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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15选 5”玩法（第 2021003期）

奖等 六省市中奖注数 安徽省中奖注数 每注奖额（元）

特别奖（中 5 连 4） 0 0 0

一等奖（中 5） 71 5 3565
二等奖（中 4） 4480 761 10

六省市投注总额：713954 元，安徽投注额：129162 元
奖池奖金：4020580 元

中奖号码 02 03 07 11 12

中国福利彩票“3D”玩法（第 2021003期）
1 1 3

奖等 安徽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单选 519 1040
组选三 418 346

其他投注方式安徽中奖注数：1793924 注，其他投注方式安徽中奖总额：2714 元。

安徽投注总额：1669196 元。

中奖号码福彩开奖公告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2020年中大奖累计
（截至 2021001期）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一等奖 1388 62
二等奖 20704 694

下期奖池（元）：710439245 元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玩法（第 2021001期）

红色球号码 蓝色球号码

02 03 13 18 20 31 11

奖等 全国中奖注数 安徽中奖注数 每注金额（元）

一等奖 10 0 7034106
二等奖 126 1 201796
三等奖 1794 50 3000
四等奖 84577 2570 200
五等奖 1553167 52297 10
六等奖 12387835 445544 5

中奖号码

全国投注总额：411170524 元，安徽投注总额：14617108 元，奖池奖金：710439245 元
一等奖情况：山西 1 注，江苏 1 注，福建 1 注，山东 1 注，湖南 2 注，广东 2 注，广西 2 注

多种经营拓宽致富路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李明

近日， 记者一早来蒙城县小辛集乡
双李村采访时， 村民陈德良就在自家院
子里忙碌起来。

“清晨就起床，先把家里的鸡、鸭喂
饱，然后去鱼塘里捞点鱼，还有头天晚上
压榨好的香油，一起拉到街上卖。 ”陈德
良告诉记者，虽然忙了点，但看着日子过
得越来越好，全家人都十分开心。

陈德良一家是双李村 2014 年建档
立卡贫困户。在全村扶贫大会的前一天，
村“两委”干部就来到他家，根据具体情
况一起帮他制定了脱贫方案。

“陈德良是个聪明人， 体力好又能
干，只是对脱贫没信心。我们必须先开导
他，让他先在思想上‘脱贫’，帮其创造增
收渠道，激发他的内生动力，才能从根本
上摆脱贫困。 ”双李村党总支书记苗光军
告诉记者。

经过村干部的鼓励， 陈德良下决心

要转变思路，找准门路，通过自己的智慧
和勤劳，拔除穷根。 交流中，扶贫干部听
说陈德良以前喜欢在芡河里捕鱼， 对鱼
类养殖技术有了解。 经村“两委”干部动
员， 陈德良承包了村里一片荒废鱼塘从
事鱼类养殖。

找到了致富路子， 陈德良每天都割
草喂鱼，又在自家后院养起了兔子、鸡、
鸭，同时购置了一台香油压榨机。每当邻
近街上逢集， 陈德良就带着压榨好的香
油，再打捞点鲜鱼到街上销售。辛苦逐渐

有了收获，陈德良充满干劲，在 2017 年
实现脱贫。

2018 年初 ， 小辛集乡面向贫困群
众开发公益性岗位 。 考虑到陈德良有
橡皮艇 ，对沟塘漂浮物打捞也有经验 ，
村 “两委 ”研究后积极推荐陈德良 。 经
本人申请 ， 他通过资格审核成为河道
保洁员。

“现在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真正摆
脱了‘贫困’这顶帽子。 ”陈德良领着记者
专门来看他家的鱼塘，笑得合不拢嘴。

·脱贫之后·

荨 1 月 2 日，在太和县洪山镇闫洼村前油坊四季源家庭农场，养鸽专业户柷本州在鸽
舍记录鸽子下蛋、孵化情况。 柷本州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外务工，2016年回乡创业，从事农
业种植、肉鸽养殖。 目前，他养殖的种鸽已达 3000对，年盈利 30多万元，并带动不少乡邻
养鸽致富。 本报通讯员 戴文学 摄

荩 1月 2日， 滁州市南谯区大柳镇曲亭
村安徽盛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车间

内 ，刘铭璇 （右一 ）和工人在包装富硒大
米。 2019年，刘铭璇从安徽农业大学毕业
后回乡创业， 利用当地山区自然资源优
势，和高等院校合作，种植富硒大米 1300
多亩、富硒滁菊 100 多亩，带动 50 多户农
户实现增收。 本报通讯员 董超 张俊 摄

