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徜徉在公园小区，满眼的绿色映

入眼帘，整个小城宛如穿上了一套绿

色的“裙装”；漫步在农村院落田野，盎

然的生机扑面而来，广袤大地上丰收

曲正在奏响。走进繁华街头 ，“志愿

红”活跃而醒目。马路上，交通井然有

序，人车礼让蔚然成风。近年来，泗县

不断加快城乡建设水平，着力提升城

市文明程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动能，县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铿锵步伐。

精雕细琢
扮靓城市“高颜值”

踏上古香古色的小桥，站在桥面

的最高处 ，清风拂面、流水潺潺。不

远处的小广场上 ，随着音乐的律动 ，

变换着不同造型的音乐喷泉“勾”住

了不少人的脚步。傍晚时分，在泗县

中央公园，不少居民吃完晚饭就到这

里 锻 炼 赏 景 。 居 住 在 朱 桥 社 区 的 居

民王德民大爷，每天必做的“功课”就

是 晚 饭 后 绕 着 公 园 的 步 道 慢 跑 上 一

圈。“家门口有了这么好的风景，每天

都要出来转一转 ，心情愉悦了 ，身体

也锻炼得棒棒的”。

近年来，泗县以隋唐大运河为依

托，秉承人文、亲水、休闲、生态的设计

主题，不断加大绿地、公园、广场等公

共休闲场所的建设，在城区内规划建

设清水湾公园、中央公园、石梁河风景

区、健康主题公园等一颗颗各具特色

的“水上明珠”，营造轻松愉悦、闲适自

然、生态宜人的氛围。

不仅如此，泗县还大力实施“绿量

倍增”工程，让“关”在墙内的绿化景观

“走”出来，让绿地景观成为民众“共

有”，小面积的“口袋公园”已经成为这

座城市的又一张新名片。近年来，泗

县“绿色投入”已经成为城市发展中最

大的投入。先后建成了 46 个公园、游

园和近百个环境优美的园林式小区、

园林式单位，城市道路绿化普及率达

到了 97.75%。目前全县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达到 17.52 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

地覆盖率达到了 40%。如今漫步在泗

县城区，各种节点绿地、街头游园随处

可见，而这些绿地、游园内，苍翠挺拔

的树木、蜿蜒曲折的小径、嶙峋突兀的

怪石、嫩绿平整的草坪相映成趣，人们

“推窗见绿、推门见景”的生态向往正

逐步变为现实。诗与远方近在群众的

身边，触手可及的绿色画卷在不知不

觉中已经徐徐打开……

走进公园，感受天然“氧吧”带来

的愉悦感，走出单元门，小区内的居民

同样也能触摸到城市的美好。“小区里

的菜园变成了花园，原来堆垃圾的空

地被整理了出来，成了一个小型的健

身场地，主干道旁增加了不少座椅，我

们老年人可以随时歇歇脚”。在华夏

园小区里，居民对改造过的小区环境

赞不绝口。近年来，泗县启动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根据市民的需要，有针对

性地开展外墙改造、水电路网整修、

“增花添彩”、基本设施供给等项目，给

原来“灰头土脸”的小区披上“新装”。

目前，像华夏园小区这样由“老破旧”

华丽转身为“桃花源”的小区在泗县就

有 56 个，占城镇小区总量的近一半。

社区小区的“微改造”不仅大大提升了

居民生活的便捷度，还让整个城市的

颜值实现了大提升。

如今，行走在泗县的大街小巷，时

时处处都能够感受到整个城市的点滴之

美：一个个老旧小区焕然一新，一条条背

街小巷精致如画，一个个农贸市场提档

升级，一座座公共卫生间明亮整洁……

“越来越好看的环境就是我们幸福感最

大的源泉。”王德民大爷喜上眉梢。

文明铸魂
涵养城乡“好气质”

