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想了解自家鱼
塘情况、水质状况等，双
腿残疾的方建林不用出
门，在舒适的房间里只需
要打开手机上的一个软
件就行了。

方建林的手机屏幕
上，会显示着有关鱼塘水
质的一系列数值：温度、
PH值、DO（溶氧）、氨氮
值……这些数据随着时
间的变化而变化，方建林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
行查看鱼塘任意时间的
任何数值。

方建林是绩溪县板桥
头乡庙山村人，年轻的时
候因为一场意外，双腿瘫
痪，从此只能靠轮椅行
走。意外发生之后，方建
林很快重新振作起来。
2014年，他承包了鱼塘，
开始养鱼。

一开始养鱼的时候，
鱼塘亩产达到2000多斤，
总成交量达到 12 万元。
随着养鱼时间越来越长，
方建林也养出了经验，他
非常明白水质的好坏是
鱼苗生长的关键。为此，
他时常让父亲推着他去
鱼塘查看情况和帮忙打
水检测。一次偶然的机
会，他听村干部说，现在

有种“数字鱼塘”养殖方
式，靠手机就能查看鱼塘
水质状况，问他愿不愿意
试试。方建林想都没想就
愉快地答应了。

“数字鱼塘”通过安
装物联网溶氧传感器，实
时监测水体溶氧、水温、酸
碱度等指标，并采用手机
App随时监控，养殖户不
用每两个小时跑一次鱼塘
就可以实现智能监控鱼塘
水质的各参数指标，不仅
掌握鱼塘水质实时数据的
变化，实时监控鱼塘现场
环境，还可以在发现问题
后及时对鱼塘中的增氧设
备实现远程操作。

“数字鱼塘”的应用给
方建林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不用再麻烦家人陪同
去鱼塘，在家就能掌握鱼
塘水质，真是太开心了。”
方建林高兴地说。

“数字鱼塘”同时也
会反馈数据给村委会，在
方建林没能及时关注鱼
塘而鱼塘出现问题时，村
委 会 能 及 时 通 知 方 建
林。“以后想引进更多垂
钓品种，毕竟现在喜欢钓
鱼的人越来越多。”谈及
未来，方建林目光坚定地
看向自家鱼塘。

数字鱼塘显神奇
手机遥控把鱼养
◇本报记者 沈彦 实习生 郭欣如

本报讯 近年来，我
市全力推进以社保卡为载
体的居民服务“一卡通”工
作，以小社保卡服务“大民
生”。截至目前，我市社保
卡持卡人数达 218.3 万
人，其中换发三代社保卡
107万人，电子社保卡签
发量达143.3万张。

快办好办让群众有
感。按照“人社服务快办
行动”要求，市人社部门主
动下沉服务，与建行、农
行、工行等全市多家银行
合作，加大社保卡综合服
务网点建设，特别是城乡
基层社保卡网点的建设，
持续推动社保卡“就近办、
多点办、一次办”，截至目
前，全市共建370余个社
保卡一站式综合服务网
点，覆盖所有城区和乡镇，
平均每六千人一个服务网
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上门办理卡、异地激活
卡、爱心邮寄卡等服务。
依托宣城“智慧人社”一体
化平台，实现群众换卡的
同时即可办理定期待遇发
放账户变更，同时全面开
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
跨行发放，进一步消除农
村居民换卡阻力，激发换
卡积极性，真正实现好办
快办、一次办好。

一卡通用让群众有
得。坚持以“一卡”办好民
生服务事项为目标，按照

“1+3+N”思路，即搭建1个
“一卡通”管理服务平台，
拓展交通、医疗、文旅3大
领域“一卡通”深度应用，
打造N个“一卡通”场景，
加快推进居民服务“一卡
通”应用。现已实现交通
出行“一卡通行”，在全市
三代社保卡上加载“交通
联合”功能，持社保卡可在
全国300多个城市通乘公
交、地铁等公共交通设施，

同时持续推进县域范围交
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拓
展第三代社保卡在长三角
和“一地六县”县域范围

