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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史浩然
本报记者 安耀武

近日，记者走进太和县长征路与解

放路交叉口的“口袋公园”，只见健身器

材、休闲桌凳、路灯、公厕等一应俱全，

居民三五成群，或打牌，或下棋，或健

身，或悠闲地晒着太阳……

“这里以前是一片荒地 ，‘口袋公

园’建成后，安装了很多健身器材，环境

也好了。现在只要不下雨，我每天都来

公园锻炼身体。”家住陶桥社区刘竹园

村的曹艳说。

如今，在太和县城，“口袋公园”随

处可见。昔日民安路与解放路交叉口

的荒地，建成了居民休闲健身的好去

处；团结路与民安路交叉口原先是一片

硬化地，“口袋公园”建成后一片生机盎

然；莲蒲路与国泰路交叉口的“口袋公

园”年前刚刚建成……

近年来，太和县将“口袋公园”建设

作为提升城市人居环境的一项重要抓

手，结合城市道路绿化补植提升项目，把

隐藏在城市角落被忽略的空间打造成

14个“口袋公园”，总面积近 6万平方米。

谈及“口袋公园”的养护，太和县园

林所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建设之初，园

林所就对公园内的垃圾桶设置进行了

科学评估，将公园的环境卫生纳入市场

化养护，设置的健身器材、桌椅等，一旦

发现破损将及时进行维修更新。

“接下来，太和县将坚持节约型园

林建设，融入海绵城市理念，进一步加

大群众身边的‘口袋公园’建设力度，今

年再新增 10 个‘口袋公园’，为群众提

供更多更方便、管理更规范的绿色活动

场地，把‘口袋公园’建成精品、管成精

品，同时，为‘口袋公园’注入文化内涵，

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

感。”太和县城管局负责人翟峰说。

小城处处有公园

■ 本报通讯员 葛宜年 文/图

2 月 20 日，合肥市蜀山区井岗镇金

湖社区的庞华琴，戴着呼吸机，用眼控

仪 写 文 章 ， 在 朋 友 圈 里 和 病 友 们 交

流。今年 49 岁的庞华琴，这样的生活

状态已有近 4年。

2019 年春节，庞华琴饭后在厨房洗

碗筷，突然感到手中无力，拿着的碗也

掉在地上摔碎。辗转几家医院检查，同

年 8 月，一纸“肌萎缩侧索硬化症”（俗

称渐冻症）的诊断书，彻底改变了她的

人生。

庞华琴原是一家企业的评估师，家

庭幸福、事业有成，曾令很多人羡慕。患

渐冻症后，她从不能行走到说话含糊不

清，接着是肌肉萎缩、全身瘫痪，靠着呼

吸机、鼻胃管维持生命，口不能言、手不

能动，这一切，让庞华琴感到恐惧、绝望。

庞华琴在网上查看关于渐冻症的

资料，和一些渐冻症患者交流，病友给

予她精神上的支持，渐渐地，她淡然处

之，最终选择了坚强。

“雨果说过 ，‘脚步不能到达的地

方，眼光可以到达；眼光不能到达的地

方，精神可以到达。’既然活着，就该活

出模样来。”庞华琴说，病痛带给她前所

未有的生命感受，让她萌生了写作的念

头，她决定用一双特殊的“手”记录下与

病魔抗争的经历。

从 2020 年开始，庞华琴就通过眼

球 运 动 代 替 鼠 标 操 作 电 脑 ，用 眼 睛

“打字”写文章，并通过微信群与别人

交流。这样写出来的励志文章，通过

网 络 传 播 ，成 为“ 渐 冻 人 ”病 友 的“ 知

心 大 姐 ”。 目 前 ，庞 华 琴 已 经 写 出 40

多篇近 10 万字的文章。

平时，除了精神安慰、在线交流、分

享文章以外，庞华琴还是一名热心阿

姨。她常常资助群里的困难病友，为困

难病友家人买衣、捐款、捐物。“我感受

到了帮助他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也感

受到了被人需要给自己带来的充实。”