在泗县，走进主城区的丹凤路和

朝阳路，不少群众都放慢了脚步。在

道路的两旁，岳喜环、高成顶、王亚楠

等各级好人和道德模范的典型事迹让

不少人觉得可亲可学。为了让好人带

动好人、用好人感染好人，泗县选取道

德模范和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制作成

道旗，在繁华路段两侧固定展示，打造

“好人大道”“诚信大道”，如今，“丹凤

朝阳”路上高高树立起的道旗已经成

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日前，泗县财政局宿舍的一户居

民家厨房突然起火，火舌窜出门外，失

火居民又急又慌只能在家中呼喊，无

法逃生。危急时刻，同小区的住户杨

杰和卢李根冲向起火处，救出受困邻

居并成功扑灭明火，杨杰也在救火过

程中被烧伤。他们，是这座城市平凡

之善的一个缩影。

作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泗县，

争做文明有礼的泗县人已经融入城市

的 肌 理 ，形 成 了 独 具 特 色 的 城 市 气

质。泗县人的暖心故事一次次在网络

刷屏：农户在医院就医过程中突然晕

倒在地，值班医生跳出窗户，百米冲刺

到病患前进行施救；“90 后”小伙韩明

明 为 素 昧 平 生 的 大 姐 捐 献 造 血 干 细

胞，被网友们称为“帅小伙”；4 岁女童

落水以后昏迷不醒，面对手足无措的

家属，辅警陈志良驾车一路飞驰赶往

医院，辅警于元明在车内对女童进行

心肺复苏，最终成功将女童从死神手

中 拉 了 回 来 …… 是 这 群 平 凡 的 泗 县

人，传递着崇德向善的正能量，用他们

的文明行动守护着城市的岁月静好，

托起泗县城市文明的幸福模样。

泗县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泗县常态化开展道德模范、文明

家庭、星级文明户、身边好人等各类评

选活动，引导市民人人争当文明新风

的倡导者、实践者和传播者，让文明基

因根植于市民心中，激励着每个泗县

人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在全社会形成

文明有礼、德耀泗州的良好社会风气。

蓬 勃 开 展 的 新 时 代 文 明 实 践 活

动，让泗县这座小城绽放出了新的“文

明之花”。在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已有 1000 余个志愿服务组织在平

台注册，近 10 万名志愿者常态化提供

理论政策宣讲、文化文艺服务、助学支

教、医疗健身、法律服务、扶贫帮困等

20 多类志愿服务。“打竹板、响连连，文

明新风记心间……”泗县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的文艺志愿者梁贤地打起小

快板，用接地气的语言给老百姓宣传

党的好政策，快板一响，周围群众的掌

声就情不自禁的响起来。“我们各类志

愿 服 务 队 不 仅 是‘15 分 钟 志 愿 服 务

圈’，更是‘美好生活的幸福圈’，将一

场场具有‘泗县味儿’的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送到乡亲们的家门口，我

作为志愿者，很骄傲。”梁贤地脸上笑

开了花。

壮大产业
探索乡村振兴“新样本”

隔着蓝白相间的水果套袋，用手

掂一掂挂在枝头的葡萄重量，麻利地

拿起剪刀，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咔嚓”