“一卡通行”，预计年底系
统建设完毕；就医服务“一
卡通诊”，持续推进居民服
务“一卡通”全流程就诊场
景应用，目前市民可持实
体社保卡、扫电子社保卡，
完成挂号、就诊、检查等全
流程场景应用，切实解决
了“一院一卡、一人多卡、
互不通用”等问题；文化旅
游“一卡通享”，全面推进
社保卡在全市公共文化场
馆和国有A级旅游景区
的应用，并享受景区门票
验证、价格优惠等多样化
城市旅游服务，联合桃花
潭风景区推出长三角居民
持卡购票优惠政策，实现
社保卡旅游观光“同城待
遇”；政务服务“一卡通
办”，拓展社保卡身份凭证
应用范围，统筹推进29家
成员单位在旅馆住宿、校
园及小区门禁识别、职工
参保登记等142项业务实
现社保卡身份认证功能；
待遇补贴“一卡通领”，在
全省率先启动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跨行发放，积极推
进社会保障金、就业金、公
积金、惠民惠农补贴资金、
在职人员工资待遇等通过
一卡通发放。通过社保卡
为12.41万名退休职工发
放养老金2.63亿元，发放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人员工
资1.72亿元，发放各类惠
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4.11
亿元，全市城镇职工养老
待遇进卡率70.13%，失业
保险待遇进卡率95.69%。
目前，190项“一卡通”应
用服务让社保卡作为“大
人社”便民惠民利民的载
体作用日益凸显。

（本报记者 刘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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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社会实践的这段时间里，
大学生们深入社区单位、田间地头、
企业车间等经济主战场、基层第一
线、生产最前沿，挥洒汗水、收获成
长，用实际行动创造了非凡的价值，
彰显了奋斗者的青春风采。

合肥工业大学青山见青年团队为
解决乡村振兴问题，制定长效方案，
完成《青春兴宣：乡村旅游发展现状
调查——以郎溪县姚村为例》的论
文。团队成员袁积睿说：“我们首先
分析了姚村镇的发展现状，发掘其在
乡村旅游业的生态、人文、自然方面
的优势；其次结合调研的影像资料，
制作调研视频，为姚村镇宣传推广；
最后是围绕居民、旅游产业及留守儿
童对郎溪县发展所面临困难提出建
议。”在居民层面，团队与当地村民亲
切交谈，针对人口老龄化、卫生治理
提出建议；在旅游产业方面，团队切
身体会当地桥文化与茶产业，通过专
业知识与相关资料提出看法；在留守
儿童方面，团队从政府、学校、家庭、
文化、媒体五方面关注留守儿童，并
与他们互留联系方式，方便以后及时
给予帮助。

从刚实践时的无助，到现在的大
部分问题都可以独立解决，安徽工业
大学阿莫斯团队的周韩感触颇深：“本
次社会实践是我们迈出校门进入社会
的第一次尝试，经过本次实践洗礼，
我们的专业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虽说我们在学校学的是机械类知识，
但真正要把自己设计的东西从概念到
产品，中间细节的把握绝不是书本上
可以学到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
累。”

活动期间，各地各单位积极拓展
实践项目，不断丰富实践内容，聚焦
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我为青年做件
事”，丰富“线上+线下”双路径，组织
开展实地调研、红色寻访、文化宣讲、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向社区报到、故
事分享会等活动近200场，充分让高
校学生感受到在宣城过暑假的开心和
温暖，在社会课堂中实实在在的“受
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不仅如此，针对酷暑一线实践学
生，我市开展送清凉慰问活动 35场
次，开展离岗服务，以吃一餐“结伙
饭”、拉一个“挚友群”、留一个“回忆
簿”等多种形式，让实践学生多一份
温暖、多一份念想。

据了解，今年暑假期间，我市开
发社会实践岗位14294个，1116所高
校 1.2 万名大学生来宣开展社会实
践，超额完成1万名大学生来宣社会
实践目标。组织开展在宣社会实践优
秀团队、优秀个人、优秀组织、优秀调
研报告及优秀宣传推广视频评选活
动，评选在宣社会实践优秀团队10支，
优秀个人18位，优秀组织19个，遴选优
秀报告9篇，优秀宣传推广视频14个。

（图片由团市委提供）

实践在宣实践在宣 才聚名城才聚名城
——我市2022年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工作综述 ◇本报记者 利成志

这个暑假，宣城向四海英才发出邀请帖，1116所高校1.2万名大学生来宣开
展社会实践，数量创历史新高。

这个暑假，宣城精心筹划部署，丰富实践形式，强化实践保障，引领广大学子
走进社会大课堂，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这个暑假，宣城深入开展大学生社会实践工作，高校、学生和社会各界均给予认可和赞许。
宣城，这座历史名城，正以“纳天下士 交青年友”的开放理念，谱写出“共育菁英学子、共襄人才事业、共促发

展兴旺”的宣城高质量引才篇章。

文明实践在宣城

“当前宣城正纵深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皖南区域人
才高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人才、渴求人才、需要人才。”5月23日，
市委书记孔晓宏在安徽省大学生“喜迎二十大、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
主题系列活动暨宣城市万名学子兴皖实践示范项目启动仪式上，诚邀四
海英才、莘莘学子来宣一展身手。

