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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群众办实事

在街头巷尾，我们总能看到环卫工人忙碌
的身影，正是他们的付出和坚守，给我们带来了
干净、美好的生活。他们的冷暖，也一直备受关
注。记者从市环卫处了解到，今年市区将新增
10个示范“爱心驿站”，不仅提供热水、空调，条
件合适的还将增加微波炉、沙发等物品。

年内将新建10个示范“爱心驿站”

自2013年开始，我市就陆续征集了一大批
沿街沿路的市区直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
体、商户等，挂牌设立“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
提供帮助、休息场所。近两年，我市又陆续新建
了不少独门独户的高标准“爱心驿站”，这让市
区多数环卫工人在有需要的时候，很容易就能
找个舒服的地儿歇歇脚、喝杯水。目前，市区共
有60多个“爱心驿站”，示范“爱心驿站”22个。

据悉，年内将新建的 10 个示范“爱心驿
站”，已开始着手准备，正在设计制作标牌、准
备项目资料等。这10个“爱心驿站”具体分布
在市九小东湖校区、韩愈公园、宣州区检察院、
鳌峰派出所、澄江社区、澄江派出所、福元药业
有限公司、昭亭水务公司、建材市场环卫用房、
星隆国际广场。

预计11月底，对市区新建的10个示范“爱
心驿站”组织集中验收，检查新建达标情况及日
常管理情况，推行星级等级评定，评选五星示范
点，扩大城区和郊区“爱心驿站”覆盖面。

现有“爱心驿站”将进行项目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今年还会对现有“爱心
驿站”进行功能设施提升，药品到期更换、设备
定期检修维护、加强规范管理，力争到今年年
底，全市建成具备“四有”标准的“爱心驿站”
33个以上。

“四有”标准的“爱心驿站”要达到以下要求：
有统一的标识。醒目位置悬挂“爱心驿站”

标牌，便于识别。
有固定的场所。按照位置合理、面积合理、

距离合理的要求，“爱心驿站”设在临街靠路的
地点，室内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上。通过合作、租
赁、建设等方式新建驿站，鼓励有条件的沿街企
事业单位采取改建、扩建等方式，实现资源高效
利用。

有完善的设施。“爱心驿站”重点解决环卫
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饮水、如厕、休息等实际问
题，提供休息座椅、饮水机、充电排插等基本设
施，并配备应急物品、药品等。有条件的，可配
备空调、冰箱、微波炉、储物柜、沙发等物品，以
及书籍、报刊等阅读刊物。鼓励拓展服务项目，
体现服务特色，为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
各类志愿服务。

有规范的制度。建立日常管理制度，悬挂
在醒目位置，明确管理责任主体和责任人，确保

“爱心驿站”正常开放、设备设施功能完好。

市区今年将新增
10个示范“爱心驿站”
◇本报记者 余健

敬亭山黛，宛陵湖蓝。9月27日，
安徽省第13届皖江八市群艺（原创歌
曲）大赛，在市区宛陵湖湖心半岛广
场隆重举办。据了解，皖江八市群艺
大赛每年举办一次，由安徽省文化
馆、皖江八市文化旅游局主办。今年
结合建党百年的时代主题，以原创歌
曲演唱为比赛形式，进一步推动区域
间文化交流，促进全省歌曲创作演唱
水平进一步提高。

当天下午2点30分，由马鞍山市
文旅局选送的歌曲《诗的城》，正式拉
开了大赛帷幕。这首歌曲调浪漫而
抒情，伴舞婉约清丽，立刻引得台下

观众沉浸在表演中。
“扶一把老百姓，扶我们的亲

人……”由铜陵市文旅局选送的歌
伴舞《扶一把老百姓》，用歌声赞颂
了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党员干
部，感情真挚，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喜悦。

宣城市文旅局选送歌伴舞《心中
一面旗》，将活动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
潮。“心中的旗”以第一人称为视角，以

“旗”为主线，从“穿过枪林弹雨”到“奏
响复兴旋律”，从“想起你”到“跟随
你”，将宏大叙事和个人情感相交融，
展现中国共产党“黑暗中高扬，苦难中

挺立”“迷惘中引领，风雨中洗礼”波澜
壮阔的奋斗历程和百年大党的光辉形
象。节目表演者马荣沉稳登场引吭高
歌，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今年
是建党100周年，这个故事简单质朴又
应景，听起来让人心潮澎湃。”市民朱广
荣是一名退休老党员，当天下午他特意
赶到宛陵湖，欣赏这场文化盛宴。