声，一串沉甸甸的葡萄就被剪下来捧

在了手中。9 月 11 日清晨时分，在泗

县草庙镇通海村葡萄种植基地里，种

植户李洁玲带着工人在满园飘香的葡

萄园中穿梭忙碌着。

“一年中最累的同时又是最甜的

日子就是这段时间，人勤地不懒，今年

又是一个丰收年。”今年是李洁玲发展

葡萄种植的第十个年头，靠着种植阳

光玫瑰、夏黑等葡萄 ，李洁玲在富了

自己口袋的同时，也不忘带领同村的

农户增收。在李洁玲看来，工人在基

地里有固定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乡

村振兴的路上，大家才能一起走得更

稳当。

产 业 兴 旺 ，乡 村 振 兴 才 能 底 气

足 ，为此 ，泗县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

方面不断发力。7 月初，在泗县草沟

镇 秦 桥 村 千 亩 金 丝 绞 瓜 标 准 化 示 范

基地里 ，一垅垅田渠中 ，刚采摘下来

的 绞 瓜 在 碧 绿 秧 苗 的 掩 映 下 泛 出 耀

眼 的 金 黄 。 脱 贫 户 徐 广 亮 作 为 基 地

里的工人，谈起金丝绞瓜给自家生活

带来的改变 ，他说 ，村里发展了好产

业 ，就业就有了好去处 ，金丝绞瓜成

了“致富瓜”。该县围绕做大金丝绞

瓜 产 业 ，探 索 出 种 植 -冷 藏 -冷 链 运

输-加工-电商销售全产业链生产模

式，以此延长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

升 价 值 链 。 鼓 励 农 户 持 续 发 展 山 芋

种植，做好消费扶贫+深度加工结合

文 章 ，不 断 擦 亮“ 中 国 山 芋 之 乡 ”品

牌。依托墩集草莓、草庙油桃、草庙

葡萄、丁湖薄壳山核桃、大庄猕猴桃、

小宋梨、曙光黄桃等 ，大力发展高效

生态果园、水果休闲采摘园 ，围绕推

进屏山现代农业产业园、林业产业扶

贫基地建设 ，重点发展苗木花卉、薄

壳山核桃等因地制宜的产业，让农户

不断迈上增收致富的“快车道”。

该 县 分 管 副 县 长 仝 昆 鹏 介 绍 ，

泗 县 加 快 现 代 乡 村 产 业 发 展 ，建 设

一 批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农 业 产 业 强

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同时 ，大力

培育粮油、山芋、果蔬、生猪、金丝绞

瓜 、食 用 菌 6 个 现 代 农 业 全 产 业 链 ，

培 育 5 个 以 上 在 全 省 全 国 有 影 响 力

的“ 泗 字 号 ”农 产 品 区 域 性 公 用 品

牌。“未来，我们将实施经济强镇、经

济 强 村 战 略 ，力 争 全 县 所 有 村 集 体

经济经营性收入超过 100 万元，持续

推 动 巩 固 拓 展 脱 贫 攻 坚 成 果 同 乡 村

振兴有效衔接。”

（戴安君 单珊）

秀出城乡“高颜值”塑造发展“好气质”

通海村的葡萄熟了通海村的葡萄熟了，，种植户李洁玲笑得格外甜种植户李洁玲笑得格外甜。（。（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家门口的公园成为居民休闲娱乐好去处家门口的公园成为居民休闲娱乐好去处。（。（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张珍

“一二三，走！手臂向前伸，眼睛向

上看……”9 月 5 日上午，亳州市老年大

学 秋 季 学 期 开 课 ，在 二 楼 民 族 舞 教 室

内，教师孙星星正在教老年学员跳《美

丽中国》舞曲。

“大家认真跳啊，学会了咱们也拍个

亳州版的短视频《美丽中国》。”在孙星星

的鼓励下，学员们跳得更带劲了。休息

时间，学员马艳华还在对着镜子做动作。

今年 60 岁的马艳华告诉记者，这是

她在老年大学学习舞蹈的第三个年头，

这学期她不仅报了民族舞，还报了健身

舞和古典舞。

“ 跳 舞 让 我 有 一 种 找 回 青 春 的 感

觉。在老年大学，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我们一起组建了舞蹈队，每逢重大节日

庆典就去参加演出。”马艳华说。

孙星星的班里约有 50 名老人，她充

分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和接受程度，

编排更加合适的舞蹈。

“阿姨们特别有活力，每学会一个

舞蹈，就让我来拍视频、发抖音。”孙星

星说。

亳州市老年大学服务管理中心主

任段涛告诉记者，老年大学的课程非常

受欢迎，今年学校共开设 7 个系、49 个专

业、156个班（团、队），现有学员 2800 人。

为进一步满足老同志的学习需求，

老年大学实行“7+365”工作机制，聘请

专业教师，一周 7 天保障教学，中心一年

365天都有活动。

据亳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推进“老有所学”暖民心行动中，该市

不断整合、盘活现有办公用房、中职学

校、文化馆（站）、老年活动中心、党群服

务中心等存量资源，重点面向街道、社

区改建一批老年学校，办好老年人“家

门 口 ”的 老 年 教 育 ，不 断 完 善 市 、县

（区）、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老年

教育服务网络体系。

记者在谯城区党群服务中心的“银

发学堂”里看到，老人们挥毫泼墨；剪纸

教室里，一双双灵巧的手剪出一个个栩

栩如生的图案；声乐教室内，不时传来

阵阵悦耳的歌声……

“我们针对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及兴

趣爱好，开设了书法、剪纸、国画等多个

课程，让老人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谯城区党群服务中心负责人杨晓辉告

诉记者，“银发学堂”自 7 月开班以来，已

接收老年学员 300 多人，极大丰富了老

年人的生活。

截至 8 月底，亳州市共有各级老年

学校（大学）905 所，老年学校新增学习

人数 2.54 万人，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学习

教育活动的老年人总数达到 11.1 万人。

计划到 2025 年，该市参加学习教育活动

的老年人占常住老年人总数的比例占

到 30%以上。

为保障各级老年学校的师资力量，

亳州市教育局结合实际，深入挖掘本地

专业教师和专家学者、民间艺人、乡土

能人等资源，打造高素质的兼专职教师

和志愿者队伍。

目前，亳州市各级老年教育平台教

师库吸纳 1700 余人。该市还打造了“亳

州老有所学”手机客户端，开发亳州本

地特色线上学习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

户就可以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亳州市统筹线上线下资源，精心设置“老有所学”课程——

