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骨关节炎是一种关节疾病，一

般老年人比较容易得，常见发病部位

在髋关节、手指关节、足关节、脊椎关

节、膝关节……”10 月 20 日下午，蚌

埠市禹会区纬四路绿十字药房药事

服务站内，一场关于骨关节炎用药知

识的科普宣传公益讲座正在进行。

“这场活动好，怎么预防、治疗骨

关节炎，怎么用药、用什么药都讲得

很详细。”家住附近小区的居民陆红

对记者说，自从绿十字药房开设药事

服务站，周围群众可就近享受到免费

量血压、测血糖、医药知识讲座等药

事服务，非常受用。

今年 5 月以来，蚌埠市依托零售

药店点多面广的优势，在全省率先开

展零售药店药事服务站创建工作。

“我们在全市遴选出信用较好、

管理规范、辐射范围广且具有一定药

事服务基础的零售药店作为建设主

体。”蚌埠市市场监管局药品化妆品

监管科负责人陈强告诉记者，药事服

务站按照统一标准开展创建，每家服

务 站 设 立 统 一 标 识 牌 ，制 定 服 务 制

度 ，并 在 店 内 显 著 位 置 公 示 服 务 内

容、服务项目、人员情况。

记者在绿十字药房看到，店内不

仅悬挂了统一、显眼的药事服务站标

识，还设置了用药指导区、用械指导

区、科普宣传区等功能区。

“这个药事服务站就在家门口，

用 药 方 面 有 啥 问 题 ，走 几 步 就 能 咨

询，非常方便。他们量完血压还帮我

分析血压变化，及时提醒用药，让我

安心。”陆红说。

“我们药事服务站充分发挥执业

药师的专业知识，提供用药指导、用

械指导、中药打粉、中药切片、送药上

门等 30 项服务，创建以来已服务 800
人次。”绿十字药房负责人赵艳向记

者介绍，药事服务站在开展各类公益

服务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自身管

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目前，蚌埠市已有 9家药店创建药

事服务站。“下一步，我们持续推进药事

服务站提质扩面，引导更多零售药店参

与到药事服务中来，力争 3年内覆盖全

市。”蚌埠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蚌埠市开展零售药店药事服务站创建——

让群众知药懂药更安心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本报通讯员 吴黎明

日前，在当涂县乌溪镇七房村，由

村企合作方式运营的蟹逅七房食品有

限公司蟹产品加工生产线正式投产。

企业专门收购长不大也不好卖的“二

龄蟹”，蒸煮后，剥离出蟹黄、蟹膏、蟹

肉分类销售或制成蟹黄酱、蟹肉酱、香

辣蟹、醉蟹等美食推向市场。

一大早，七房村河蟹养殖户周先

锋就送来 75公斤“二龄蟹”，每公斤收

购价公蟹 10元、母蟹 24元，卖了 1500
元。“由于品种差、高温等原因，蟹苗

没长多大就停止脱壳生长，叫作‘二

龄蟹’。”周先锋告诉记者，“二龄蟹”

会占到总产量的约 5%，过去是实实

在在的损失，如今随着蟹产品加工生

产线投产，“二龄蟹”有了出路。

“企业由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招

募合伙人合作兴办，全面达产后，预

估年产值可达 700 万元，村集体收入

可增收 64万元，并能带动村民致富。”

七房村党总支书记葛爱红一脸喜悦

地说。

合伙人的成功招募，驻村工作队

功不可没。“乡村振兴合伙人是指在

乡村振兴各领域，采取创办企业、技

术入股等个性化模式与招募村‘一对

一’开展合作，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企业家、创业者等各类人才。”驻

村工作队队长、七房村党总支第一书

记刘运达对记者说，该村集体经济年

收入虽已突破百万元，但模式比较单

一，经营性收入不高，缺乏带动性强

的项目，经过充分调研，村“两委”决

定启动“乡村振兴合伙人”招募行动。

七房村的合伙人是三位创业初成

的大学生“新农人”，一位来自南京，名

叫王垒垒，另两位是本县的徐双双、徐

飞姐弟俩。三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

合作创办了一家农业公司。

三位“新农人”与七房村共同出资

300 万元，创办股份制螃蟹深加工企

业，其中七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占股

40%。公司租用七房村闲置服装厂房

并重新改建，主要生产各类螃蟹、小龙

虾深加工产品，同时将逐步完善冷链

物流、线下门店等配套功能。

“通过试运营，目前日均收购‘二

龄蟹 ’1500 公斤左右 ，加工成品 250
公斤左右，最近已和国内一家知名方

便面龙头企业签订了蟹黄面合作协

议。”王垒垒对未来信心满满。

当涂县乌溪镇七房村招募“乡村振兴合伙人”——

“新农人”进村成为“兴农人”

