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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尚原野 毕舒宇
本报记者 安耀武

近日，临泉县单桥镇姜楼村 77 岁村

民张加付，因宅基地纠纷来到该镇“心

理茶馆”寻求帮助。3 年前，他与邻居满

某发生争执，原因是他认为满某在自家

宅基地建房占用了一部分公用道路。

两家原本是和睦相处几十年的老

邻居，因为建房多次争吵，闹得寝食难

安。张加付因生气诱发了高血压、胃病

等，满某在家 3 年没有外出务工，失去主

要收入来源，身心也遭受了极大困扰。

前期，镇、村干部和双方亲属都做了大

量工作，但是张加付和满某就是解不开

心结，声称看谁能拼到底。

单桥镇“心理茶馆”志愿者赵正红

在 镇 政 府 工 作 多 年 ，擅 长 调 解 邻 里 纠

纷。她利用心理学专业知识，帮助求助

者澄清其目标、行为、代价，反思其多年

来的心路历程，把积压在内心的情绪释

放出来，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求助

者的情绪方面进行疏导。经过专业的

心理疏导，张加付老人终于释怀，解开

多年的心结，与满某和解，修复了邻里

关系。

作为阜阳市首家乡村公益心理服

务平台，单桥镇“心理茶馆”依托 2019 年

成 立 的“ 善 桥 ”志 愿 服 务 队 ，以 定 点 服

务、上门服务、项目服务、特色服务等形

式，开展心理疏导、矛盾化解、社会救助

等服务。

“善桥”志愿服务队由阜阳市心理

学会会长韦志中担任队长，召集心理咨

询师、社工、乡贤、创业人士等志愿者，

在单桥镇设置“心理茶馆”总部，定时定

点免费接待受助对象。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志愿者还走

出“心理茶馆”，进村入户推动儿童心理

档案建设项目、“长者倾听计划”心理关

怀项目深入实施。

“目前，儿童心理档案建设项目已

实现特殊儿童镇域全覆盖，‘长者倾听

计划’项目上门服务 40 余人次。”单桥镇

党委书记符心斌告诉记者。

“心理茶馆”自 2020 年 5 月 30 日“开

张”以来，以茶为媒，探索社会心理服务

体系建设模式，已接待来访案例 428例。

2021 年以来，单桥镇“心理茶馆”先

后获评全国社会心理优秀服务项目、安

徽省学雷锋志愿服务先进典型；单桥镇

被评为全国十佳社会心理服务地区。

“心理茶馆”化解“疙瘩事”

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近年来，芜湖

市探索推行信访工作“1%工作法”，并运

用到积案化解、前端化解、源头预防等全

过程，做到“只要群众诉求有 1%的合理

性，就要以 100%的努力去解决”。

“1%工作法”重在高位推动、精准

定责，逐案梳理复盘，深度还原事实，回

到矛盾源点，找出群众诉求哪怕 1%的

合理性，以 100%的努力推进积案化解。

从 2021 年 10 月起，芜湖市先后组

织开展信访积案化解及信访保障专项

行动，全面推动信访工作重点地区和重

点领域的系统治理。该市对梳理出的

716 件信访积案逐案落实领导包案，市

级负责同志带头包保重点积案，做到一

案一专班一方案。

信访工作“1%工作法”实施以来，

芜湖市持续拓展社情民意收集渠道，整

合便民热线，定期接访下访，认真阅办

群众来信和网上留言，鼓励媒体广泛监

督，开发了群众诉求感知系统，把各个

渠道收集的“碎片化”群众诉求信息汇

集起来，运用智能化工具，定性、定级、

定责、定效，真正把群众诉求清单变成

履职清单。

同时，该市全面推进基层党建“双

联双应”工作，深化“机关联系基层、干

部联系群众”，创建“党组织对群众有求

必应、群众对党组织一呼百应”示范基

层党组织，织紧织密基层一张网，把矛

盾纠纷更多地吸附在基层，努力实现小

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芜湖推行信访“1%工作法”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踏过石拱桥，穿过茅草亭，来到一

片梨园。苍劲挺拔的百年老梨树下，成

群的土鸡和白鹅悠闲嬉戏。日前，记者

走进砀山县良梨镇丰棉村，映入眼帘的

是一幅乡村田园美景。

丰棉村第一书记沈道光告诉记者，

由于村里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梨园一

度处于撂荒状态。

“这些百年老梨树不仅具有经济价

值、观赏价值，还有很高的文化价值，我

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在村“两委”

