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丰 静

2 月 14 日 ，记 者 来 到 合 肥 市 庐 阳

经 开 区 志 邦 家 居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该 公

司 数 千 人 的 办 公 室 内 ，一 派 火 热 忙 碌

的场景。

“春节刚过，我们就明显感受到家

居消费市场强劲的复苏势头。今年必

将是甩开膀子加油干的一年。”公司数

字化助理副总裁吴俊涛告诉记者，正月

初五，该公司在合肥的五大智能化生产

基地就全面开工。

正月初七，志邦家居收到喜讯：在

省“新春第一会”上，公司荣获“2022 年

度安徽省民营企业税收贡献 50 强”称

号。就在记者采访之际，志邦家居再次

接到通知，该公司于 2 月 13 日被工信部

列入国家级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公示

名单。

“正是在省市区各级政府‘一改两

为’的帮扶下，即使面对去年外部环境

的 不 利 影 响 ，公 司 依 然 取 得 了 长 足 发

展。”作为整家定制领域的安徽本土专

业品牌，历经 25 年发展，志邦家居已从

橱柜定制发展成为集整体厨房、全屋定

制、木门墙板、成品家具配套为一体的

整家定制家居企业。

“定制家居的一大痛点就是个性化

定制与批量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吴俊

涛说，在省委、省政府大力发展工业互

联网的倡导下，疫情期间，志邦家居抢

练内功，实施供应链变革，发展工业互

联网，实现智能制造。

位于长丰县双凤工业园的志邦家

居双凤二厂内，一台台智能机器人和仓

库物流管理系统让人目不暇接，一座数

智化工厂已经展现在人们眼前。

“ 仅 2022 年 ，通 过 供 应 链 变 革 ，我

们 实 现 降 本 增 效 ，经 营 质 量 得 到 显 著

提 升 。”吴 俊 涛 说 ，公 司 坚 定 执 行 南 下

战略，在广州建立分公司，2022 年在布

局 、团 队 、规 模 上 取 得 了 很 大 的 进 步 ，

在 全 国 知 名 的“ 定 制 家 具 之 都 ”成 功

“亮剑”。

“家居行业素有‘3·15 一战定全年’

之说。目前，公司上下正全力保障全年

最重要的‘3·15’大促。”志邦家居负责

人表示，“获得全省表彰，是对公司的极

大 鞭 策 。 公 司 将 认 真 落 实‘ 新 春 第 一

会 ’部 署 ，抢 抓 市 场 复 苏 契 机 ，乘 势 而

上，力争实现一锤定音‘开门红’。”

志邦家居：

抢抓复苏机遇 乘势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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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 讯 员 王 哲 俊）2 月 13

日，家住郎溪县新发镇的王先生专程来

到当地派出所，向民警表示感谢：“感谢

你们，感谢议事群里那么多的好心人，

是你们帮我找到了弟弟。”