本报讯（记者 任雷 通讯员 刘

景侠）日前，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

融合赋能数字中国”为主题的第五届

数字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亳州市

申报的《创新“无感互认”改革 打造

社保待遇和惠民补助资格认证新模

式》被评为数字政务特别推荐案例，

成为全省唯一入选案例。

亳州市依托大数据技术，通过数据

共享、业务协同，启动城乡居民领取社

保待遇和惠民政策补助“无感互认”改

革，不断提升政府数字化服务水平，让

群众办事更便捷、更舒心。截至目前，

该市“无感互认”服务平台已接入 26个

部门、50 个来源渠道、3836.98 万条数

据，通过大数据比对群众出行、就医、养

老院入住等信息，已直接通过资格认

证的人数达 46.26 万。受益于此项改

革，亳州市有 136 万人可以“零跑腿”

完成 22项待遇补贴领取资格认证。

据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 有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无 感 互 认 ”改

革，让群众自证生存成为过往，目前

已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亳州136万人待遇认证“零跑腿”

本 报 讯（记 者 陈 成）10 月 29
日 ，安 庆 市 2023—2024 全 民 阅 读 季

启动暨前言后记劝业场店升级开业

仪 式 举 行 ，“ 中 国 最 美 书 店 ”—— 前

言后记安庆劝业场店现场揭牌。此

次 活 动 由 安 庆 市 委 宣 传 部 、安 庆 市

关 工 委 、安 庆 新 华 书 店 有 限 公 司 等

单位主办。

“安徽劝业场”旧址，是安庆目前

保存最大、最完好的十大近代历史建

筑之一。2014年，安庆市启动劝业场

修复工程项目，2017年经过修缮后的

劝业场重现往日风姿，成为安庆的文

化地标，并在 2023年全民阅读大会上

获得“年度最美书店”称号。

启动仪式上，安庆市还同步举行

了全民阅读示范基地授牌仪式，安庆

市城区第五批消费券——图书消费

券现场发放。8家单位代表上台接受

赠 书 ，学 生 代 表 共 同 吟 诵《中 华 少

年》，将活动气氛推向高潮。

近年来，安庆市加强阅读引领，

涵养阅读风尚，彰显城市品质，提升

城市魅力，以书香安庆建设推进文化

强市建设，为打造现代化美好安庆注

入强大精神力量。

安庆启动全民阅读季

▶ 日前，肥东县包公镇一处

瓜蒌种植田，农民在采收入药

青瓜蒌。近年来，当地因地制

宜发展瓜蒌特色产业，目前种

植 5000 余亩，助力群众增收。

本报通讯员 阮雪枫 摄

▶ 日前，在来安

县 张 山 镇 果 殖 鲜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800 余 亩 果 园

内，果农正忙着采

摘水果。

本 报 通 讯 员
吕 华 摄

硕果累累

■ 本报记者 何雪峰
本报通讯员 单 珊

一座座徽风皖韵的乡间别墅掩映

在绿水青山之间，村头的公园、广场一

片欢声笑语，干净宽敞的环山公路犹如

一条丝带蜿蜒而上，村旁的水库在秋日

暖阳映照下碧波荡漾……走进泗县屏

山镇老山村，展现在记者眼前的是一幅

美丽的田园画卷。

近年来，泗县紧紧抓住成为全国新

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县的契

机，充分利用老山村深厚的文化底蕴及

优 越 的 地 理 条 件 ，对 该 村 进 行 资 源 盘

活、改造提升，优化产业结构，推进乡村

旅游，美了乡村、富了村民，走出一条乡

村发展新路。

盘活宅基地

家家住洋楼

夜幕降临，老山村村民或沿着村边

绿道散步、聊天，或到文化活动广场跳

起广场舞。“咱村不比城里差，大家幸福

感满满的。”村民自豪地对记者说。

据村民介绍，由于青壮年大多外出

务 工 ，过 去 村 里 到 处 是 空 置 房 和 危 旧

房 ，一 些 民 房 四 周 垃 圾 遍 地 、杂 草 丛

生。借助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契机，老

山 村 广 泛 征 求 党 员 干 部 、群 众 代 表 意

见，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村

的宅基地改革方案。

在群众全程参与和监督下，该村对

原有的危旧房进行整村拆除改造，通过

土地“增减挂”，腾出 238 亩建设用地。

其中，117 亩建设用地采用统一规划集

中建设的方式，建成 160多栋规格统一、

具有徽派建筑特色的乡村别墅，配套建

设了村民健身中心、文化活动广场、红

白事大礼堂、农机具存放点等，添置了

太阳能路灯和各类休闲娱乐设施。村

民在房前、屋后、路边、渠边、塘边空闲

地开展“五小园”建设，发展小果园、小

菜园、小花园、小池塘、小藕塘为代表的

庭院经济，使村庄更加生态宜居。

对于节约出来的 121 亩建设用地，

村里用于土地复垦，增加土地保有量，

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目前，在部分复

垦的土地上，种植了经济林、生态林、景

观林，并配套建设停车场、游乐场等基

础设施，下一步将发展乡村民宿。

住在花园式的村庄，村民的观念也

悄然发生改变。

“以前没有养成讲卫生的习惯，垃圾

随手扔，污水随处倒。现在大家注意爱护

环境了，每天不把房前屋后拾掇一下，心

里就觉得不得劲。”村民赵昌友感叹道。

在农村环境整治过程中，村民积极

响应当地党委、政府号召，拆除和改造

旱厕，主动清理柴草垛、砖石瓦砾等，全

村面貌一新。

在县政府支持下，老山村实现了水

泥路组组通，自来水通水率和改厕率均

达 100%，全村还建设了 14个公厕，被纳

入 2023 年度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

名单。

靠山巧“吃山”

村庄变“景区”

