内打造了
一系列轻温泉体验项目，全力提升小镇温泉氛围。

漫步园内，只见处处充满温泉元素：雾泉广场
将温泉水引入景观池，热气升腾，宛如仙境；乐泡
平台建设了温泉面汤、手汤、足汤池，游客可以在
此泡汤、洗手，甚至可以做一次温泉脸部SPA，极
富体验感的温泉吸引大批市民前来泡汤。

在金乌温泉公园一角，记者看到一幢具有宋
式传统建筑风格的古风建筑——金乌阁巍然矗立，
内由扶桑园、金乌阁、核心艺术区、金乌文化文创展
示区组成。工作人员介绍，金乌阁在今年10月1
日正式对外开放，既是公园的景观地标，同时作为
展示汤山金乌传说的集合地，为后人颂扬历史文化
提供空间，成为汤山乃至南京的历史文化地标。

汤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远古文化、明文化、
民国文化交相辉映。依托厚重的文化根基，汤山
对历史遗存进行保护性开发，挖掘文化特质，新建
开放江苏江宁汤山方山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深
耕细作明文化村，还原民俗风情和历史风貌。

“碑如长剑惊天倚，十万骆驼拉不起。”走在阳
山南坡上，硕大无朋的栖灰岩矗立在此，“天下第
一碑”的照壁在山峦掩映下更显气势，这就是举世
无双的阳山碑材，相传是明成祖朱棣为颂扬其父明
太祖朱元璋功德而开凿的神功圣德碑遗址。近处
是碑座，远处是碑首和碑身，被基尼斯世界纪录列
为“世界最大的碑材”，令人叹为观止。在保护好这
一历史遗迹的基础上，汤山在一旁按明朝时的房屋
式样建造了“明文化村”，让人有一种穿越感。

随后大家又来到了著名的汤山七坊，该村文
化底蕴深厚，是江南名刹——藏龙寺及青龙桥历
史典故的发源地。以“农耕体验”为发展理念，该
村确立了以豆腐坊、粉丝坊、酱坊、酒坊、糕坊、油
坊、炒米坊等为主的“七坊农家乐”农民创业基地
主题。行走村内，既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又能
品尝到地道农家菜。

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巨大挑
战，汤山全力落实省市区委部署要求，全力以
赴抓好“六稳”、抓牢“六保”，精准发力“四新”
行动，5月12日起，汤山拿出“真金白银”，分三
轮共计发放1000万元电子消费券，涵盖餐饮、
民宿、温泉、文创等多品类，可在度假区部分酒
店、温泉、餐饮、景区等线下消费时直接抵用。

据统计，汤山共有109家文旅企业参与
此次活动，带动近20万游客，拉动旅游综合收
入5000万元左右，其中约83%的文旅企业经
营收入超过去年同期，约45%的企业同比增
长超50%以上。

汤山独具魅力的文旅特色，还吸引一批
重点文旅项目纷至沓来，10月17日，第十二
届汤山温泉文化旅游季暨全民休闲节正式拉
开帷幕，为期一个半月，其间将举办汤山温泉
杯2020江苏省首届健身瑜伽城市邀请赛（苏
南区）、抖音挑战赛、奥莱购物节等一系列精
彩活动，为游客带来焕然一新的旅游休闲体
验，带来一场全民休闲的狂欢盛宴。

汤山，这个千年小镇正全力打造产业地
标、提升服务业能级，逐步形成产业集聚显
著、文旅独具特色的精品国家旅游度假区，争
当紫东地区文旅之城的示范区和样板区。

经验之二：
文化为核，讲好当代历史故事

经验之一：
强化体验，千年小镇温泉氛围浓郁

经验之四：发力“四新”，文旅之城“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