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能源车充电更方便

市区15个新能源充电场站投入使用

在宣城市区，新能源
车充电变得更方便。记者
从市城管局了解到，便民
停车“暖民心行动”取得新
进展，今年新建的15个新
能源充电场站日前已全部
投入使用。未来，我市将
有计划、有步骤地逐年增
加充电设施，预计到 2030
年，形成便捷、可靠的新能
源汽车充电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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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日前，记者在梅溪公园外的停车场看
到，8个快充桩和2个慢充桩已经建成并投
入使用，车主只需根据充电桩的操作指南，
通过扫码就能实现自助式充电。

根据安排，我市今年要在市区新建16个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配置88个快充桩、40个
慢充桩。目前，15个场站已建成投入使用，
余下的1个由敬亭山风景区更换到景德路停
车场建设，预计本月底也能投入使用。

已建成的充电场站分别位于：梅溪公园、
宛陵湖公园（3个点）、九曲公园、泥河公园、中
央生态绿地、宛溪河公园、莲花湖公园、韩愈
文化园、市政府大院、金色阳光大厦、文房四
宝大厦、市政务中心、建设科技大厦。

这些充电场站将根据统一标准收费，高
峰（9时-12时、17时-22时）为1.7元/千瓦
时，平段（8时-9时、12时-17时）为1.2元/千
瓦时，低谷（23时-次日8时）为0.8元/千瓦
时。上述费用均含服务费0.5元/千瓦时。

此前，市区已建成354个充电桩，加上
今年新建的充电桩，市区充电桩数量将达
到 482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区充电变得
更便捷。

不止是市区，便捷的充
电服务网将在我市形成。
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我
市还编制了《宣城市中心城
区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专项规划（2022-2030）》，
计划到2030年，我市将初步
建成布局合理、完善先进、
安全可靠的新能源汽车充
电设施系统，成为城市智能
电网组成部分。

我市将本着“自（专）用
为主、公用为辅、快慢结合、
合建为主、单建为辅、分4类
落实”的原则，逐步推进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布局
合理、规模适度、体系完善
的充电设施规划布局，满足
新能源车辆发展与使用的

基本需求。
预计到 2030年，我市

将新增集中式充（换）电站
28座，公共和专用充电桩
5954个：优先建设公交、环
卫等公共服务领域充电基
础设施，新增专用充电桩
978个，充（换）电站13座；
结合社会停车场所，规划建
设15处社会公共充电站；
通过公共停车场、公共服务
设施增建等措施，建设公共
充电桩4976个；新建住宅
小区配建充电桩原则上不
少于规划停车位的 10%，
新建公共建筑物停车场和
社会公共停车场，按不少于
规划停车位20％的比例配
建充电桩。

我市计划到2030年建成便捷充电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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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时阅读“马拉松”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的账户解封了，谢谢你
们，这下我的生活不愁了！”日前，
绩溪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
心“徽娘”促和谐工作室来了一名
妇女，向工作人员连连称谢。

原来，这位王女士的前夫在
两人婚姻存续期间，瞒着她去银
行贷款，现前夫不知去向，银行已
到法院起诉，要求王女士承担还
款义务，她的工资账户也被法院
冻结。无奈之下，王女士来到了

“徽娘”工作室寻求帮助。经“徽
娘”工作室核实，此笔借款王女士
并不知晓，于是工作人员积极指
导王女士收集相关证据，并协助
她勇敢应诉。最终王女士将收集
好的所有证据呈交法院并胜诉，
账户得以顺利解封。这是绩溪县

“徽娘”工作室一个为妇女解忧的
生动镜头。

“徽娘”促和谐工作室是绩溪
县婚调委设在县矛调中心的妇女
维权窗口。“‘徽’取自安徽的徽，
同时取‘徽’作为形容词时的‘善
良、美好’之意。‘娘’取自妇联是
妇女的娘家人之意。”绩溪县信访
局负责人介绍说，打造“徽娘”促
和谐品牌的初心是致力探索把徽
文化等传统治理智慧和现代治理
理念融合的典范，把工作室建成为
妇女群众传播善良美德，鼓励妇女
走向美好生活的“加油站”。

2019年 6月，绩溪县成立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委员会，设
立婚调工作室，聘请专职人员。
2020年10月，县社会矛盾纠纷调
处化解中心建设完成，升级打造

