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休干部、安徽师范大学原

中文系党总支书记郑鸣玉同志，因病于 2023 年 1 月 6 日在

芜湖市弋矶山医院去世，享年 99岁。

郑鸣玉同志，1924 年 11 月出生，山东省营南县人，1941

年 3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营

南县桑庄区民主政府文书，山东省粮食局股长，上海市工

业局华东工业部轻工局科员，中央高教部办公厅秘书，安

徽师范学院马列教研室教研组长，皖南大学物理系党总支

书记，皖南医学院政工组副组长，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党

总支书记。1985 年４月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

郑鸣玉同志的遗体已于 2023 年１月８日 10 时在芜湖

市殡仪馆火化。

郑鸣玉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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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进行时·

·新春访民生·

■ 本报记者 丰静
本报通讯员 钱良好

1 月 8 日一大早，记者来到庐江县

乐桥镇大化村卫生室，看见村医正在

对来自王庄村民组的 60 岁村民张后云

进行诊疗。

“我早上感觉头晕、胸口闷，有点

不舒服。”张后云告诉医生。量体温、

开药、拿药，一套流程下来花了不到 10

元钱，老人感觉很方便。

“我们村卫生室近来每日接诊 60

多人，大多是咳嗽发热的病人。医生

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7 点，坚守岗位为病

人服务，全力减少疫情对农村生产生

活的影响。”乐桥镇大化村卫生室站长

张林告诉记者。

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庐江

县积极整合县、乡、村三级医疗资源，

组成医疗团队，充分发挥村卫生室的

“桥头堡”作用，下沉到村和社区乃至

每一个自然村庄，对辖区住户进行“分

片包干”式管理，从医疗物资保供、重

点人群健康服务、重症患者转诊等入

手，筑牢农村疫情防控“第一道防线”。

“从去年 12 月以来，我们已多次购

买包括布洛芬、蒙脱石散、诺氟沙星胶

囊等 10 多万元的药品，储备充足，能满

足群众需求。”乐桥中心卫生院院长万

平说，“如果遇到危重症患者，我们将

及时与县医共体对接，最大限度满足

农民群众看病就医需求。”