返乡创业有作为

精准康复点亮希望
■ 本报记者 洪放

“兔子吃什么？兔子吃胡萝卜……”
近日，在桐城市特殊少儿康复中心，培
训老师马新洁正指着两张图片给 7 岁
的智障女孩姣姣 （化名） 进行认知训
练。 姣姣来自该市新渡镇农村，家庭困
难，7 个月前刚来中心上课时， 对外界
对话几乎毫无反应。

“以前，孩子完全无视我跟她的对
话，吃饭好动、睡觉也不能按时睡，很难
给她形成规矩。 ”姣姣妈妈陈女士告诉
记者。 去年 5月，姣姣通过桐城市残疾
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每周一至周五免
费到桐城市特殊少儿康复中心接受康
复训练，中心也为她量身定制了康复方
案。 半年多来，在专业化的康复课程训

练下， 姣姣不仅能完成简单的识物任
务，对老师和家长的要求也有了一定的
回应。“看到孩子有了进步，我们也有了
信心和希望。 ”陈女士感激地说。

“孩子们在中心接受包括感统训
练、认知训练、语言训练在内的专业性
康复课程， 每天还有老师进行至少 1
个小时的一对一个人训练。 ”桐城市特
殊少儿康复中心主任吴明玖告诉记
者，目前该中心共接收了 60 名智力残
疾和自闭症患儿， 全部为享受残疾儿
童抢救性康复项目的困难家庭儿童。

“对于自闭症、脑瘫 、智力残疾患
儿来说，越早进行康复训练效果越好。
部分家庭因为生活困难无力给孩子提
供这样的康复服务， 就会延误孩子的
康复时机。 我们实施残疾儿童抢救性

康复项目， 就是为了减少这种问题的
发生。 ”桐城市残联理事长陈瑛告诉记
者，桐城市特殊少儿康复中心 2017 年
正式投入运营，由残联提供场地，以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家庭困难的心智
障碍儿童交由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免
费康复。 目前，该市有 3 家残疾儿童康
复机构，2020 年共为 100 名符合条件
的残疾儿童提供免费康复训练救助。

2020 年， 桐城市首次将残疾儿童
救助年龄段从之前的 0—12 岁扩展至
0—14 岁 ， 补助标准从原先的 12000
元/年提升至现在的 15000 元/年，提标
扩面后将为更多家庭减轻负担。

“把这一民生工程做好，点亮的不
仅是孩子们的‘心灯’，也是整个家庭
的希望。 ”陈瑛说。

大数据助社区减负
■ 本报记者 沈宫石

本报通讯员 王磊

手工填写表单、连续复制粘贴，登
录不同业务平台反复输入账户名和密
码……在城市社区， 最耗费精力的是
靠着一支笔、 一张表单记录群众的海
量信息。 如今，在芜湖市弋江区中南街
道，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中国科大
智慧城市研究院（芜湖）联合中南街道
共同推进基层治理创新， 以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为基层减负、赋能，解决
困扰基层多年的数据重复采集、 重复
填报难题。

“以前都需要手工把受理和登记信
息填在表格中， 然后再把这些信息复制
粘贴到对应需要上报的业务系统中去。”

中南街道社工宫尚霞说， 大量重复性的
数据采集、录入工作占用了主要精力。

“目前， 我们梳理出 62 项政务服
务办事项、166 个节点环节， 其中涉及
到数据采集和填报的环节有 72 个。 ”
中国科大智慧城市研究院（芜湖）基层
治理攻坚组技术人员说。

2020 年 6 月， 中南街道联合技术
人员，运用大数据和新型算法，构建出
基层人口、法人、部件和事件的数字孪
生底座，研发全息画像模型，实现基层
底数一手掌握，完整可用。 项目还联合
一家数据公司共同研发出“数连通数据
智能机器人”，通过实时智能校验和 AI
技术，实现基层社区台账数据信息的自
动采集、录入。截至目前，机器人已经代
替人工完成了街道 30 项台账数据的重

复录入， 减少了 59%的重复录入工作
量。街道 52张高频报表，大数据赋能后
减少人工采集 40%的工作量。

日前，记者在中南街道采访时，恰
遇居民前来办理低保业务。 只见宫尚
霞通过最低生活保障信息系统完成业
务操作， 基层平台可以动态更新同步
业务数据，接着点击自动填报，新增的
低保信息就自动填报到小微平台进行
公示， 同时低保发放信息也自动填报
到惠民直达系统。