启动仪式当天，来自省内外150所高校分管领导，团委、就业等部
门负责人，以及高校毕业生，共33.26万人次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参加了
活动，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

其实，早在今年2月下旬，我市就开展了“组织部长高校行”活动，由
市县两级组织部长和人社、团委、宣城经开区负责人带队，赴安徽、江苏、
浙江等省108所高校宣讲政策、洽谈合作、现场招聘，为暑期社会实践工
作打下坚实基础。

为切实保障好大学生来宣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我市印发
《宣城市关于大中专院校学生来（在）宣开展社会实
践专业实习顶岗实训工作的实施方案》，市委组
织部直接调度指导，全市共青团系统落实
主体责任、持续优化工作机制，采取市县
实施、高校动员、地方招募、双向选择
的方式，进一步明晰不同层级、不同
领域团组织的工作任务，实现力量
部署到位、任务分解到位、高校发
动到位、保障落实到位的“四个到
位”工作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市委组织部牵
头商议经费补贴政策支持，下发工
作提示单，明确社会实践费用补贴
事宜，统一为参加社会实践大学生
购买人生意外保险等。制定《宣城市
2022年暑期社会实践人岗对接情况汇
总表》，实时跟踪记录大学生上岗情况及
待遇保障情况。

同时，各县市区积极协调辖区内公立学
校、村(社区)公共用房、闲置人才公寓等，提前购置
必备生活用品，保证住宿房屋结实安全、整洁卫生。实行

“1+1”导师制，配备实践和生活导师，做好技能培训、职业规划、生活服
务等工作，真正让来宣大学生食宿安全有保障、实践学习有收获。

“对于宣城而言，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哪个更重要？”7月22日，
在宣社会实践大学生辩论赛决赛环节，正方宣州区梅美与共队和
反方宁国市三津英才队，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双方辩手你来我往、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慧辩立言，为在场
观众献上了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最终，宁国市三津英才队略胜
一筹、摘得桂冠。

活动期间，参与暑期实践的大学生根据所在地名组建八支辩
论队，边实践边备赛，围绕吸引青年人才等话题展开辩论。来宣
开展社会实践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硕博研究生代
表，以及高校社会实践团队指导老师、实践个人学生代表等100余
人参加了活动。

一个篮球，一身球衣，比赛现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7月
28日“实践青春 扬帆宣城”社会实践大学生主题篮球活动于宣
城市能量+运动工厂场馆内激情开赛，来自县市区、园区、市直的
各支队伍在赛场上迎来了激烈的较量。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比赛分为5v5、3v3、1v1、互动交友
游戏四个环节，比赛过程穿插‘美食有约 美丽宣城’和表演互动
等环节，给来宣开展社会实践的大学生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嗨享一夏宣城、畅谈一次心声、深交一些朋友、表扬一批典
型……为丰富大学生暑期实践活动，市委组织部、市发改委、市
文旅局、团市委联合下发《“实践在宣 才聚名城”大学生社会实
践主题系列活动方案》，印发《关于开展“嗨享一夏宣城”主题研
学活动的通知》，研发13条精品研学路线，向来宣社会实践学生
免费开放A级以上景区35个。

同时，各基层单位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提供服务和保障。其
中，200余名大学生在宣州区开展“嗨享一夏·水东古镇行”活动；
郎溪县邀请实践团队赴姚村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广德市组织社会实践大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高
新技术企业，开展红色剧本杀、飞盘游戏等活动。

在社会实践中，如何发挥专长、学以致用？安徽医科大学卫
生管理学院“情系乡村 医路红途”实践团队来到泾县学习红色
文化、传递健康知识；20余名大学生暑期到绩溪县卫健系统实习
体验；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赴宁国市云梯畲
族乡开展艺术惠民演出，带来视听盛宴。

在旌德县参与实践的上海立达学院2020级少儿美术专业胡
艺芸说：“实践活动让我懂得了很多做人道理，也认识到自己的不
足，未来会运用所学知识助力乡村振兴。”

这个暑假，我市还举办了北大清华硕博研究生走进宣城中
学、宣城二中学习分享会，召开在宣社会实践大学生座谈会……
系列活动获得了在宣实践大学生的激烈响应和好评。

▲合工大支教团在郎溪安民社区儿童服
务站举办入队仪式。

▲安徽农业大学实习团队在泾县开展中
药材资源调查活动。

▲

在宣社会实践大学生主题篮球赛。

丰富实践内容

强化实践育人

我市居民服务“一卡通”
打造便捷“大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