欢乐有去处 爱满“夕阳红”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9 月 15 日，以

“奋进新征程 迎接二十大”为主题的第

十八届全省社会科学知识普及活动月

开幕式在黄山市举行。

本次活动开幕式由省社科联和黄

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月以迎

接党的二十大为主线，立足基层、面向

群众、突出创新，省市县三级联动，将开

展 500 多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社科

普及活动。

开幕式现场，主办方还向全省社科

普及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向

社科普及志愿者服务团授旗。

本届社科知识普及活动月是全省

社 科 界 迎 接 党 的 二 十 大 的 一 项 重 要

行动，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通

俗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

求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广大社科工

作 者 大 比 武 、大 练 兵 、大 展 示 的 一 个

重要平台。

全省社会科学知识普及活动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洋）9 月 15 日，铜陵

白姜文化旅游月开幕，活动现场公布了

铜陵白姜“姜王”评选结果。这也是铜

陵市今年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展的

系列活动之一。

铜 陵 白 姜 是 铜 陵“ 八 宝 ”之 一 ，

获 国 家 地 理 标 志 证 明 商 标 ，其 制 作

技 艺 被 列 为 省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种

植 系 统 入 选 第 四 批 中 国 重 要 农 业 文

化 遗 产 。

今年的铜陵白姜“姜王”，是铜陵市

义安区天门镇兴化村姜农方志红种植

的，状若佛手、重 1350 克。

在文化旅游月期间，铜陵市将组织

开展白姜主题农产品展、白姜文化主题

展示打卡、白姜直销等活动。

铜陵评选白姜“姜王”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李艳龙

“ 新 公 交 车 不 仅 漂 亮 ，还 清 洁 环

保，坐在车上听不到一点噪音。”9 月 5

日上午，砀山县良梨镇村民王永升坐

上一辆天蓝色的新公交车，高兴地告

诉记者。

新公交车车身喷有“梨都公交”红

色字样，点缀着梨花、高楼和大桥等图

案，带有砀山地方文化元素，具有较高

的辨识度。

9 月 3 日，砀山县采购的 100 台新能

源电动公交车正式运营，有效解决了城

乡公交线路沿线群众“出行难”问题。

砀山县副县长许雷侠告诉记者，这

是该县实施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改革

又一重大举措，标志着客运一体化迈向

新阶段。

“用 手 机 上 的 微 信 扫 一 扫 就 交 费

了，下次我办个公交卡，轻轻一刷更方

便。”王永升说。

这批新公交车线路覆盖砀山县各

镇（园区）每个行政村（社区），票价为 2

元至 4 元，支持投币、刷卡（公交卡或社

保卡）、微信、支付宝等多种付款方式。

“没想到我退伍多年了，还能享受

到免费坐公交车的待遇。”周寨镇 50 多

岁的村民周军海一边出示退役军人优

待证，一边激动地说。

对现役军人、退役军人、伤残人民

警察、盲人、二级以上肢体残疾人员、年

满 70 周岁老人及身高不足 1.3 米儿童，

实行乘车免票的惠民政策。

自 2021 年 11 月开始，砀山县实施

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项目，全面统筹协

调，有力有序推进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

改革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该县已开通 25 条城乡

公交线路，共有 200 辆新能源电动公交

车“上岗”运营。

砀山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徐周告诉

记 者 ，下 一 步 ，该 县 将 持 续 开 展 城 乡

公 交 运 营 线 路 的 调 研 摸 排 ，更 加 科

学 、合 理 地 规 划 线 路 ，优 化 公 交 运 营

线网结构，让砀山城乡居民切实体验

到 城 乡 道 路 客 运 一 体 化 带 来 的 出 行

便利。

“绿色公交”畅行乡村
本报讯（记者 丁贤

飞 通讯员 张牙子）记者

近日从淮北市公安局获

悉，该局去年 5月建成合

成服务中心，明显提升

了网上服务能力，使得

办件延迟、程序不规范

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淮北市公安局将全

市各派出所、车管所、各

级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等 55

个窗口单位视频监控接

入到合成服务中心，实

时监控全局窗口动态服

务过程，及时发现和纠

正窗口人员违规行为。

同时，安排专职人员每

天登录各类平台查看群

众申请、办理进度、办理

结果，督导受理单位及

时受理、办结、反馈，对

不予受理的事项作为重

点督办对象 ，向申请人

和承办单位核实原因。

服务中心建立信件

回复专职民警审核机制，对敷衍塞责的

回复全部予以退回重新办理，不断提升

投诉求助办件质量。

淮
北
公
安
提
升
网
上
服
务
能
力

9 月 14 日，肥东县 2022 年劳动和技能竞赛启动，10 家单位承办 10 场不同行业的劳动和技能竞赛，以此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为肥东县加快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本报通讯员 彭红玲 摄

能工巧匠赛技能能工巧匠赛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