当地各医疗团队的负责人作为第

一责任人，统筹团队力量，结合“家庭

医生”的微网格人群健康档案，对慢性

病患者、重大疾病患者以及老年人等

重点人群进行巡诊。

大 化 村 郭 庄 村 民 组 的 郭 兰 花 老

人 咳 喘 严 重 ，感 觉 身 体 不 适 ，因 腿 脚

不便，一直没去医院就诊。庐江县人

民 医 院 的 徐 大 林 医 生 带 着 医 生 团 队

进村巡诊时，得知情况立即上门查看

病情，为老人开药方、打点滴，并坐在

床 前 观 察 ，直 到 老 人 呼 吸 平 稳 后 ，才

放心离开。

面 对 即 将 来 临 的 春 节 农 民 返 乡

潮 ，万 平 告 诉 记 者 ，他 们 将 指 导 村 卫

生 室 及 时 开 药 和 随 诊 ，提 高 接 诊 能

力 。 同 时 ，通 过“ 家 庭 医 生 ”签 约

App、微 信 、智 能 语 音 提 醒 等 手 段 ，与

管理对象开展信息互动，做好健康监

测 和 随 访 服 务 ，向 村 民 精 准 、及 时 推

送疫情防控和健康教育信息，并紧密

结合疫情发展变化，及时回应村民关

注及关切的问题，科学指导村民预防

疾病。

医疗团队进村，守护百姓健康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杜陈陈

日前，滁州市南谯区珠龙镇由镇

村干部、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和村医

共同组成巡诊小分队，为“红黄绿”三

色人群做好医疗保障服务。

在巡诊过程中，该镇北关村网格

员沈燕发现 70 多岁的洪星老人在家卧

床，同时伴有发热不退的现象。

“此前我们通过摸底，知道洪老是

胃癌中晚期患者，属病情严重的红色

高风险人员。”沈燕告诉记者，她及时

向镇卫健办报备，镇里立即联系卫生

院准备应急转运车辆和陪同医生，将

老 人 送 到 医 院 治 疗 ，确 定 为 阳 性 患

者。因救治及时，老人没有引发严重

的并发症，目前生命体征平稳，正逐渐

康复。

连日来，南谯区围绕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重点环节，严格落实区、镇、村三级

包 保 服 务 机 制 ，绘 制 指 挥 体 系“ 一 张

网”；细化岗位职责，理顺镇村联系“一

条线”；发挥基层作用，瞄准重点人群

“一个点”，确保重点人群安全“度峰”。

该区 22 位联系包保领导抽调区直

单位精干人员组成多支工作队，对应

包保指导 11 个乡镇和 91 村，并与当地

基层党组织对接融合，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落实到村到楼到户到人。组织动

员全区 1575 名基层干部通过“包村到

户、包户到人、包楼到人”的方式，重点

保障网格内 65 岁以上老年人、孤寡老

人、留守儿童、残障人员、孕产妇等重

点人群 2722 名。

去年 12 月以来，南谯区对全区 65

岁以上老年人底数、患基础性疾病情

况和疫苗接种情况进行摸排，免费配

发退烧药物（布洛芬）14.8 万余颗、覆盖

率达 100%；向各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足

量调配指夹式血氧仪、抗病毒类药物

等。148 名家庭医生累计出诊和提供

家庭医生履约服务 1.8万余次。

南谯区章广镇太平集村防返贫监

测户高吉顺患有咽喉慢性病，不能从

事重体力劳动，妻子患有精神疾病，生

活 不 能 自 理 ，大 儿 子 也 是 二 级 残 疾 。

章广镇将他家列为疫情重点保障户，

巡诊小分队上门开展体检、治疗，志愿

者专门购置了口罩、消毒液、感冒药、

退烧药等防疫物资，把“爱心药箱”免

费送到他家里。

三级包保服务，筑牢防控网络

1 月 7 日，合肥市民在咨询家

政服务信息。当日，“迎新春 暖民

心 安徽省放心家政促消费”活动

在 合 肥 市 淮 河 路 步 行 街 商 圈 举

办。活动现场，安徽省家政服务行

业促进会党支部与淮河路步行街

商业区党总支进行“党建赋能家政

服务提质扩容结对共建”签约，并

为 2022 年安徽省“放心家政”专项

职业技能竞赛获奖的团体和个人

颁奖。来自省内的 10 余家优秀家

政企业走进合肥淮河路步行街商

圈，通过屏幕展示、发放宣传手册

等方式，向广大年轻用户群体宣传

“放心家政”相关政策。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放心家政
走进商圈

■ 本报记者 刘洋
本报通讯员 陈燕飞

伴着一声汽笛响彻江面，“铜车渡

001号”船平稳停靠在铜陵市义安区胥坝

渡口南岸。1 月 7 日，胥坝渡口繁忙依

旧，渡口边等待过江的汽车排起了长龙。

“这么多车辆，如果是用过去的小

船 来 摆 渡 ，就 要 满 载 了 。 如 果 碰 上 货

车，就要来回多渡几趟。”看着有序排队

登船的车辆，“铜车渡 001 号”船船长刘

正学告诉记者，临近年关，已进入轮渡

运行高峰期。

车 辆 全 部 登 船 后 ，刘 正 学 拉 响 汽

笛 ，渡 船 缓 缓 由 南 岸 起 航 。“ 船 舶 动

态，‘铜车渡 001 号’由南向北过江，请

过 往 船 舶 加 强 联 系 ……”渡 船 离 岸

后，刘正学通过“甚高频”向往来船只

喊话播报。

胥坝乡是江心洲，四面环水，百姓

出行依靠渡船摆渡。胥坝乡交通管理

办公室主任章春风告诉记者，过去胥坝

渡口是两艘小车渡，一艘船一次只能渡

运 10辆车、110人左右。

“我们乡总人口 3.48 万，春运高峰

期渡口车流量和人流量骤增，即使小车

渡 不 间 断 作 业 ，等 待 过 江 时 间 还 是 较

长。”章春风说，义安区老洲乡有了新轮

渡后，区政府将“铜车渡 001 号”从老洲

乡划拨到了胥坝乡，并于今年春运投入

使用。

新车渡一次能渡运 24 辆车，承载能

力比过去的小车渡提高了一倍多，这将

大大缓解该乡春运压力。

记者站在“铜车渡 001 号”驾驶室向

下看，船上的车辆排列整齐，有的车辆

后排座位装满了年货，大红色的包装彰

显出节日的喜庆。

“这是我的第 6 个春运，从以往经验

来看，平时每天约有三四千人过江，春

运最高峰时能有上万人次、上千车次。”

