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3日下午，戎
创·宣城2024年度十佳
“军创先锋”“军人驿站”
发布暨宣城退役军人学
院揭牌仪式在宣城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刘恒
贵，市委常委、宣城军分
区司令员黄文忠，副市
长、市公安局长刘涛，宣
城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
记李斌出席仪式。

刘恒贵指出，要聚焦
退役军人需求，提供专业
化培训，开展优质服务，
为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做
好保障；要发挥宣城特色
优势，加强与长三角地区
合作，推动区域内就业创
业一体化。

刘涛在讲话中说，宣
城退役军人学院签约揭
牌具有重要意义，要创新
服务机制，强化政校及部
门协同，整合各方资源，
精准助力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

活动现场举行了宣
城退役军人学院签约仪
式，参加活动领导共同为
宣城退役军人学院揭牌；
并为十名年度退役军人
创业先锋颁奖，授予部分
企业代表十佳“军人驿
站”称号。

据悉，宣城退役军人
学院将为我市退役军人
干事创业搭建平台，提供
教育和就业创业培训。

（记者 严震）

本报讯（孙小燕 记者

余健）近日，市民政局、市财政

局、市残联联合印发文件，提

高残疾人两项补贴保障标

准。从2025年1月起，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

护理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86

元调整为每人每月94元。

据悉，困难残疾人生活

补贴保障范围为具有宣城市

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证》且残疾等级在四

级以上（含四级），纳入低保

或脱贫人口（稳定脱贫户除

外）中的残疾人。而重度残

疾人护理补贴保障范围为具

有宣城市户籍，持有残疾人

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

二级的重度残疾人。

残疾人两项补贴以自愿

申请为原则，符合条件的残

疾人可通过全国任意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民

政服务窗口递交补贴申请，

不受户籍限制；也可通过登

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及其

移动端、民政一体化政务服

务 平 台 或 通 过 微 信 、支 付

宝、百度 App 搜索“民政通”