渐入深秋，蟠龙山依旧一片苍翠。

沿着青石阶，扶着游龙造型的扶手，记

者缓步攀爬到山顶，山下的公园和沃野

田畴尽收眼底。

“山多石奇是我们老山村最大的特

点 ，也 是 我 们 打 造 和 美 乡 村 的 宝 贵 资

源。”老山村党总支书记赵善乐说。该

村有蟠龙山、洼张山、陈山等 9 座山，过

去开山采矿和挖掘景观石是村里的一

条增收致富捷径，然而这条粗放的发展

之路却越走越窄。

“车过扬起满天灰，房上堆满一层

‘霜’，开口讲话一嘴泥。”这句顺口溜道

出了村民对恶劣环境的真实感受。

当地党委、政府痛定思痛，坚决改

变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

增长的旧模式，决定利用老山村优质地

质资源，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实现小村

蝶变重生、打造和美乡村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老山村完成了对蟠龙山的

修复，依托原来的采矿坑打造了茶山水

库，把裸露在地面上的奇石群建设成奇

石地质文化公园。

“茶山水库的水质达到优质饮用水

标准，奇石地质文化公园已成为网红打

卡点。”赵善乐说。

如今，山清水秀生态美已成为老山

村的一张亮丽名片。当地生态产业变

身“摇钱树”，优美环境成了“聚宝盆”。

泗县在该村倾力打造蟠龙山文化

旅游园区、泗县景石遗址文化公园、洼

张山文化园、九龙潭森林公园、秦集圩

古村落五大园区和老山古街，完善基础

设施配套建设，举办乡村旅游文化节、

农民丰收节、蟠龙山美食节等丰富多彩

的活动，每年吸引游客 50多万人次。

曾经靠山吃山的村民在新时期靠

山巧“吃山”，让风景变“钱景”。近年

来，老山村依托蟠龙山脚下土地肥沃、

气候适宜等有利条件，通过村集体流转

农户土地，集中打造老山村蟠桃特色种

植基地，积极发展蟠桃等特色产业，把

过去毫不起眼的荒山坡，变成了群众增

收致富的“蟠桃园”。许多村民流转土

地后，又在自己的土地上务工，一块地

有了租金和工薪两份收入。

“蟠桃园”共计种植蟠桃 200 亩，带

动 30 户村民种植蟠桃 130 亩，年产值约

200 万元，实现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和群

众收入双提升。

在“蟠桃园”不远处有一片特色养

殖区，主要由返乡创业人员经营，每年

可带动 200多个农户就业增收。村民陈

翠霞夫妻俩在这里上班，月收入超过 1
万元。

“过去我们两口子经常为缺钱而争

吵，现在日子越过越甜。”陈翠霞说。

村里还根据村民兴趣爱好，开设美

食、烹饪、绿色农产品种植培训班，让村

民拥有一技之长。目前，已有 20多位村

民在景区从事服务业，通过传统工艺技

艺展示、民俗展演、小吃制作和生态农

产品售卖等，人均年增收 2万元以上。

干 群 齐 参 与

开满“文明花”

威 风 锣 鼓 震 天 响 ，欢 快 唢 呐 吹 起

