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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清明节期间，广

德团市委、广德市退役军人事

务局组织该市青少年文艺协

会志愿者前往广德烈士陵

园，开展“为烈士墓碑描金”

活动，以此缅怀革命先烈，传

承爱国情怀。

在庄严肃穆的陵园内，志

愿者们整齐列队，怀着对烈

士的敬仰之情，向纪念碑鞠

躬默哀。志愿者们拿上毛

笔，端起颜料，细心地擦拭墓

碑，认真地对风化褪色的铭

文碑文进行描摹填漆。“马上

就是清明节了，我们积极组

织此次为烈士墓碑描金活

动，通过活动的开展，表达对

革命先烈的缅怀，也激发青

年志愿者的爱国热情。”广德

市青少年文艺协会秘书长汪

亚说道。

据了解，广德市共有168

处烈士纪念设施，主要分布

在 1 个 街 道 和 8 个 乡 镇 。

2020 年至今，广德市累计投

入资金 496.7 万元，用于烈士

纪念设施修缮管护。截至目

前，广德市所有烈士纪念设

施均已按“六有”标准完成整

修。此外，广德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与各乡镇、街道签订

了烈士纪念设施委托管理协

议书，督促做好属地烈士纪

念设施日常管护工作，确保

重要时间节点祭扫有序、祭

扫环境肃穆。

近年来，广德市大力弘扬

英烈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对

全市的烈士纪念设施进行了

整修。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

与烈士纪念设施管护和英烈

故事宣传，用红色故事点燃红

色基因。

（本报记者 王肖肖）

广德市组织开展
“为烈士墓碑描金”活动

今年57岁的鲁世平，是广德市

新杭镇牛头山社区的世平生态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也是一

位经历了 30 年农业发展之“变”的

“新型职业农民”。

“以前我种 6 亩田每天都忙不

过来，现在种 1000 亩田都不觉得

累。”采访中，鲁世平通过会议室里

的智慧看板向记者介绍了现在的

天气、小麦长势等情况。“智慧看

板项目是从去年开始实施的，它

是集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

术为一体，实现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对农作物、土壤从宏观到微观

的实时监测，以便能够及时了解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病虫害等情

况。”鲁世平说，眼前这个小小的屏

幕对于他的农业发展之路是一次

巨大的“跨越”。

“让农民种田越来越‘轻松’”

春光明媚，田地里绿油油的

麦 苗 被 微 风 一 吹 ，激 起 层 层 绿

浪，美不胜收。这一幕通过鲁世

平的智慧看板实时地展现在记者

的眼前。

“你看现在多方便，通过一块

小小的屏幕就可以对麦田里的情

况了如指掌，要是以前，还得天天

跑去田里看呢。”看到现在“数字化

农业”带来的好处，鲁世平回忆起

了30年前种田时的艰辛。

1993年，鲁世平种了6亩田，农

忙的时候每天清晨五点钟就要起床

去田里，直到深夜才回家。“当时是

用牛耕地，需要耕、耙、滚、镪四个步

骤才能将田全部整平，6亩田需要小

半个月才能弄好，之后还要插秧。”

2004 年，鲁世平成立了广德市

世平粮油加工厂，从事大米加工和

仓储工作。十年后，为了积极响应

国家的土地流转政策，带动当地农

民增收致富，他以粮油加工厂为主

导成立了广德市金禾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流转土地1000多亩，用于水

稻、小麦和油菜的种植，同时还购买

了插秧机、无人植保机等先进的机

械设备进行社会化服务。从此，他

和周边农民的农田都实现了机械化

耕作。“现在一台插秧机一天可以插

60亩，是人力插秧的20多倍。”