目前，中南街道已经把所有政务办
事服务从社区收归至街道，并成立了街
道为民服务中心。中心综合受理窗口仅
需 4名社工，就可以轻松服务整个街道
居民，更多社工从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
来，投入到基层为民服务一线中。

池州用绿活绿促林农增收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胜 慧敏 记者

徐建）近年来，池州市在建绿 、增绿 、护
绿的同时 ， 稳步推进林业产权制度改
革，扶持林业经营主体，做好用绿、活绿
文章，提升生态效益，促进林业增效、林
农增收。 全市已创建国家级龙头企业 2
家。 2020 年，全市林业总产值达到 372.3
亿元，直接参与林业经济发展的林农人
均增收 2221 元， 林区集体经济收入稳
步提升。

池州市采取多种形式、多种途径，造
林建绿。 去年，各地全面实施“四旁四边
四创”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加快推进国土
绿化向农村宅旁、路旁 、水旁 、村旁 “四

旁”延伸，向道路河流两边、城镇村庄周
边、单位周边、景区周边“四边”拓展。 全
市“四旁四边”绿化 5.36 万亩、409 公里。
该市实施增绿工程， 实施创建美丽庭院
百千万工程，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 2020
年 ， 全市办结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
138 件，回收林地 3.95 公顷。

该市加大用绿、活绿力度，每年安排
300 万元资金，扶持林业经营主体发展。
积极推进林业“三权分置”“三变”改革。
开展林权制度改革以来， 全市累计抵押
林权面积 18.5 万亩， 林地流转 50.8 万
亩，抵押贷款 10.3 亿元；引进林业产业
项目 140 个、到位资金 13.7 亿元。

淮北杜集区村集体收入同比增四成

本报讯（记者 丁贤飞 通讯员 申正

亮）淮北市杜集区推动政策、资金、项目
向村级集体经济倾斜， 实施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方案，培育特色村级集体产业。去
年，全区 41 个村（社区）集体经济收入突
破 1451 万元，同比增长 43.2%。

杜集区推动各级支农政策、资金、项
目向村级集体企业倾斜。2020年，先后配
套 168 万元用于扶强扶优村级集体经
济， 为信用村经营主体融资开辟绿色通
道， 对 39家新型经营主体授信 393.6 万
元用于农业产业发展；先后与中科院、南
京农业大学进行“产学研”合作，建立南
山博士工作站，合作开发葡萄口服液、葡

萄面膜等产品。 投资 5000万元成立杜集
区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为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投资、贷款、担保、基
金全方位接续服务，形成相王果蔬、南山
核桃、石台吊瓜等一批特色农产品品牌。

该区各村（社区）加大土地入股，扩
大规模经营。去年，以入股方式合建标准
化厂房 7 座，新建商铺 76 间，吸引 30 家
优质企业承租， 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336 万元； 选派 8 名高级农艺师担任产
业发展专干，沼液种植、流水养殖、无土
栽培等一批优质项目相继落地， 新增种
植项目 698 亩、养殖项目 260 亩，每年增
加集体经济收入 228 万元。

淮南大通区打造新兴产业集聚平台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朱庆

磊） 淮南市大通区积极打造新兴产业集
聚平台，锻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已建成
5 平方公里的大通工业新区和 1 平方公
里的上窑工业集聚区， 建成投用 500 套
公租房和 10.5 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近年来，为加快资源枯竭型城区产
业转型 ， 大通区积极构筑大通工业新
区、上窑工业集聚区等新兴产业聚集平
台。 该区完善产业园区内部道路、水电
气、亮化、绿化等基础设施，并严把项目
准入的“绿色门槛 ”，推动园区绿色 、低
碳、环保良性发展。 目前，大通区两个工

业园区已入驻企业 138 家，园区企业用
工 3300 余人。

该区开展精准招商， 推动优质项目
落地。发挥富华服装工业园示范效应，推
进总投资 1.5 亿元、占地 60 亩的现代服
装产业园项目建设， 打造高端服装产业
集群。围绕智能智创高科技产业，推进总
投资 3 亿元、 占地 110 亩的昆山智能装
备产业园项目建设。目前，大通区中智机
械制造、宏盛环保、颖坦木业加工等一批
重点项目先后建成投产，昊通电力装备、
高档建筑玻璃生产、 迈瑞 5G 接头加工
等一批重点项目加速落地。