为“徽娘”促和谐工作室（婚调室）
同步入驻，增配心理辅导师、公益
律师等巾帼志愿者。本着“夫妻
和美、家庭和睦、子女和顺”的服
务宗旨，从情理法三个维度入手，
通过情绪疏导、家训教导、维权引
导，实现为妇女群众释压、传承优
秀家风家训、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的目标。

“徽娘”促和谐工作室窗口作
为婚调委入驻矛调中心的特色工
作室，纳入信访矛调中心统一管
理，同时还链接公检法司民等婚
调委各成员单位，做到信息共享，
一地受理，多方集成协办的工作
机制。一方面，“徽娘”促和谐工
作室窗口服务人员对来访的妇女
群众做到第一时间了解群众需
求，解疑答惑、排忧解难，让妇女
群众零距离得到“娘家人”的支
持，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另
一方面，秉持“家训养心，幸福绵
长”理念，将传统的家风家训融入
党和国家提出的“家风建设”，以
灵活的形式融入婚姻家庭矛盾纠
纷的调解，并通过专题工作简报
开设妇女维权知识讲座，针对涉
及上访妇女的婚姻家庭及其他相
关权益等案例进行分析，使各类
矛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减少
妇女群众信访之累。

据统计，2021年以来，“徽娘”
促和谐工作室共接待群众来访来电
26起，其中婚姻家庭类纠纷22起，
占总数的80%以上，均得到有效化
解，没有一起重复访和持续上访事
件，调出了“家庭和谐”一片天。

“政府放心、妇女满意、家庭
和谐”的“徽娘”服务窗口已成为
绩溪信访工作最闪亮的品牌。

妇女有难事妇女有难事““徽徽娘娘””来解忧来解忧
——绩溪县“徽娘”工作室调出“家庭和谐”一片天
◇程永辉 特约记者 周明助

在当天比赛现场，很多选手
都是参加了多届的“老将”。“我们
有个志同道合的阅读圈子，大家
通过抽签组队参赛。”参赛者陈颖
告诉记者，今年她所在团队获得
了与去年一样的成绩，依然是宣
城市团体比赛第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市个人
一等奖获得者肖弋，在整个长三角
地区个人排名第二，这也是我市选
手历年参赛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我平时就很喜欢看书，基本
上每个月会看2-3本纸质书。”肖
弋告诉记者，她已经连续参加了
三届阅读马拉松大赛，虽然答题
时间为6小时，但她每年只花3个
小时完成答题。

今年肖弋花了3个小时14秒
完成答题，个人成绩90分。同时

她所在的团队“江南悦读队”也取
得了我市团体队第一名。团队里
的程时远今年52岁，是第一次参
赛。他也是我市今年所有参赛选
手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今年我
还获得了个人三等奖，非常激动，
我和团队里其他选手都约好了，
明年继续参赛。”

“答题成绩超过奖牌线且按
要求完成读后感的选手，可获得
大赛奖牌。”张蓓蓓说，阅读马拉
松赛是个人专注与意志力的终极
挑战，成绩并非阅读者参与的唯
一目标，单个的阅读者通过阅读
马拉松比赛联合起来，将阅读从
私人领域带入公共空间，向社会
集中展示阅读的力量并推广阅读
的行为，才是数以万计的阅读者
参与阅读马拉松的意义所在。

宣州宣州：：惠农惠农““礼包礼包””到田间到田间
政策政策““活水活水””润良田润良田

◇本报记者 徐静雅 特约记者 王香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我市我市3030名选手共读一本书名选手共读一本书。。

11 月19 日上午10 时，2022 长三角
阅读马拉松开“跑”。江、浙、沪、皖四地
共计164个场馆、5685名参赛选手。我
市今年共有30名选手参赛。值得一提
的是，我市个人一等奖获得者肖弋位列
长三角地区个人第二名，这也是我市历
年来最好成绩。

据了解，长三角阅读马拉
松大赛是由上海图书馆和阅
读马拉松发起，联合南京图书
馆、浙江图书馆、安徽省图书
馆共同主办，面向长三角三省
一市的大型阅读公共赛事，是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线下阅读
赛事。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
赛已连续举办5届。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今年
各赛点都限制了参赛人数，但
读者参与热情依然高涨。“今年
总共有60人报名，但是我们最终
通过抽签等方式，确定了30人参
赛、组队。”市图书馆馆长张蓓蓓
告诉记者，比赛当天，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做好相关预案和防控
措施，各选手有序进场比赛。