“让农民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数字化农业”的发展也让脱

贫户胡贤树从农民摇身一变成了

鲁世平公司里的“技术工人”。

“现在我只要负责好机器的开

关就行，比以往轻松很多。”谈起如

今的生活，胡贤树笑着说，以前都是

“靠天吃饭”，现在每个月都有稳定

的收入，生活越来越有“奔头”了。

其实，在广德市像鲁世平这样

的农业企业家有很多。

2022年，广德市在誓节镇洪桥

村建设数字农田1000亩，通过虫情

测报、智能灌溉等功能，对农田进

行数字赋能，从而提高生产效率，

增加农民收入。

据了解，近年来，广德市积极推

动农业产业数字化，围绕“科技强农、

机械强农”工作目标，积极推动农业

经营主体数字化步伐。2022年，广

德市全年淘汰老旧机械 322 台，新

增高效、节能大中型机械 207 台，

截至 2022 年底，广德市上规模农

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60 余家。广德

市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全程机械化

率达84%。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为农业

提出了很多的具体措施，我们将结

合文件要求，全力抓好粮食和重要

农产品稳产保供工作。”广德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将建设 1 个集育秧中心、烘干中

心和综合性农事服务中心为一体

的粮食全程托管示范基地；并大力

推进科技强农，推动农业“四新”科

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培育农业高新

技术企业；同时，落实最严格的耕

地保护制度，完成高标准农田新建

和改造提升的年度任务。

“让群众用药，更安全，更放心。”是

安徽黄山胶囊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总工程师刘松林多年来致力做的事。

从事空心胶囊研究三十多年来，

刘松林积极投身产品技术研发创新，

钻研探索胶囊工艺配方，其研发的肠

溶空心胶囊，目前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为公司年获利超千万元。共

获国家发明专利11项、实用专利2项，

其中“一种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植物空

心胶囊”专利产品打破了国外垄断的

“卡脖子”问题。因为出色的工作，他

还先后获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领

军人才、省第十四批“115”产业创新团

队带头人、省重大科技专项奖、省科学

技术成果奖、省五一劳动奖、市十佳科

技工作者等多项荣誉称号。

说起刘松林的创业故事，还得从

上世纪九十年代说起。1988年，刘松

林来到黄山胶囊厂工作。那时，国内

胶囊企业参差不齐，市场竞争激烈。

一些胶囊企业使用低价格的工业明胶

来生产低价的空心胶囊，工业胶是做

皮衣皮鞋的下脚料熬制的明胶，铬超

标很严重，是不能食用的。

刘松林作为中国医药包装协会专

家委员会委员，2007年春在青岛讨论

空心胶囊行业标准时，他郑重提出用

工业胶生产胶囊是不道德的，应该从

标准上来约束这些不法企业。在讨论

会上，大家一致通过对明胶增加“铬”

项目检测，从源头上来控制使用工业

明胶来生产胶囊。2009年，刘松林在

山西太原参加国家药典委员会组织空

心胶囊专委会专家讨论，大家也一致

同意把明胶增加“铬”项目检测纳入

2010版《中国药典》标准里，从法律上

来约束空心胶囊源头明胶的质量。

2010 版《中国药典》标准执行了一年

多，没想到到了2012年，“毒胶囊事件”

还是爆发了，媒体一曝光，舆论哗然，

不守道德的企业瞬间倒闭。

而黄山胶囊公司的产品，由于严

格执行标准，没有出现任何“铬”超标

质量事故。同时，也是在刘松林的主

导下，该公司购置专门检测原料明胶

“铬”的原子吸收检测仪器，严格控制

“铬”的指标。

这件事，让公司良好的口碑也在全

国范围内迅速传开，公司订单一增再增。

2019年，刘松林先后还参与《空心

胶囊通则》标准讨论，该标准于2019年

8月出台。他还先后被邀请参与国家

药典委员会组织的 2015 版和 2020 版

《中国药典》明胶空心胶囊、肠溶明胶

空心胶囊和胶囊用明胶等五个标准讨

论会，为全国的胶囊行业立标杆、设标

准。因此，他在2019年获中国医药包

装协会突出贡献奖。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该公司确

定了空心胶囊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发

展战略，刘松林带领同事自主研发了胶

囊智能制造成套装备、全自动胶桶清洗

机等核心装备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了

数字化车间。“目前数字化车间已投产，年

新增产能达125亿粒，生产效率提高了

128.47%，运营成本降低了27.54%，产品

研制周期降低了55%，产品不良品率降低

了51.72%，单位产值能耗降低37.73%。”刘

松林介绍，下一步，将继续加大创新步

伐，持续为胶囊安全保驾护航。

日前，市林业局组织工作人员在宛陵湖湿地公园举办以“保护鸟类迁徙通道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2023年“爱