砀山健全婚姻家庭矛盾调处机制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艳

龙）砀山县健全婚姻家庭矛盾排查调处
机制，运用孝善文化引导婆媳、妯娌、邻
里之间和睦相处，促进家庭和谐。 去年，
该县各级妇联组织深入开展家庭矛盾
纠纷排查，参与调解案件 24 起，化解家
事邻里纠纷 97 件。

砀山县各镇妇联每月走访了解矛
盾纠纷多发人群，查找容易引发矛盾纠
纷的重点环节，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措
施。 联合综治、司法、民政等部门，重点
关注两地分居、离异、再婚、抚养关系变
动、生活困难等情况的家庭 ，做好排查
工作。 各镇妇联建立婚姻家庭矛盾纠纷

集中排查调处、经常性排查调处和线上
调处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 加大婚姻家
庭、邻里关系矛盾纠纷的排查力度。 充
分利用和依托 12338 热线、妇联信访接
待室、妇女之家、家事调解室、婚姻家庭
辅导室、妇女议事会 、婚姻登记窗口等
阵地和平台，积极开展婚姻家庭纠纷排
查化解工作。

该县妇联运用孝善文化引导家庭和
睦相处，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疏导，助推
纠纷解决。 同时积极为广大妇女在婚姻
家庭、女性心理健康、和谐亲子关系建立
等方面提供心理疏导、 家庭关系辅导等
服务。

2020年 12月 27日，工人在安庆市宜秀区白泽湖乡芭茅村 700 亩莲藕田里采收
莲藕。 近年来，该乡推行“种植大户+脱贫户”模式，打造集莲藕种植、生态观光、农业
体验为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拓宽脱贫群众致富渠道。 本报通讯员 方华 摄

亳州餐厨垃圾
处理项目投产
本报讯（记者 武长鹏 通讯员 王晓

东）近日 ，亳州市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投
产， 对城区餐饮企业和垃圾分类小区的
餐厨垃圾进行清运、集中处理。

亳州餐厨垃圾厂项目采用特许经营
模式，总投资 1.6 亿元，用地 50 亩，日处
理餐厨垃圾 200 吨、地沟油 20 吨，分两
期建设。该项目运行投产后，餐厨垃圾厂
每天到服务范围内企业和商户集中上门
收集和清运餐厨垃圾， 各配桶商户不需
要再进行干湿分离、油水分离等操作，直
接把餐厨垃圾倒入专用收集桶。 餐厨垃
圾经过预处理、 固液分离提油、 厌氧发
酵、残渣焚烧处理等环节后，将转变为生
物柴油、沼气、肥料、饲料等可利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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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丽 记者 贾克帅）马
鞍山市船舶污染物集
中接收站近日正式启
用。接收站主要收集船
舶生活垃圾 、 生活污
水 、含油污水 ，生活垃
圾 、 含油污水收集后
转运 ， 生活污水经预
处理后输入至现有污
水管网处置。

马鞍山船舶污染
物集中接收站项目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启动
前期各项准备工作。船
舶污染物集中接收站
将为进出马鞍山港的
各类船舶提供污染物
接收服务，有效实现了
“船—港—城、 收集—
接收—转运—处置”一
体化链条的闭环管理，
全面提高港口综合服
务水平。

·市县点击·

云上法庭调解涉外离婚案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王曼曼

涉外案件通常文书送达时间长、当
事人难以传达到庭，一般需要一年多才
能审理完结。 近日，淮北市相山区人民
法院受理的一起涉外离婚案，从承办法
官收到案卷 ， 到开庭解除双方婚姻关
系，仅历时7天。

原告张某与被告WIN(化名 )因性格
不合，分居两国，感情逐渐破裂。 WIN系
加拿大国籍，因疫情原因 ，无法回中国
办理离婚手续，原告张某诉至法院请求

判决离婚。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家事审判庭

团队对案件进行梳理分析， 法官通过微
信联系被告，核实其身份信息，经双方同
意后以云上法庭方式进行审理。

法官助理通过微信送达了起诉书、
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庭前告知双方参
加云上法庭的流程及注意事项 。 庭审
中，原被告均通过手机微信“出庭程序”
参加诉讼，保障了当事人的举证、质证、
陈述、辩论等权利。在法庭主持下，张某
与 WIN 当庭达成调解协议。

·社会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