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上，沈道光的提议

获得大家的认同。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集思广益，探

索出“挂牌认养”新模式，按照梨树的树龄

和品质，认养价格确定为每年每棵2000元

至 8000 元。此事一经宣传，宿州市 10 多

家单位、企业纷纷出资。记者在梨园里看

到，几乎每棵老梨树都挂着“认养牌”，注

明认养单位和认养人信息，扫一扫牌上的

二维码，还可以获得梨树的详细信息。

有了启动资金，村“两委”向村民流

转了这些梨树，并聘用部分有技术的村

民负责修剪、浇水、打药和授粉。目前，

梨园吸纳了 50 多位村民务工，水果冷库

和加工厂吸纳 30 多位村民就业，年人均

增收 2万元。

村党组织还牵头成立了亿初家庭农

场，在宿州市农业专家帮助下，把“种植

带动养殖，养殖反哺种植”新型循环农业

模式引入梨园，在梨树下养起鸡鸭鹅和

山羊，套种油菜等农作物和中草药。

“家禽吃杂草和掉落的梨，省去了人

工清理费。它们的粪便既可以给梨树施

肥，省去了化肥钱，还有助于生态环保。”

亿初家庭农场负责人徐田涛对记者说。

由于采用绿色无公害种植，酥梨品

质得到市场认可。今年中秋节，丰棉村

仅销售到杭州市钱塘区的优质酥梨就

达 1500 箱，每公斤售价 17.5元。

“被认养的梨树产生了效益，激发

了 社 会 认 养 的 积 极 性 ，形 成 了 良 性 循

环。”沈道光说。

以百年梨园为核心，丰棉村还制定

了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利用村里的农林

业资源及丰富的水系，在梨园及周边打

造乡村旅游新业态。同时，积极挖掘乡

村文脉，为自然风光注入文化之魂。

“盘活一个老梨园，带活一个‘空心

村’。”沈道光告诉记者。今年截至 11 月

中旬，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超 40万元。

盘活老梨园 带活“空心村”

本报讯（记者 许根宏 通讯员 于

源绮）记者 11 月 30 日从省发展改革委

公益性项目建设管理中心和合肥高新

区获悉，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安徽

医院项目建设方案获国家发展改革委

等部门批准。该项目落地合肥高新区，

已启动前期设计招标工作，计划 2025

年底投入使用。

为推动国家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

局、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重大

举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与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实现“牵

手”。项目建成后，将逐步实现与北京

安贞医院同质化发展，打造以心血管病

诊疗为特色的技术先进、特色鲜明、管

理科学的现代化、高水平国家区域医疗

中心。这预示着在省内即可享受国家

级优质医疗服务。

北京安贞医院安徽医院项目位于

安 徽 医 科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 院 高 新 院

区 东 部 区 域 ，投 资 约 15 亿 元 ，占 地 面

积约 71 亩，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

预 计 运 营 5 年 内 ，可 开 设 病 区 20 个 ，

开放病床 1000 张，年门急诊量达到 16

万人次。

国家心血管病区域医疗中心落地合肥

■ 安徽日报全媒体记者

“虽然社区和物业工作人员宣传过

有关规定，但小区里还是有很多人遛狗

不牵绳。”近日，记者在合肥市经开区明

珠湖畔小区采访时，小区居民张女士向

记者“吐槽”小区内不文明养犬问题。

当天下午，记者在合肥几个小区走

访，碰到不少遛狗的居民。有的狗牵了

绳子，有的则没有。“泰迪是小型犬，不

牵绳也不会伤人的。”“我们家狗很听

话，遛的时候基本上是围着我转，不牵

绳也不会走远。”“狗狗白天几乎全在屋

里呆着，出来就是想让它自由活动一

下。”当记者询问几位不牵绳遛狗的居

民时，得到上述回答。

不过，这些回答显然不能让其他居

民放心。今年 5 月，合肥一小区内业主

遛狗不牵绳，导致一条小狗狂追一名小

女孩，吓得小女孩在躲避奔跑中摔倒在

地。“我看了那个视频后，就跟女儿说，遇

到不牵绳的狗，一定要躲得远远的。”张

女士告诉记者，她和两个女儿都怕狗，平

时碰到有人遛狗，总会多一份防备。

记者注意到，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

行的《合肥市养犬管理条例》，对犬只区

域管理、登记免疫、文明养犬等作出明

确规定，要求养犬人携带犬只外出时，

“为犬只束牵引带并牵引，牵引带长度

不得超过 1.5米”。

一位小区物业人员告诉记者，条例

施行后对规范居民养犬行为起到很大

作用，现在小区里的犬只绝大部分已登

记上牌，“但牵绳与卫生方面的规定，执

行起来还有不到位的地方。”

小区里犬只随地便溺的行为，让合

肥市经开区居民杨军很苦恼。他告诉

记者，一到下雨天，有些养犬人喜欢到

地下车库去遛狗，产生的粪便让地下车

库的味道很难闻。“有天早上去开车，踩

到了车轮旁的粪便，心情不好了一整

天。”杨军说，他不反对养狗，但希望养

狗人要考虑到身边人的感受，“依法文

明养犬，才能让大家更和谐。”

遛狗不牵绳 居民躲着走

图为近日在六安大别山

淠 河 拍 到 的 珍 禽 中 华 秋 沙

鸭。近年来，六安市大力进

行环境整治，改造升级河堤，

环境大为改善，引来了中华

秋沙鸭等珍禽前来过冬。

本报通讯员 张勇 摄

珍禽来到
大 别 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