活动精彩不断，惊喜连连。当天
展演的19个作品，都是在八市广泛开
展的群众文艺活动中遴选产生，普遍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的主旋
律，广泛的群众性和较高的艺术性，
各具地域特色。“接地气、有生活、有

思想、讲感情的优秀文艺作品，才是
老百姓爱看的节目。”市民徐普也是
一名文艺工作者，他说这些来自不同
地市的精彩节目，让他深受启发，扩
宽了他的文艺创作思路。

宣城市文旅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皖江八市群艺大赛旨在展示皖江
八市群众文化发展成就，打造群众文
化活动区域品牌增进皖江八市群众
文化交流。“大赛靠作品说话，靠艺术
征服评委，反映了基层群众的真实生
活，内容丰富、形态多样。”最终，依据
规则，比赛采取综合考量整体演出效
果的方式，评议出金奖、银奖若干。

皖江荡秋波 徽风曲悠扬
——安徽省第13届皖江八市群艺（原创歌曲）大赛侧记

◇本报记者 余健

日前，天刚放亮，袁宏才就开着皮
卡车来到自家再生稻种植基地，一串串
金黄的稻穗在晨风中摇曳，清新的稻香
扑面而来。“今年雨水、气温都适宜，再
生稻长势很好，目前已经全部成熟进入
收获期。”袁宏才看着丰收的场景，脸上
露出满意的笑容。

上午十点多钟，田野里的露水基本
风干，两台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在田野里
来回奔驰，大片大片的水稻被收割机

“吞”下。收割机身后，一团团粉碎后的
秸秆被鼓风机吹散，均匀地撒在田里。
不一会儿，收割机满载着收获的稻谷来
到田边，稻谷脱粒扬净后，通过高位卸
粮装置输送到放在路边的大拖拉机机
斗里。随后，满载稻谷的拖拉机开足马
力奔向场部的烘干房。

今年58岁的袁宏才是郎溪县凌笪
镇的再生稻种植户，2013年，他在该镇
双庙村流转了1600多亩农田，之后又
相继增加了400多亩。因近年来受农
产品市场影响，单纯的农作物种植方式
效益有所下降，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

郎溪县农业农村局栽培站的工作人员
给他带来了好消息，种植再生稻可以有
效提高土地产出价值。在栽培站工作
人员的指导下，2017年，袁宏才试种了
250亩再生稻，效益凸显。2018年，袁
宏才将再生稻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
目前已是该县最大的再生稻种植户。

“前几年县农业农村局鼓励我们
种再生稻，专门为我们开培训班，邀请
华中农业大学、安徽省农科院水稻所
专家来开展栽培技术培训，还领着我
们到外地考察学习，手把手教我们种
植技术。”袁宏才说。有了5年的再生
稻种植经验，如今他已经成了再生稻
种植业的行家里手，他还建设了标准化
育秧工厂、添置了烘干设备和大米加工
设备，实现了再生稻从种子到餐桌，机械
化生产一条龙。

据介绍，再生稻是在头茬水稻收
割后，稻桩上的休眠芽萌生新苗，进而
抽穗为自然成熟的水稻，因为再生稻
是种一季、收两茬，中间省去了再次耕
种的过程，并有效解决秸秆问题。随
着近几年种植技术的不断成熟，再生
稻也实现了从工厂化育秧、机械化播
种到机械化收割，生产全程采用机械
化作业，在提高劳动效率、提升经济效
益的同时，保障了再生稻在适宜的季
节完成耕种。

因再生稻高效益、低成本、无公
害，近年来备受种粮大户青睐，凌笪镇
汤桥村白洋当种植户左从平也将目光

瞄准了再生稻。2018年，左从平种植
了75亩再生稻，他跟着附近的种植大
户学技术，参加县、镇举办的再生稻技
术培训，把自家的几十亩再生稻打理
得地肥苗壮，年年获得大丰收。

与袁宏才不一样的是，左从平收
割的稻谷没有送回家，而是直接运往
郎溪县梅渚镇的粮站出售。左从平
说：“我们家没有烘干设备，稻谷收上
来就卖，现在政府敞开收购，价格96元
一百斤，这样能及时变现让资金回
笼。今年再生稻头茬亩产700公斤，
二茬估计也不会差，总的收入预计好
于往年。”