2月 2日上午，郎溪县公安局新发派

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王先生报警，称其 10

多岁的弟弟早上离家出走，现在找不到

人了。据王先生介绍，他弟弟近段时间

一直情绪反常，当天上午在家里留下一

封遗书后，背着包出了门，不知去向。

接警后，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开展

搜救工作，通过视频查找男孩出走踪

迹，在男孩平时经常出现的地方进行逐

一排查走访。同时，把男孩信息发至辖

区各“网上警民议事群”，发动群友力量

共同寻找。经过 3 个多小时的搜寻，终

于在新发街道一家饭店门口发现了男

孩。民警赶忙上前耐心安抚，在其情绪

稳定后送回家。

随后的数天时间，民警多次到男孩

家里，对其进行心理疏导，同时要求家

人对孩子要多关心、多交流，及时掌握

心理动态。目前，男孩情绪日渐稳定。

警民联手找回离家男孩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武清海

2 月 15 日，记者走进亳州市谯城区

牛集镇东旭服装加工厂。刚进车间，电

动缝纫机“咔嚓咔嚓”的声音便萦绕耳

畔，工人们正在缝制一批童裤。

“这批订单要得急，我明天要再招

些熟练工。”加工厂负责人张璐艳说。

2019 年春天，牛集镇返乡创业村民张璐

艳在家乡办起了服装加工厂。“我过去在

浙江打工，现在回来自己干。”张璐艳说，

加工厂以订单生产半成品童裤为主，通

过缝制后，再打包运回浙江的童装厂家，

按加工件数获取相应的加工费。

记者在现场看到，生产线上的工人

共计 30 余人，主要是女工，年龄在 20 岁

到 60 岁之间，工人们把剪裁好的布组

合、缝纫成童裤，然后送到检验处进行

熨烫、修理线头、检验等工序。

50 多岁的倪桂荣是村里的老裁缝，

主要负责缝制衣料。“我在这里上班两年

多了，按照加工件数发工资，农忙的时候

每月能拿 3000多块钱，农闲的时候最多

能拿 6000多块钱呢！”倪桂荣说。

正在熨烫衣服的郑子寒，曾在杭州

一家服装厂务工，看到自己在家乡也有

用武之地，她选择了留在家乡发展。“我

以前在外地务工就是干服装加工的，在

这里缝制童装得心应手，按件计薪，一

天能挣 200多元。”郑子寒满意地说。

今年春节复工以来，张璐艳的服装

加工厂订单不断，工人的收入也水涨船

高。她告诉记者，现在企业发展越来越

好，很多在外务工的人都选择就近就

业，厂里新招了一批有制衣经验的工

人，童裤制作量比原来要高出近 1 倍，

全厂每天能加工 1000 多条童裤。

今年，东旭服装加工厂针对生产计

划、产品加工、质量控制等方面进行调整

升级，努力配合下游厂家解决产供环节

的问题。张璐艳坦言，她还要在按件计

薪的基础上，对完成规定件数的工人进

行额外奖励，进一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农民乐业在家乡

·社会广角·

本报讯（记者 罗宝 通讯员 王太

新）近日，滁州市民发现，该市中都大道

图书馆前的人行斑马线新铺设了一排排

“小方砖”。行人经过时，这些“小方砖”会

发出亮光，提醒过往车辆注意礼让。原

来，这是滁州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处运

用科技力量倾心打造的“智慧斑马线”。

“我们通过路两侧的高清摄像头，

对路面人流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如有行

人进入，斑马线即发出亮灯信号。”据承

建方技术人员介绍，这条“智慧斑马线”

由 116 块会发光的地砖组成，当市民步

入后，“智慧斑马线”通过对行人的智能

监测，从而改变地上斑马线中“小方砖”