“每年阅读马拉松大赛选

择的书籍，都是一本还未上市
出版的新书，挑战参赛者的专
注力。”张蓓蓓介绍，本次比赛
用书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提
供的《科学的起源：中世纪如
何奠基现代科学》，旨在向读
者科普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如
何促生现代科学的成就。

比赛过程中，参赛者须在
6个小时内读完这本新书，并完
成一份考卷，赛后系统将自动
计算出选手答题成绩并与阅读
时间进行累加，最终总成绩以
阅读速度分和阅读质量分相加
确定。与去年相同，今年选手
也是在网络报名过程中自由组
队，以5人小组的形式组团参
赛，最终环节既有个人成绩的
排名，也计算团队总成绩。

◇本报记者 张玉荣 文/图

◇本报记者 余健 文/图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根本性问题。随着我市一系列
惠农政策相继实施，宣城广袤的农
村大地上到处呈现着抓农时促生
产的繁忙景象。

粮食补贴：提振农户信心

眼下正值水稻丰收季，各地陆
续开镰收割。

日前，走进宣州区沈村镇双塘
村高车头组，连片的金黄水稻绘就
成一幅美丽的画卷，种植大户陈代
义一脸喜悦地穿梭于稻田间，为即
将开启的收割工作做足准备。

今年53岁的陈代义从事粮食
种植已有20年之久。每天扎根田
间管理，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加
上众多惠农政策做支撑，他信心十
足，这些年也在不断扩大种植面
积，年收入因此翻了几番。

“现在惠农政策特别好，除了
有专家指导种植技术，还有实际种
粮一次性补贴、小麦赤霉病防治补
助、稻谷补贴等，加在一起每亩能
达到 100 多块钱呢！”望着眼前
140多亩稻田，算起补贴总额，陈
代义喜上眉梢，“等水稻收割完后，
我会在田里种上小麦，通过这种模
式增加总收入。”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市积极
落实各项涉农补贴政策，根据省下
达的补贴资金总量，结合符合补贴
条件的种植面积等情况，制定相关
补贴方案并确定补贴标准。目前，
宣州区已按要求通过“一卡通”完
成实际种粮一次性补贴3198.53
万元、支持双季稻生产者第一批补
贴504万元以及小麦赤霉病防治
补助资金322万元，共3项5个批
次，总补贴资金约4024.53万元的
打卡发放工作。

宣州区种植业局粮油站副站
长黄磊表示，系列惠农补贴资金的
发放，稳定了农民收入，调动了农
民种粮积极性。下一步，将继续积
极贯彻落实国家各项惠农补贴政

策，扎实推进各项补贴的发放，助
推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

农机补贴：增添种粮动力

农机购置补贴是一项重要的
惠农政策，也是机械强农的重要
举措。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农业
生产成本，也能够进一步增加农
民收益。

连日来，宣州区农机管理局工
作人员纷纷深入农户家中和田间
地头，上门开展机具核验工作，确
保在方便农户和不影响机具作业
的同时，切实保障农机购置补贴资
金发放准确无误。

“老虞，站在收割机旁边合个
影，我们再将照片上传到工作群，
同事会把你的购机信息录入系
统。”在狸桥镇东阳村，宣州区农机
管理局工作人员按照流程耐心地
为虞胜平核验机具。

今年59岁的虞胜平是该村的
种粮大户，从事粮食种植十几年
来，买了好几台农机，最近又入手
了一台全喂入联合收割机。“农机
购置补贴让我得到了实惠，尝到了
甜头。这台崭新的收割机样式和
功能都不错，补贴金额也很多，有
两万九千多块钱！”

核验完收割机，工作人员又跟
随虞胜平来到他承包的田间，核验
另一台农机。

虞胜平的话道出了众多种粮
大户的心声。宣州区农机管理局
管理科科长冷长峰介绍，今年省财
政厅下达该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2600余万元。截至目前，受理补
贴农机具2500余套，落实补贴资
金2700余万元，受益户数约1600
户，超录补贴资金100余万元，全
面实现应补尽补。

让农民“钱袋子”逐渐鼓起来，
把“好丰景”印在农民的笑脸上。
接下来，我市将多措并举，全面落
实惠农政策，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助力农业发展稳中向好。

我市个人一等奖获得者排名长三角地区个人第二

2022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开“跑”
我市个人一等奖获得者位列长三角地区个人第二名

梅溪公园停车场的充电场站梅溪公园停车场的充电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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