庞华琴通过电脑传递善良的爱心及其

获得的感受。

庞华琴正计划将以自己的经历写

成的文章出版成册，激励更多的患者不

要放弃。

““渐冻渐冻人人””
用眼用眼““书写书写””传大爱传大爱

2月 20日，庞华琴的妹妹庞华红在给姐姐按摩手臂。

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1日电 《中国

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近期集中发布，共发

布 50 万个网络版条目、10 卷纸质版图

书，修订更新了部分中国主题英文条目，

标志着百科三版这一新时代国家重大文

化出版工程主体建设任务已顺利完成。

百科三版编纂出版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

顺应互联网技术新变革、出版融合发展

新趋势，汇聚科技界、社科界等各方面

专家，系统总结国际国内各领域科学文

化最新成果，力求打造有中国特色、有

国际影响力的权威知识宝库。

据 了 解 ，百 科 三 版 以 网 络 版 为 主

体，同步编纂出版网络版、纸质版，推出

适 度 规 模 外 文 版 ，2014 年 正 式 启 动 ，

2021 年 7 月首批条目发布，2022 年 12 月

底集中发布。全国共有近 3 万名专家、

学者、研究人员等参与百科三版编纂出

版，工作中坚持守正创新、实事求是、开

放包容，坚守高端学术品位，牢固树立

精品意识，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精心打

磨、倾力攻关。集中发布的条目中，50

万个网络版条目共约 5 亿字，分为专业

版、专题版和大众版 3 个板块，涵盖国

家颁布的所有知识门类和一级学科，按

照 94 个执行学科和近百个专题进行编

纂，随文配置图片 20 万幅、公式表格 30

多万张、视频 3 万个（约 10 万分钟）、音

频 2400 首（约 1 万分钟）、动画 150 个（约

500 分钟），并附有知识链接，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便于读者浏览和学习。10 卷

纸质版包括《矿冶工程》《心理学》《戏曲

学》《情报学》《核技术》《农业资源与环

境》《园艺学》《图书馆学》《兽医学》《交

通运输工程》，从网络版条目中精选精

编而成，其他学科领域的纸质版将陆续

推出。1000 个中国主题英文条目，涉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式现代化、科

技自立自强等方面内容，着力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集中发布

新华社北京 2 月 21 日电 化肥是

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物资。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积极

稳妥推动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高质

量发展，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通知从稳定化肥生产和要素供应、

提高化肥流通效率、积极稳妥做好储备

和进出口调节、规范化肥市场生产经营

秩序、提升肥料施用水平五方面对春耕

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指出，各地区、各有关单位要

充分认识保障国内化肥生产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主动落实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

督促指导重点化肥生产企业坚决落实好

2023 年最低生产计划，在符合环保、安

全生产等要求和水资源支撑保障条件的

前提下，推动本地化肥生产企业缩短停

产时间，努力开工生产，提高产能利用

率，做到“能开尽开、应开尽开”。各地要

积极主动了解化肥生产企业运输需求，

及时协调解决相关困难和问题。

通知要求，要高度重视春耕化肥保

供稳价工作，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省级

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结合本

地实际，5 月底前定期或不定期开展会

商，集中分析研判本地区春耕化肥市场

供需和价格形势，主动协调解决化肥生

产、运输、储备、销售、使用等环节存在

的问题，其中 13 个粮食主产省份要成

立专门的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专班。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要求