亮起的颜色和闪烁频率，司机看到亮灯

信号，就会减速礼让。

滁州市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通

过设置“智慧斑马线”，解决夜间、雨雾

天因视线不良对人行横道及过街行人

辨识度低的问题，减少或避免发生车撞

人的交通事故，有效保障人车通行安

全，同时对车辆通行的影响降到最小。

“智慧斑马线”亮相滁州

来 自 四 川 省 的 简

英女士退休后，一直在

为 自 己 选 合 适 的 养 老

之地。去年 11 月，她和

妹 妹 一 起 在 合 肥 市 长

丰 县 陶 楼 镇 石 集 社 区

租了民宿长住下来。

记者近日了解到，

利 用 闲 置 农 房 改 造 成

民宿的石集社区，已成

为一方乡愁“栖息地”、

养老“后花园”。

石 集 社 区 距 离 合

肥北城仅 10 分钟路程，

过 去 因 为 交 通 便 利 带

来该社区空心化、老龄

化 趋 势 。“ 很 多 村 民 组

只 有 三 四 个 老 人 留 守

在 家 ，大 量 民 房 、宅 基

地 闲 置 荒 废 。”石 集 社

区第一书记张程远说。

“2020 年 ，长 丰 县

被 列 入 全 省 农 村 闲 置

宅 基 地 和 闲 置 住 宅 盘

活 利 用 试 点 县 ，石 集

社 区 抢 抓 机 遇 蹚 出 了

一 条 新 路 。”张 程 远 介

绍 ，群 众 自 愿 将 宅 基

地 委 托 给 社 区 合 作

社 ，社 区 引 进 一 家 民

宿 企 业 ，签 订 闲 置 房

屋 及 宅 基 地 流 转 租 赁 协 议 ，租 期 20 年 ，

由民宿公司投入建设运营区域的道路、

污水等设施，并对老房子外立面集中改

造。企业以日租或长租形式实现盈利，

群众获得流转租金，村集体收取相应的

管理服务费，实现企业、村集体、农户、租

户四方共赢。

记者在现场看到，曾经破落的村庄经

过改造，人居环境焕然一新。原来行将倒

塌的老房子由民宿公司统一重建，变成了

一座座徽派风格的四合院。

走进简英家的院落，记者注意到，中式

风格的内部装修处处显示出主人的用心。

“这里空气清新，生活也方便，每天在

田野里散步、遛狗，夜晚还能看到星星，我

就在这养老了。”简英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共打造了 40 间民宿，全都

租出去了。一到节假日，这里都住满了

人。”张程远说。让他没想到的是，民宿一

经推出就供不应求。

面对记者采访，张程远算了一笔账，

出租闲置农房每户每年有 5000 元左右房

租收入，村集体通过收取管理服务费也增

加 了 收 入 。 石 集 社 区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由

2021 年的 40.93 万元跃升为 2022 年的 1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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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罗 鑫
本报通讯员 梁艳玲

每年农历二月初二，被称为“春

耕节”“春龙节”，是中华民族民间传

统节日。为迎接“龙抬头”，2 月 18

日，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开展丰富多

彩的民俗活动，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

当天下午 1 时许，记者走进水东

镇前进村艺术空间主广场，听见锣鼓

声和喝彩声此起彼伏，伴随着欢腾的

乐曲声，一金一红两条“巨龙”时而在

空中“遨游”，时而缠斗争珠，赢得观

众阵阵叫好。

祥龙舞罢，瑞狮登场。两头威武

霸气的醒狮相互追逐嬉戏，深入人群

当中，将祝福传递给现场观众。

“来到前进村给村民表演民俗

节 目 ，我 和 团 员 们 都 感 觉 很 开 心 。

虽然有点累，但是观众的笑声和掌

声是最好的肯定，祝愿大家都能顺

顺利利，有个好彩头。”宣城市广乐

民 俗 文 化 艺 术 团 负 责 人 汪 礼 云 告

诉记者。

在广场另一侧，志愿者们手持剪

刀、梳子，义务为当地村民理发。伴

随着“咔嚓咔嚓”的剪刀声，志愿者们

手脚麻利、动作娴熟，三下五除二便

让村民拥有了“精神头”。

“听说今天免费理发，我带着宝

宝来了。二月二‘龙抬头’，一年都有

好兆头，希望孩子健康快乐成长。”前

进村村民刁欣欣说。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前

进村民俗表演刚结束，水东古镇汉服

秀和文艺汇演便拉开了帷幕。

在水东老街，数名女子身着清

雅 汉 服 ，手 持 传 统 鱼 灯 ，漫 步 在 青

砖灰瓦的长街古巷中，让游客们仿

佛置身于水墨画卷，流连忘返。来

自水东镇各村、社区的文艺爱好者

们精心准备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歌

舞 戏 曲 表 演 、乐 器 演 奏 、时 装 走 秀

等节目，给古色古香的徽韵古镇增

添了别样的风情。

“我们利用二月二‘龙抬头’的契

机，举办各类民俗文化活动，目的是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协调推进乡

村振兴和文旅事业发展。”水东镇镇

长章荣龙告诉记者。

章荣龙说，今年，将围绕‘水东

大景区文旅大会战’的目标，充分挖

掘传统文化的精髓，抓好项目招引

建设、投入运营等一系列工作，通过

文旅事业的发展，推动水东镇高质

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陈 磊

2 月 14 日中午，记者在铜陵市郊区

大通镇和悦村老年助餐食堂看到，前来

就餐的老人围坐桌旁，边吃饭边话家常，

可口的饭菜让大家纷纷“光盘”。

“食堂的菜每天换花样，口味也清

淡，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年 83岁的钱德

福说。

和悦村是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之

一，近年来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前

来游玩的游客逐年增多。铜陵市郊区

结合实际，通过吸引和整合社会餐饮资

源，打造和悦村老年食堂。

“老年食堂服务范围并不局限于本

村村民，还通过将助餐点与旅游餐饮相

结合方式服务外来游客，既提升品质、满

足了本村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也丰富了

村里旅游业态。”和悦村老年食堂负责人

朱延胜介绍。

“能不能多准备一些清淡的菜啊？”