刘正学说，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到大年初

八是渡口最为忙碌的时候，为了确保大

家出行顺畅，他们“歇人不歇船”，片刻

也不闲下来。

对岸将近，又一声汽笛响起。渡船

靠岸后，刘正学目送乘客离开，又迎接

了新一拨乘客。

“虽然每年都要在岗位上过春节，

但是能够用自己的坚守换来江心洲百

姓团圆过年，值得。”刘正学告诉记者。

当好“摆渡人”，守护团圆路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 潘成）1 月

10 日，由歙县县委、县政府举办的徽文

化大地艺术季在徽州古城启动。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歙采缤纷”绿色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国美术学院歙

县乡土学院、中国摄影报社醉美中国旅

游摄影地、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创作

采风基地揭牌，并为“徽文化·优秀传播

者”“古徽州、新创客”全球合伙人优秀创

作案例颁奖。活动历时近一个月，分“艺

聚歙县”“艺创歙县”“艺见歙县”三大篇章，

包括沉浸式演出、民俗展演、特色农产品

展销、徽派盆景艺术展、摄影书画展、徽派

版画展、文房四宝艺术展、徽州楹联展等

活动，以多元、立体、交互的方式，展现独

一无二的徽州文化与民俗风情。

歙县举办徽文化大地艺术季

本报讯（记者 李明杰）记者日前从

省民政厅获悉，民政部于近日授予 200

个组织“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称号，授予 496 人“全国优秀城乡社

区工作者”称号。我省合肥市庐阳区海

棠街道清华社区居民委员会等 6 个村

（居）民委员会获“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称号，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

兴民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王

学初等 16 名社区工作者获“全国优秀

城乡社区工作者”称号。

据了解，此次表彰旨在充分发挥先

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激发全国

广大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城乡社区工

作者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

感。去年以来，我省持续加强城乡社区

治理，新一轮村（社区）“两委”换届后，推

广合肥市“开门一件事”经验做法，以“一

件事”促“大干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推广阜阳市颍州区“四事四

权”、黄山市“作退一步想”等工作法，有

效化解基层矛盾纠纷；组建社区防控工

作专班，18 万名社区工作者在为民服务

特别是疫情防控中发挥了坚实作用。

我省 6 个自治组织和
16名社区工作者获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彭继友 记者 李