鸟周”活动。图为工作人员在向市民科普鸟类知识。 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全市首个公务用车管理
领域地方标准获批发布

本报讯 近日，全市首个公务用车管理领

域地方标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处置管理规

范》获批发布，将于5月3日正式开始实施。此

项地方标准的制定发布，是在本市公务用车管

理工作原有基础上的创新提升，极大地填补了

我市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处置领域标准化建设

的空白，对于进一步严格资产管理处置、提高

资产使用率、加强公务车辆“全生命周期管理”

具有积极意义。

在省管局和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市机

关事务局发挥主导作用，携同市直机关后勤服

务中心、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有关县市机关

事务管理中心等单位加入标准编制组，聚焦党

政机关公务用车处置管理全流程各项工作，最

终形成《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处置管理规范》。该

规范规定了公务用车处置管理的原则、总体要

求、处置准备、调剂使用、拍卖处置、报废处置及

拍卖和报废后工作等，适用于全市党政机关公

务用车处置工作，本市事业单位可参照执行。

通过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以明确公务

用车处置工作要求和更新处置条件，确保不随

意处置公务用车，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提高资

产使用率、减少浪费；规范处置程序，确保处置

程序合法合规，加强处置过程管控，保证国有

资产不流失。 （本报记者 王肖肖）

我市代表队勇夺全省
首届森林防灭火技能
竞赛团体桂冠

本报讯 近日，2023年省应急行业职业技

能大赛暨第一届森林防灭火技能竞赛圆满闭

幕。我市代表队以团体综合排名第一的成绩

勇夺团体桂冠，并在全部7个比赛课目中夺得3

项第一、2项第二，另有2名队员分别获得个人

全能第2名和第3名。

此次大赛由省应急厅、省人社厅、省总工

会、共青团安徽省委共同主办，旨在充分检验

我省森林消防队伍建设成果，全面提升森林防

灭火应急救援能力。共有来自全省16支队伍

的96名参赛指战员围绕指挥技能、业务技能、

应用体能3个类别7个课目展开了激烈比拼。

机构改革以来，市应急局大力推动综合应急

救援能力建设，围绕指挥机制、队伍力量、救援装

备着力打造反应迅速、本领高强的综合性应急救

援队伍，基本建成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

敏、上下联动的应急能力体系，突发事件应急处

置能力显著提升，为推进现代化美好宣城建设提

供了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本报记者 王肖肖）

本报讯 近年

来，郎溪县以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为抓

手，针对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诚信缺失突出问

题，集中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积极推动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

开展电信网络领域诈骗治理。严格落实

“立足本地全域打、境内境外统筹打、关联犯罪

一体打”的工作总思路、总要求，不断加大侦查

资源整合，加强打击力度，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

破案数和查处的违法犯罪人员有明显上升。

2022年度，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00余人，上报联

合惩戒70余人；共破获涉诈类案件14起。通过

追赃及时返还受害群众资金45万元。

开展假药领域治理。制定《关于深入开展郎

溪县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方案》，针对药品、

医疗器械、化妆品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以严厉打击制售假药劣药、违法生产中药饮片、网

络非法销售为重点，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重拳出

击，深入开展为期一年的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开展非法社会组织领域治理。持续开展

“僵尸型”社会组织清理整治行动，依法对郎溪

蔡老师外国语培训中心、郎溪县精艺服装培训

学校、郎溪县倍斯特教育培训学校进行撤销登

记，消除了潜在的社会组织风险隐患，提升了社

会组织发展质量。

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治理。对辖区内“融

资担保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三类机

构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以座谈交流、现场

查看等方式开展，重点检查两类机构的业务运

行情况、风险防控情况、机构管理情况等，增强

了三类机构依法经营和风险防范意识，促进行

业健康发展。

开展无证行医、非法医疗问题专项治理。

通过卫生健康部门和卫生监督机构联动机制，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等诚信缺失行为。开展打