“没问题，您有什么特别想吃的菜提前和

我们说，我们尽可能近期安排上。”在大

通镇澜溪社区老年助餐点，面对村民邢

大爷的需求，工作人员给予了积极回应。

“助餐点服务很好，还能接受老年人

建议，我们每次来吃饭都开开心心的。”

邢大爷点赞说。

记者从铜陵市郊区民政局获悉，去

年以来，该区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引

入多方力量盘活整合资源，建成老年助

餐点 26 个，逐步构建起覆盖城乡、多元

参与的老年助餐服务网络。该区试点

“慈善+老年助餐”服务，引入社会力量

参与，成立 2 只社区慈善基金，组建 5 个

村、社区志愿送餐服务队，让老年人吃

上“暖心饭”。

“为保障老年人健康用餐，我们组

织营养师、健康管理师等志愿者，定期

分赴各助餐点开展配餐指导服务，让老

年人吃得安心、舒心。”铜陵市郊区民政

局局长余轶华表示，今年该区将继续改

造和新建老年助餐点 11 个，不断完善

助餐服务体系；同时，进一步在提升服

务质量上下功夫，保障辖区老年人的用

餐需求，让百姓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创优服务，老人就餐更舒心

2 月 17 日，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在天山公园举办暖民心行动——“筑

梦包河 职等你来”2023 年包河区春风行动暨就业援助月专场招聘会。招聘会吸

引了 70 余家重点企业提供各类岗位 2800 余个，涉及电子、生物、医药、餐饮、汽车

等多个行业。 本报记者 范柏文 摄

“春风”等你

2 月 16 日，肥西县祥源花世界生态旅游度假区，花农在打理鲜花。近年来，

肥西县纵深发展苗木花卉全产业链，打造“花香飘远，绿树成荫”的宜居宜业宜

游环境。 本报通讯员 陈家乐 摄

欢乐乡村“二月二”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员 常舜禹 董肖肖

“刚开年就接了好几笔订单，今年行

情不错！”近日，当涂县乌溪镇七房村蟹

农周先锋站在自家蟹塘边告诉记者。周

先锋从正月初八开始出售蟹苗。截至目

前，已经售出 6000 公斤，每公斤 70 元左

右，预计还有4000公斤待售。

眼下，当涂县大公圩地区河蟹养殖

进入“水上春耕”状态。其中，被誉为

“中华蟹苗第一镇”的乌溪镇，蟹苗销售

尤为火爆。多年来，该镇建成“池成方、

树成行、路相通、渠相连、旱能灌、涝能

排”的标准化蟹苗养殖基地，吸引了不

少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养蟹。

20 年前，周先锋回到乌溪镇七房村

做蟹苗养殖，如今他已经成为该村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蟹苗养殖面

积达到 25 亩，年收入近 30 万元。去年

夏季，持续高温干旱，不少蟹农的蟹苗

减产，周先锋却没怎么受影响。

“通过改变传统培育模式，改大塘

为小塘、改陡坡为缓坡、改浅水为深水，

同时配套双增氧机和物联网设备，不仅

扛过了高温，蟹苗质量还比往年提高

了。”周先锋告诉记者。

看到周先锋养殖技术改造成功，越

来越多的蟹农开始效仿推行“三改一配

套”模式，仅七房村就一下增加了 40 多

台增氧设备。

蟹塘增氧、打水作业多集中在凌晨

进行。今年春节前，该村蟹农为蟹塘进

行增氧，没想到，增氧泵刚一打开，几个

农户的塘口突然同时停电了。周先锋

赶紧拨通了当涂县供电公司黄池中心

供电所客户经理张其金的电话。

原来，因为一个蟹农自行购买的电

缆达不到负载要求导致短路，而且没装

漏电保护器，导致“一户短路，多家断

电”。张其金立即带领同事将故障点隔

离，帮助更换电缆，连夜抢修复电。

截至去年底，包括乌溪镇在内，当

涂县大公圩地区 7 个乡镇已完成了近

600 个台区的低压线路农照分离改造，

进一步提升了供电能力和可靠性。

“水上春耕”电护航

2 月 20 日，农历二月初一，在宣城市宣州区水东镇前进村广场上，村民们舞起长龙，喜迎二月初二“春耕节”“春龙

节”，吸引了许多游客和村民驻足观看。 本报通讯员 李晓红 李 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