做好春耕化肥保供稳价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黄少峰 周本华）2

月 18 日，肥西县严店镇苏小村二房郢

村民组种粮大户李传海的麦地上空，无

人机正在施肥作业。刚送来的几十包

尿素堆放田头。

“真方便，昨晚打的电话，今早肥料

就送田里来了。给我们节约的不仅是

运输费用，更重要的是时间。”说起肥西

县供销社的送肥下乡服务，李传海赞不

绝口。

李 传 海 今 年 种 了 210 亩 小 麦 、油

菜，眼下庄稼长势喜人。“这肥料一撒下

去，呼呼往上长。”李传海指着自家的麦

田笑着说。

近日，肥西县供销社抓住春耕有利

时机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备耕工作，全力

服务春耕生产。该县供销社充分发挥

农资主渠道作用，依托供销社农资行业

协会，动员全县近 200 家农资销售网点

开足马力采购农用物资，延长营业时

间，做好农资购货电话预约、送货上门

等服务。全县共组织各种化肥 1.5 万

吨、种子 1000 多吨、农药 250 吨、农膜 23

吨，仅协会所属的严店宝田农资有限公

司春节后就调进化肥 3000 吨，送货到

田头的肥料有 600余吨。

肥西供销社农资服务送货上门

本报讯（通讯员 蒋亮亮）“非常感

谢我们的驻企‘景长’，他们常态化在景

区巡逻防控、化解纠纷，排查风险隐患，

服务游客，维护我们景区秩序……”2 月

16日，黟县宏村景区负责人说。

今年初，黟县公安局成立了“景长

制+N”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在宏村

景区试点运行“景长制+N”警务机制。

黟 县 公 安 推 行 的“ 景 长 制 +N”机

制，各派出所因地制宜制定细化方案，

层层压实责任，建立强有力的组织结

构体系，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社会面防

控优势。宏村派出所抽调精干民警担

任“景长制”警长，并联合市场监督管

理局、旅游执法局、消防等部门进驻景

区，常态化开展巡逻、宣传、安全检查、

旅游便民服务等，快速高效地为民服

务、为企解忧。

宏村派出所将景区工作人员、商户

纳入“警民议事厅”微信群，群主由“景

长制”警长担任，景区工作人员、商户有

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群里得到及时反

馈。群主在群里向大家开展反诈骗等

法律知识宣传，增加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该所结合“雪亮工程”，以数字化助

力“景长制+N”警务工作高效运转。将

辖区视频数据等汇聚接入综合指挥室，

统一管理，实时察看景区游客量、治安

情况，及时帮助游客寻找失物等，进一

步提高警务效率，增强基层治理合力。

黟县“景长制+N”护航企业发展

■ 本报记者 陈 成
本报通讯员 鲍家文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望江县凉泉乡

的云艾堂艾草制品有限公司，走进加工

车间，艾香扑鼻，沁人心脾。车间内热

火朝天，工人们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一

捆捆艾草加工成为艾绒、艾条等产品。

“艾草产品市场需求旺盛，现在厂

里的几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人员实行

两班倒。”云艾堂公司负责人王云珍说。

“健康、养生是消费新趋势，艾草具

有很好的药用价值，而且种植难度不

大。”2017 年，瞅准商机的王云珍注册成

立云艾堂公司，在凉泉乡韩店村承包荒

山，种植艾草并进行深加工。

艾草枕、艾精油、艾灸贴……云艾

堂公司产品展厅陈列着 20 多种艾草制

品。公司发展至今已成为一家集种植、

收购、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的全产业

链企业。

“现在种植 800 多亩艾草，产品涵

盖养生保健、家纺、美容护肤、日化用品

四大系列，去年产值近 5000 万元。”王

云珍告诉记者。

艾草产业不仅让荒山重焕生机，也

带动周边群众致富增收。

“我在这里工作快 5 年了，主要从

事艾草的种植加工，活不重，年收入近 6

万元，我很满意。”韩店村村民吴萍说。

像吴萍这样在云艾堂公司长期务

工的有 12 人。在艾草种植和收割时，

公司还招用大量的临时工，最多时有

110人。

从 2018 年开始，云艾堂公司采用

“公司+基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

原料除了来自公司的艾草种植基地外，

还与周边群众签订收购协议，鼓励他们

种植艾草。现在，凉泉乡有 50 多家农

户种植艾草，仅此一项带来户均增收 2

万余元。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大做强艾

草产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逐步形成

以艾制品等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 IP，推

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凉泉乡主要负

责人说。

种植一棵“草”带富一方人

本 报 讯（记 者 许 根 宏 许 蓓

蓓 张理想）春风二月接祥瑞 ，化雨

一 龙 送 裕 如 。 2 月 21 日（农 历 二 月

初二）晚，由合肥市委宣传部主办，

合 肥 演 艺 集 团 、合 肥 市 广 播 电 视

台 、合 肥 市 文 化 馆 承 办 的“ 合 肥 之

春 ”2023 非 遗 传 承·戏 曲 歌 舞 晚 会

在合肥大剧院上演。

据 介 绍 ，本 次 晚 会 是 合 肥 乃 至

安 徽 历 史 上 首 次 全 景 式 艺 术 化 展

示 一 个 地 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一

次盛会 ，是对合肥地区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一次“大起底”和“大展示”，

是 有 关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重要论述合肥实

践的一次尝试和创新。

让 人 惊 叹 的 是 ，晚 会 力 求 将

“ 文 里 文 气 ”与“ 科 里 科 气 ”相 结

合 ，采 用 多 种 高 科 技 元 素 ，充 分 展

现 了 非 遗 艺 术 和 现 代 科 技 交 融 的

独 特 魅 力 。 晚 会 在 开 场 秀《我 真

的 到 了 合 肥 了》中 拉 开 帷 幕 ，随 后

在 众 多 知 名 表 演 艺 术 家 和 非 遗 传

承 人 的 精 彩 演 绎 下 ，庐 剧 、门 歌 、

莲 湘 舞 、庐 州 大 鼓 、巢 湖 民 歌 等 一

大 批 国 家 级 、省 市 级 非 遗 项 目 纷

纷 亮 相 ，给 观 众 带 来 一 场 五 光 十

色 的 艺 术 盛 宴 。

为 增 强 非 遗 文 化 的 体 验 性 ，在

晚 会 开 始 前 和 进 行 中 ，主 办 方 在

演 出 厅 外 同 时 举 办 沉 浸 式 非 遗 文

化 体 验 展 ，并 设 置 皮 影 戏 、洋 蛇

灯 、抛 头 狮 表 演 等 ，让 群 众 近 距 离

接 触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此 外 ，

晚 会 还 邀 请 了 部 分 道 德 模 范 、中

国 好 人 、先 进 工 作 者 、三 八 红 旗 手

和 科 技 工 作 者 、医 护 人 员 、快 递 小

哥 、产 业 工 人 、建 筑 工 人 、环 卫 工

人 、交 警 、解 放 军 官 兵 、大 学 生 代

表 等 群 体 观 看 ，努 力 将 本 次 晚 会

办 成 人 民 的 盛 会 。

——“合肥之春”2023非遗传承·戏曲歌舞晚会举行

演员在表演莲湘舞伴歌《看山看

水看中国》。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非遗唱响春之声

近日，滁州市南谯区珠龙镇纪委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群众了解乡村振

兴项目实施、惠农惠民政策落实以及春耕备耕等情况。

本报通讯员 董 超 张台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