晓群）1 月 6 日，记者从省监狱管理局获

悉，自 1 月 9 日起，我省监狱本着“能复

尽复”原则，全面恢复现场会见，以全面

适应当前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切实

满足服刑人员及其亲属对春节期间会

见的需求和期待。

据了解，服刑人员会见范围统一限

定为亲属、监护人。会见人首次会见的，

凭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能证明本

人身份和与服刑人员关系的有效证件、

证明办理会见手续。非首次会见的，凭

本人居民身份证直接办理会见。服刑人

员或其亲属、监护人系外国籍、港、澳、台

的，首次会见时须经省监狱管理局审批

同意后，方可到监狱办理会见。已经预

约的远程视频会见，正常进行。

鉴于春节期间的会见高峰及因疫

情防控长周期暂停现场会见的实际，为

保障会见管理秩序，原则上在 1 月 9 日

至 2 月 10 日期间，每名服刑人员接受现

场会见次数不超过 1 次，每次会见时间

不超过 30 分钟，每次会见人数一般不

超过 3 人。根据疫情防控要求，当前形

势下，会见人进行现场会见的，需持有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现场抗原

检测结果正常，并落实体温检测、全程

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核酸或抗原检

测异常、有发热（体温超过 37.3℃）等症

状的会见人，不得进入会见场所。

据悉，铜陵监狱因会见场所建设维

护原因，延迟至 3月上旬恢复现场会见。

我省监狱恢复现场会见

本报讯（记者 贾克帅）近日，马鞍

山市印发《关于建立精准帮扶城市困难

群众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该市建立

以基本生活保障、专项社会救助、急难

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

的分层分类的城市困难群众精准帮扶

机制，通过主动发现、快速审核、精准帮

扶、跟踪问效，着力解决城市困难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

《意见》提出，马鞍山市在加强社会

救助帮扶工作宣传的同时，将提高城市

困难群众对社会救助帮扶政策的知晓

水平，在鼓励引导个人主动申请的基础

上，充分发挥“大数据”“网格化”“铁脚

板”“优服务”等工作手段，变“人找政

策”为“政策找人”，逐步建立“望闻问

切”社会救助帮扶主动发现机制。

马鞍山市打通人社、医保、残联等 8

部门 15 项数据，建立了城市低收入人

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实现对低收入人

口基本信息随时可查和应认定尽认定，

靠“数据”探索精准帮扶。同时建立了

“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需求清单”。

按照《意见》，该市今年将推进建立

基本生活保障、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

会救助、社会关爱帮扶 4 个层次、18 项

具体救助帮扶措施，实现分层分类精准

帮扶，解决“帮扶谁”“怎么帮”和“谁来

帮”问题，为城市困难群众提供差异化、

个性化救助，兜牢城市困难群众底线。

马鞍山建立精准帮扶
城市困难群众工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 孙言梅）日前，第三

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安徽医院在

蚌埠市龙子湖区开建。该项目由安徽省

人民政府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合作共建，依托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

医院，共同打造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该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占地约

135 亩，总建筑面积 19.2 万平方米，由蚌

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负责代建。

项目按照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标准建

设，主要建设门诊楼、医技医疗综合楼、

病房楼、教学科研楼、报告厅、动力中心、

垃圾污水站、液氧站，以及地下停车场商

业配套设施等，设计床位 1000张、机动车

停车位1400个，预计2026年竣工交付。

该项目建成后将推进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带动区域医疗服务能力提升，

满足皖北地区群众就近享有高水平医

疗服务的需求。

浙大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安徽医院项目在蚌埠开建

本报讯（通 讯 员 陈

震 吴彬）由铜陵市商务

局、市总工会、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文化

和旅游局联合开展的首

届“铜都好味道”评选活

动于日前结束，该市 10 家

餐饮名店的 20 道菜品获

评首届“铜都好味道”。

“ 铜 都 好 味 道 ”评 选

活动 2022 年 11 月中旬启

动，旨在深入挖掘和梳理

铜陵本味佳肴，体现铜陵

美食的传承与创新，推出

一批铜陵餐饮名店、名厨

和名菜，弘扬餐饮文化，彰

显餐饮特色，展示餐饮品

牌，擦亮餐饮“名片”，提高

当地美食知名度。

通过铜陵市烹饪协会

筛选，糯米黄花狮子头、砂锅鱼头、味府

神仙鸡、油条焖鱼头、五彩白丝鱼、荷香

老鸭煲、丹熏小河鱼、贡姜炒丝鳝、外婆

家的鹅、孝心米粉肉、枞阳鱼圆等 20道菜

品被评为首届“铜都好味道”。

铜
陵
评
选
﹃
铜
都
好
味
道
﹄

1 月 10 日，歙县英坑村村民在徽州古城表演狮舞。当日，歙县第十六届徽州

古城民俗文化节举办，来自歙县许村、三阳等地的农民进城展演徽州民俗，吸引众

多游客和市民前来观看。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退休干部、原安徽省

文化厅副厅长黄邦应同志，因病于 2023 年 1 月 8 日

在合肥逝世，享年 85岁。

黄邦应同志，男，1938年 7月出生，安徽省肥西县

人，1955年 11月参加工作，1956年 8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肥西县姚塘乡、江夏乡政府财粮助理员，肥

西县三含乡、江夏乡团委书记，肥西县委工作人员，团

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干事，省文化局办公室政治处工作

人员，省文化局办公室秘书，省文化厅人事处处长，省

文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1998年8月退休。

黄邦应同志遗体已于 1 月 10 日上午在合肥殡

仪馆火化。

黄邦应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退休干部，芜湖

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部长彭少雄同志，因病于

2023 年 1月 8日在芜湖逝世，享年 84岁。

彭少雄同志，1939 年 12 月出生，安徽芜湖

人，1964 年 9 月参加工作，1966 年 5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历任徽州地区“四清”工作队队员，

芜 湖 市 委 党 校 教 员 、副 科 长 、哲 学 教 研 室 主

任，芜湖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芜湖长江大

桥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2000 年，获“大桥建

设功臣”荣誉称号。2003 年 6 月退休。

彭少雄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3 年 1 月 12 日

上午 11时在芜湖市殡仪馆火化。

彭少雄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