小程序全程在线提交补贴

申请。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

残疾人社会保障工作，“十四

五”期间，连续 5 年提高残疾

人两项补贴保障标准。新标

准提升后，市民政局将进一

步规范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

工作，强化数据比对和动态

管理，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

精准发放，使有限的补贴资

金更公平、更有效地惠及困

难和重度残疾人群体。

我市提高残疾人
两项补贴标准

本报讯（记者 胡文慧）1 月 4 日，宣城市耳

内镜新技术学术研讨会在首善医院举行。本次

会议由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宣城市耳鼻咽喉

头颈外科质控中心主办，首善医院承办，我市及

周边地区相关临床工作医护人员、市卫健委、区

残联、有关乡镇街道残联和基层卫生院负责人

等参加。

会上，专家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及研讨，现

场分享了耳内镜新技术的临床实践、耳内镜手

术的问题及处理方法，介绍了科利耳人工耳蜗

新技术及成人人工耳蜗就诊指南。同时，为详

细展示耳内镜手术流程与技巧，现场还进行了

手术视频直播演示。会后，安医附院专家开展

了耳聋义诊活动，免费进行听力检查及耳内镜

检查。

本次研讨会的举行，旨在针对基层医务工

作者普及耳内镜手术及最新技术，帮助基层医

生更好地开展耳内镜手术，进一步提高我市耳

内镜技术水平，让该技术更好地运用于临床疾

病领域的诊治，促进我市耳鼻喉科耳部系统诊

治水平的提高与发展。

1月3日，经过70余名建设者连续42小时奋战，由中铁上海

工程局三公司承建的巢（湖）马（鞍山）城际铁路5标项目跨天潜

高速特大桥1-140m系杆拱完成浇筑，标志着江北段建设取得重

要进展。据悉，巢马城际铁路建成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

速新通道，对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

离，完善区域高铁网络，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建

设等国家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周虹 记者 戴巍 摄

隆冬时节，走进位于宣城经开

区的开盛水厂加压泵站，一台台机

泵全速运转，机器轰鸣声不绝于

耳。该加压泵站是我市城市供水设

施完善工程的一部分，让来自青弋

江的清澈水源担负起我市主城区第

二水源的重任，实现水阳江、青弋江

“双水源”供水，建立起群众基本用

水需求的“安全备份”。

据了解，市城市供水设施完善

工程总投资约3.1亿元，占地面积达

460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在青弋

江干流宣州区文昌镇建设一座10万

吨/日的取水泵站，在开盛水厂建设

一座10万吨/日的原水加压泵站，铺

设原水管网 23.8 公里，直接输送原

水水源到昭亭水厂，真正建成安全

可靠的城市应急水源体系。目前，

该项目已正式通水，运行稳定。

“之前主城区的昭亭水厂和鳌

峰水厂水源地都是水阳江，属于单

一河流性水源地。”市住建局公用市

政处副主任董云楼介绍，为应对水

阳江发生突发污染事件，我市从

2020年就开启了城市备用水源谋划

项目，把青弋江作为第二水源地，在

水阳江主水源供水能力不足时相互

补充，同时实现突发事件状态下的

应急供水，完善了城市供水安全保

障体系，提高了应对水污染等突发

事件能力。

同时，为满足经开区日益增长

的供水需求，市经开区管委会于

2022 年启动了开盛水厂扩建工程，

将开盛水厂从2万立方/日扩建至6

万立方/日，并配套建设 3 万立方/

日宝城路供水加压泵站，铺设约 12

公里供水管。2024 年 1 月，开盛水

厂扩建工程完成，可在水阳江主水

源供水能力不足或突发事件状态

下，实现从青弋江补充、应急供水，

提高应对水污染等突发事件的能

力，进一步提升我市城市安全韧性

水平。

“开盛水厂扩建完成后，城区供

水保障能力大幅提升。”开盛集团总

经理曾军学说道，今后将全力打造

城乡供水一体化，实现城乡供水“同

源、同质、同网、同服务”一体化均衡

发展。同时持续提升水务智慧化管

理水平，严格标准化供水，加强水源

环境保护、水质消毒净化，注重水质

检测，全面保障好人民群众的生活

用水，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优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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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环保世纪行

如果说喝咖啡是爱好，那经营一

家咖啡店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咖啡店开这里，谁会来喝？”

“你会做咖啡？”

“美式和拿铁，你分得清吗？”

质疑的话，蔡成英听过很多。她

总面带笑意回复：“你看着就行！”