据了解，郎溪县将再生稻的发展
纳入该县“对标沪苏浙、争当排头
兵 ”推进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重点项目之列。该县农
业农村局整合粮食生产发展、稻谷补贴
等项目资金，向再生稻生产方面倾斜，
在粮食提质增效示范点建设上，对开展
再生稻生产符合条件的主体优先安排，
在稻谷补贴中安排专项资金进行补贴，
极大提高了农民种植热情。自2016年
该县开始试验性种植再生稻，面积仅
有300余亩，通过几年的发展，2020年
再生稻种植面积达到1.2万亩。发展再
生稻在提高农业种植效率的同时，该县
科学解决秸秆综合利用难题，实现了藏
粮于地、藏粮于技，有效保障了粮食安
全，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三效合一，推动该县农业高质量发展。

郎溪：风过时闻稻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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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圆满完成
“夏季送清凉”专项行动

本报讯 入夏以来，我市气温不断升高，为
提升“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切实保障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能够得到
及时有效的救助，市救助站结合工作实际，严格
按照“自愿救助、无偿救助、依法救助、应助尽
助”的工作原则，于6月23日至9月23日开展了
为期三个月的“夏季送清凉”专项主动救助行动
圆满结束。

专项行动期间，市救助站始终把维护生活
无着困难人员的权益放在首位，按照兜底线、织
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及时成立领导小组、实施
方案和应急预案，并与公安、城管、卫健等部门
密切协作，每天对流浪乞讨人员集中活动和露
宿区域的重点场所，进行多时段、高频次、拉网
式巡查，确保不留死角。高温、暴雨、台风等恶
劣天气下，及时启动夜间巡查，进一步加大巡查
范围和劝导力度，接领街面生活无着的流浪乞
讨人员进站避暑、避台风，防止因高温、自然灾
害造成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了流浪乞讨人员的
基本生存权益。

截至目前，专项行动累计救助流浪乞讨
人员142人，其中：提供返乡车票154人次，送
医救治36人次，护送返乡12人次；发放方便面
36箱、矿泉水47件、口罩142个，出动救助车次
180余次。

下一步，市救助站仍将结合常态化疫情防
控要求及天气情况，持续做好日常街面巡查主
动救助工作。 （唐金霞 本报记者 余健）

凌笪镇再生稻进入收获期凌笪镇再生稻进入收获期。。

◇特约记者 夏忠羽 本报记者 利成志 文/图

近日，正值我市第十届文房四宝
文化旅游节之际，市博物馆特别策划
推出“器以载道——中国历代文房器
具精品展”，展出中国文房四宝协会
会员典藏的有代表性的精品文房器
具160余件。

走进市博物馆一楼展厅，首先映
入眼帘的便是一方铜雀台瓦砚，其体
积远大于其他砚台，是此次展示的砚
台中最独特的一款。砚台上方悬挂
着文字介绍的展板，清楚地介绍了砚
台的渊源、发展历史、制作工艺等内
容。市民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各式
各样的砚台，还能从文字中了解其背
后的故事。

“这是此次展示的最为古老的一
支毛笔了，是东汉至魏晋时期的产
物，它叫木胎朱漆管簪笔，既可以当
笔又能当簪子使用，古人把它插在
头发上，有记事需要随时取用，不过
由于年代久远，笔头部分的毛已经
看不到了。”市博物馆讲解员徐晓露
引领着前来参观的市民，并向他们一
一作介绍。

跟随讲解员的步伐，很快市民们
又被一张张颜色鲜红、画满了龙腾图
案的纸张吸引了目光。“这一张张纸
精美得像一幅幅画，又像刺绣，从乾
隆时期保存至今依然这么华美，背后
的工艺真是让人吃惊啊！”一名市民
不禁感慨道。

据徐晓露介绍，此纸名为“金银
彩绘云龙纹笺纸”，是清朝时宫廷御
用纸张，从颜色到外形都非常独特，
十分珍贵。

“看了这些展品，让我们感受到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很多东西是
需要我们去深入了解并传承的！”合
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的学生苗子璐
如是说。

此次苗子璐和同校两名同学赵
雪儿、杨笑柳一起来到博物馆参观，
她们准备做一个关于文房四宝融入
长江经济带的课题，通过此次参观不
仅加深了她们对文房四宝知识的了
解，也为她们完成课题研究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这些材质精美、造型奇巧的文

房器物承载了古人的思想、情怀和
生活态度，我们用心品味才能更深
入地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了解他
们的人生追求和处世态度。”徐晓露
表示。

据悉，此次文房四宝精品展将持

续一个多月的时间，截止到10月31日，
160余件精品文房器具配合图文展
板，从名砚大观、笔墨纸韵和文玩雅
赏三个方面，展示书斋文化，讲述文
房故事，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房之
美，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中国文房四宝精品展在市博物馆开展
◇本报记者 戴丹丹 文/图

展出的各种砚台。

市民正在看展市民正在看展。。

中国农民丰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