击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从事诊

疗活动的“黑诊所”整治行动，设立监督举报电

话，对非法行医行为实行“零容忍”，发现一起

查处一起；持续推进医疗美容专项整治，郎溪

县卫健委联合网信办、公安局、人社局、市监局

制定印发了《关于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

专项行动的通知》。 （本报记者 顾维林）

4 月 7 日上午，我市在马山风

景陵园举行集体生态礼葬仪式。

本报记者 叶竞文 摄

“前天买的衣服，今天就

到了。现在快递能送到村里

了，我们在网上买东西也就方

便了。”日前，广德市金龙村村

民吴欢在家门口的村级物流

服务点取到了快递。

农村地区居住较为分散，

村民取件寄件通常要去镇上

办理，部分快递能每天投送至

村中，也面临着物流成本过高

的压力。如何畅通农村物流

“最先和最后一公里”，让快递

进村、农货出山无障碍？近年

来，我市积极推进“客货邮”融

合发展，利用公交车带快递进

村，沿途村民足不出村，就可

以收寄快递。

记者在广德运泰物流公

司分拨中心看到，这个整合了

圆通、申通、韵达等快递企业

的快递分拣中心，好似一间快

递“超市”，大大小小的包裹被

陈列在货架上，分拣声、询问

声此起彼伏。

“快递公司的快递统一

进入分拣中心，我们工作人

员经消毒、分拣好后，放到发

往各乡镇的公交车上，送往

各个村级物流服务点。”广德

城乡公交公司副经理韩国庆

介绍道。

“客货邮”融合发展不仅

打通了工业品下乡的“最后一

公里”，也打通了农产品进城

“最先一公里”。

说起公交带快递进村，新

杭镇千口村吾峰茶叶专业合

作社的董绍文也深有感触，

“过去给客户寄茶叶要专程跑

到8、9公里以外的新杭镇上，

自从推行‘客货邮’融合发展，

在村上的村级物流服务点就

可以发货。”董绍文告诉记者，

春茶对快递时效性要求，不亚

于生鲜类产品。眼下正是茶

叶上市的时候，相信通过“客

货邮”，茶叶能更快送到全国

各地的客户手中。

不仅仅是在广德，郎溪、

泾县也开通了“客货邮”。目

前，全市开通“客货邮”融合发

展线路21条，年完成“快递坐

公交”单量 32 万余件。全市

已初步建成“8+80+718”（县

级综合物流中心8个、乡镇综

合服务站 80 个、村级物流服

务店718个）的县乡村三级农

村物流网络。

“‘客货邮’就是通过城乡

客运+邮政快递+农村物流的

方式，利用遍布城乡的公交车

来运输和配送快递，降低农村

物流末端配送成本。”市道路

运输中心副主任翟光波表示，

宣城交通鼓励各地县乡村客

货运场站与邮政、快递分拨处

理场地资源整合，实现功能互

补，提高“客货邮”综合运输场

站使用效率。

越来越完善的农村物流

网离不开越来越畅通的农村

交通网。据了解，近年来，我

市坚持以路为本，建设高效

运营城乡交通运输体系，大

力推进公交进村，实现了全

市80个乡镇公交全覆盖、718

个建制村客车全覆盖，城乡

客 运 公 交 化 运 营 率 已 达

97.5%。下一步，我市将紧紧

围绕“追赶江浙、争先江淮”

目标要求，进一步指导各地

安排农村客运发展统筹资

金，支持县乡村“客货邮”网

点建设，补贴城乡公交与邮

政快递融合发展线路，完善

政策机制，保障运邮融合发

展“ 开 得 通 、留 得 住 、有 效

益”，助力乡村振兴。

郎溪积极推进诚信缺失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从“靠天吃饭”到“看屏管护”
——广德市“数字化农业”发展见闻

■本报记者 陈华易 王肖肖

刘松林：为胶囊戴上安全“紧箍咒”
■本报记者 刘畅

快递进村 服务到家
——我市大力推进“客货邮”融合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徐静雅

我市开展我市开展““爱鸟周爱鸟周””宣传活动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