研磨、压粉、萃取、打奶……一次

次行云流水的操作，是打消疑虑的最

好证明。

“就是拉花可能没那么好看，还请

多包涵！”给顾客端上刚做好的咖啡，

蔡成英抱歉地解释，自己一直在跟视

频学拉花。果然，打开她的短视频平

蔡奶奶名叫蔡成英，是泾县茂林

镇南容村村民，也是“村上咖啡”的主

理人。

她的咖啡店就开在南容村的村

委大院。为啥选在这？推门进去，就

有了答案。

店门正对着的是两面偌大的落

地窗，橘色的夕阳、连绵的青山、红色

屋顶的村舍、金黄的稻田，被原汁原味

地“框”在窗间，就像是巨幅的田园风

光图。“很多人来了后看到这样的风

景，都是‘哇’个不停。”蔡成英笑说。

店内的陈设，也颇有调性。温暖

的美式壁炉、柔软的棕色真皮沙发、

堆满书的书架、斜插着大把栾树叶的

花瓶……年轻的游客正不停换着角

度拍照，似乎怎么拍都拍不够。

“我喜欢喝咖啡，也是这里的咖

啡师，但店其实是女儿投资开的。”蔡

成英说，她曾跟着女儿在上海生活了

20 多年，喜欢喝咖啡的女儿经常带

她出没各种咖啡店，渐渐地，她也爱

上每天喝一杯咖啡。

这两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蒸蒸

日上，蔡成英的女儿决定返乡创业。

2020年，在泾县桃花潭开了一家咖啡

店。经常去喝咖啡、打下手的蔡成

英，慢慢也学会了做咖啡。

“村咖”的生意越来越好，女儿琢

磨，可以再开一家。2023 年 7 月，女

儿投资100万元，给母亲在南容村村

委大院开了这家“村上咖啡”。年过

六旬的蔡成英，告别家门口的小菜

园，转身成为“村咖”主理人。

“乡村里有好风景，年轻人喜欢

坐在好风景里喝咖啡。”蔡奶奶相信，

她的小店会越来越热闹。

因为这份相信，蔡成英还和女儿

商议，再租下的村部宿舍，改造成风

格不一的民宿客房，让游人来了有得

吃、有得玩，还能留得下。

蔡奶奶的故事，只是泾县众多

“村咖”主理人的一个缩影。

村村有景、处处可游、全域精彩，

是泾县全力打造皖南国际文化旅游

示范区核心区的目标图景。越来越

美的生态环境，加上当地给力的优惠

扶持政策，为“村咖”提供了风调雨顺

的生存土壤。

而“长”在好风景里的“泾县村

咖”，在满足了游客“慢下来”需求的

同时，也补充了乡村旅游的时尚短

板，成为泾县乡村振兴版图上的生动

存在，吸引200多名留乡、返乡、下乡

的从业者，到村里创业。

“村咖”，只是乡村发展变化的一

个生动缩影。

当越来越多的人——他们中有

留学生、设计师、墙绘师、教育工作

者、民宿主、摄影师、景区讲解员、退

伍军人、非遗传承人等，留在乡村、奔

赴乡村，必将在青山绿水间泛起一池

波光潋滟的涟漪。

“村咖”，显然越喝才越“香”。

处处讲究的奶奶“咖啡师”

开在村委大院的咖啡店

6旬老太开“村咖”，可以说是“泾县村咖”蓬

勃发展的生动缩影。

作为我省首个县域“村咖”品牌——“泾县村

咖”近年来的表现可谓亮眼：60多家“村咖”相继

涌现、“网红风景道”每公里就有1家“村咖”。群

山间、稻田旁、小河畔、景区里，处处可见“村咖”。乡村含“咖”量的

持续增长，是农村人居环境舒适度提升、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显

著表现。

“村咖”是乡村振兴路上的一抹亮色，想要人们走进“村咖”、亲近

“村咖”、爱上“村咖”，就要做好“咖啡+”文章。让“村咖”与村景、文

化、旅游、当地农特产品等元素相融合，以“村咖”带动乡村文旅发展，

以乡村文旅的进一步延伸增强“村咖”持续不断的生命力。期待着

“泾县村咖”在未来能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宣城市耳内镜新技术
学术研讨会举行

“双水源”保障用水安全
——我市城市供水设施完善工程现场见闻

■记者 胡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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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推荐的都是各种咖啡博主。

你一定看出来了，这是个挺“讲

究”的咖啡师。

是的，蔡成英总在琢磨怎样做出

好喝又好看的咖啡，总在学习怎么把

店里布置得更受年轻人欢迎。

她知道泾县周边有不少“村咖”，

闲暇时，就要女儿带她去尝、去看、去

学习。

不大的小店里，满满的都是她的

有心“创造”——吧台上有些干枯却

颇具美感的栾树叶，是蔡成英在村里

的栾树下捡来的；置物架上的咖啡

杯，每一个都不同，那是她和女儿一

起在网上精心挑选的；店外的露天座

位，是她为喜欢田园的客人打造的。

据南容村村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现在“村上咖啡”已经成为当地的网

红打卡点，很多游人甚至专程到这里

打卡。

■记者 张玉荣 孙丽莉 文/图

越喝越“香”的“村咖”

2024年，安徽省诞生了首个县域“村咖”品牌——“泾
县村咖”。

在泾县这片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土地上，先后涌现
出60多家“村咖”，“网红风景道”皖南川藏线月亮湾段每
公里甚至就有1家“村咖”。“村咖”是游人的“诗和远方”，
更是乡村发展的无限可能……

当“想你的风”吹进乡村，村头66岁的蔡奶奶也华丽
转身，成了“村咖”主理人。

蔡成英正在制作咖啡蔡成英正在制作咖啡。。 咖啡店内景咖啡店内景。。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狸桥镇人大深

入开展“关注民生提建议，五

级代表在行动”，截至目前，

共收集区人大代表建议 36

条，其中已办结35条，办结率

97%；镇人大代表建议156条，

其中已办结 153 条，办结率

98%，其余3条建议正在推进

中。建议内容涉及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人居环境、社会民

生、农业发展等各个方面，对代

表提出的建议、意见，镇人大

主席团跟踪监督到位，及时处

理回复，在本镇能办理的，都

已经得到办理，本镇力所不及

的积极争取上级支持，逐步得

到落实，做到事事有着落、件

件有答复，满意度100%。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企优环

境、为民办实事。”宣州区第

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狸

桥镇人大主席孙胜宝说道，

要围绕着区委提出来的“五

个年”以及“两个专项行动”，

为助力现代化美好宣城建设

贡献人大力量。

狸桥镇人大：

听“民声”惠“民生”办实事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