来，跑驴、旱船精彩亮相，原创歌舞《隋

唐大运河放歌》《水韵泗州》和泗州戏等

具有地方特色的节目轮番上演。今年 5

月，老山村举办了一场主要由村民自编

自导自演的“四季村晚”专场演出，原汁

原味呈现出老山村的乡韵乡风乡情。

近 年 来 ，该 村 每 年 举 办“ 四 季 村

晚”，激发老百姓热爱文化、享受文化的

热情。

在老山村文化广场，几位大姐唱起

了前段时间刚学的泗州戏，赢来一片喝

彩声。“这两年，村里推出不少反映尊老

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等题材的文

艺作品，起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作用。”一位陈姓村民说。

为调动村民主动参与社会治理、环

境整治的积极性，村里开办道德积分超

市，创新“最美庭院”“五星级文明户”奖

励办法，将文明户纳入道德积分超市会

员 。 同 时 设 立 乡 村 治 理“红 黑 榜 ”，以

“榜”塑人心、以“榜”扶正气、以“榜”立

规矩，激励广大居民争做“讲究人”，构

建党组织领导的共建共治共享乡村治

理新格局。

老山村以自然村为单位，划分 8 个

小网格，进一步细化为 65 个联户长家

庭。网格员在村级党组织领导下当好

信息员、宣传员、调解员、服务员和监督

员，负责各个网格内日常管理和服务，

成为维护本网格社会稳定、及时化解各

类矛盾纠纷、抓好治安隐患和安全隐患

排查等工作的中坚力量。

该村利用红色乡贤文化发源地的

特色优势，深入挖掘本土人脉、人文、社

会资源，通过党支部统筹，建立红色乡

贤工作站、红色乡贤解心室，组织好红

色乡贤队伍，使乡贤们成为调处纠纷、

建言献策、传播文明的有效抓手。结合

数字乡村建设工作，依托钉钉平台，开

辟“美 丽 老 山 ”数 字 化 板 块 ，将 党 员 干

部、村民骨干、知名乡贤纳入平台，打造

党员和村民密切沟通的“网上通道”、党

务村务公开的“透明窗口”、家风美德和

美丽庭院展示的“数字平台”。2021年，

老山村成功入选全省唯一的“全国乡村

治理示范村”。

“ 泗 县 将 充 分 利 用 老 山 村 资 源 禀

赋，立足乡村文化‘底色’，推动乡村农

业、旅游观光、生态文化等协同发展，把

‘单景’串成‘风景线’，利用‘美丽颜值’

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泗县副

县长仝昆鹏告诉记者。

泗县屏山镇老山村干群协力，盘活宅基地、靠山巧“吃山”，走出发展新路—

美了村庄 富了村民

▼ 日前，肥西县官亭镇佳烨

碧根果产业园里，农户正采收

碧根果。当地种植碧根果面积

达 1.3万亩，年产量达 400吨。

本报通讯员 陈家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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