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春将至，1月14日，稻香村街道

黄山路社区“非遗共赏、匠心汇聚”非

遗迎新春市集热闹开市，现场年味十

足，精彩纷呈，给市民送上一道道精

彩的非遗文化“年味大餐”。

此次活动内容丰富多样，包括漆

扇制作、非遗投壶、非遗版画展示以

及书法老师为居民书写春联等多个

环节，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参与。

笔者在现场看到，在非遗漆扇摊

位前，围满了好奇的观众。制扇老师

认真讲解从选材、调色到上漆绘制图

案的整个过程。每一步都透露出匠人

的精心与细致，制作出的漆扇图案精

美，吸引了众多孩子们的参与，他们

纷纷表示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了中

国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

非遗剪纸摊位前，孩子们在志愿

者的指导下，剪出精美的图案。无论

是吉祥如意的传统图案，还是寓意深

刻的生肖造型，都承载着美好的祝

愿，成为新年装饰的理想选择。

与此同时，非遗投壶区也热闹非

凡。投壶是中国古代传统游戏之一，

居民们在这里纷纷挑战自我，争取投

中更多的壶。不少居民表示，这不仅

让他们重温了传统文化，还增进了邻

里之间的感情。

写春联区则是一片忙碌景象，书

法老师挥毫泼墨，为居民书写充满节

日气氛的春联。这些亲手书写的对联

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成

为了家庭门楣上不可或缺的新年点

缀。一笔一划间，居民们感受着中华

文化的深厚底蕴，每一副对联都凝聚

着浓浓的祝福与期盼。

一位带着孩子前来参加活动的

家长说：“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玩得

开心，还能学到很多宝贵的知识，真

的非常有意义。”（陈珉 刘梅 亚萍）

非遗迎新春市集热闹开市

近日，井岗镇金湖社区的“中国

好人”、老党员黄先明、葛惠珍夫妇，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前往安徽

省红十字基金会为西藏地震灾区捐

款一万元。

“这两天看到西藏地震的消息，

得知已有一百多人伤亡，我们心急如

焚。”一大早，金湖社区党委副书记李

晓雨就接到了二老的电话。二老商议

后，毅然决定再次拿出一万元，支援

西藏灾区同胞。值得一提的是，这已

经是社区第五次陪同夫妇俩前往安

徽红十字基金会为灾区捐款。

三十九年来，黄先明、葛惠珍夫

妇始终坚守“生命不息，捐助不止”的

信念，无论是面对肆虐的洪水、突发

的地震，还是干旱等自然灾害，每当

国家和群众面临困境，二老总会第一

时间通过社区，以捐款或交纳大额党

费的方式，为受灾地区和群众送去及

时的支持。从资助贫困学生到投身各

类公益事业，二老每次都毫不吝啬地

捐出万元善款，而这些资金均来自他

们平日的点滴积累。

基金会负责人对两位老人长期

以来的爱心善举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笑称彼此早已是“老熟人”，足见二

老捐款之频繁。最后，安徽省红十字

基金会向二老颁发了捐赠证书，并郑

重承诺，将迅速把善款送往灾区，确

保专款专用，同时及时向二老反馈善

款使用情况。 （王金娜 詹伟伟）

好人夫妇情牵西藏震区

近日，在安徽智能软件园三期项

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进

行项目规划验收、竣工验收、消防验收

等工作。按照预定的进度计划，该项目

有望在本月完成全部验收、准时交付。

随着产业载体的不断形成，产业生态的

不断完善，蜀山经开区软件产业正成为

催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引擎。

作为软件产业和数字经济的重

要载体，安徽智能软件园三期建成

后，将有力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提

质扩量增效，有效激活数字技术对经

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成为

具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三业集群载体，

在进一步整合创新资源、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遵循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

的思路，我们提出发展以软件产业为

引领的数字经济。”蜀山经开区相关

负责人说。为此，蜀山经开区通过旗

下平台公司———合肥蜀山高科园区

发展有限公司与科大国创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市场化运营团队，

成立安徽智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

市场推动产业发展，高位开启软件产

业的特色化、专业化发展之路。

2022年5月24日，安徽智能软件

园在合肥蜀山经开区正式揭牌运营，

一期项目位于花峰路与仙霞路交口。

软件园联动周边产业园区，形成“一

核多园”空间布局，打造软件产业为

主的数字经济新高地。

据安徽智能软件园负责人介绍，

截至目前，蜀山经开区已集聚软件企

业300余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77家，安徽省大数据企业96家，合肥

市大数据企业156家，这些企业涵盖

了智慧能源、智慧城市、网络安全、工

业监测、智慧医疗等多个领域，共同推

动了安徽软件产业的快速发展。2023

年软件企业总营收超过200亿元。

在产业实践中，蜀山经开区也形

成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打法”。安徽

智能软件园牵头成立的开放型产业合

作组织———创新运行奇点未来社，通

过软件企业间的信息互通、要素共享

进行联合创新，以市场化方式带动生

态链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从而推动

软件生态多样性和产业繁荣。目前，已

在该组织内成功建设“水链”，推动园

区软件企业同“中国环境谷”环境科技

企业的上下游合作，为环境治理提供

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未来还将继

续推动“车链”“低空链”落地。

此外，安徽智能软件园杭州分

园、北京分园也先后成立，通过打造

科创飞地、人员驻点招商、项目异地

孵化等方式，吸引一线城市的初创公

司和优质项目到园区落地孵化。

对于发展软件产业和数字经济，

蜀山经开区还有更加深远的考虑。

“把人工智能掰开来看，其实就是软

件，我们大力引进算力资源，招引数

字标注企业，目前园区已有8家数字

标注企业。我们要逐步将算力、数字

标注和软件产业紧密结合起来，发展

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数字经济形态，

着力打造未来产业先导区。”蜀山经

开区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蜀山经开区还积极发展无

人机、通用航空等低空经济形态，覆盖

了无人机制造、无人机管控、飞手训练、

低空旅游等业务领域，低空经济集聚规

模已进入安徽省“领头方阵”，而这些经

济形态同软件产业也息息相关。

据安徽智能软件园负责人介

绍，安徽智能软件园二期位于玉蕾

路与白莲岩路交口东北角，总建筑

面积约11.4万平方米，于2024年10

月建成，已正式对外招商，预计引入

企业近百家。

（陈雨 徐明 季云冈）

软件产业筑基“放飞”数字经济

“爷爷您看这里，像我这样眨眨

眼。对，这样就认证成功了……”录入

信息、确认、刷脸……在老人的配合

下，不到3分钟，养老认证就完成了。

1月10日上午，三里庵街道龙河

路社区在辖区范围内广泛开展退休

人员养老金资格认证宣传工作。

工作人员通过张贴公告、入户

宣传、电话通知等多种形式，积极开

展宣传工作，让退休人员能够及时

了解认证要求，按时参加认证。在宣

传过程中，工作人员积极向退休人

员宣传“皖事通”APP中“人脸识别

认证系统”的使用方法和二维码下

载，方便居民足不出户、随时随地完

成认证。

针对行动不便、有病在家不能前

往认证现场的残疾人和老人，龙河路

社区推出“上门认证”亲情化服务，帮

助他们办理相关手续并完成资格认

证。养老认证服务中，工作人员积极

向企退人员宣传相关政策服务，包括

养老保险资格认证的重要性、时间节

点和操作流程，提高企退人员对认证

政策的知晓度和参与度。

（蔡晨晨 陈正 孙雨静）

1月8日，琥珀街道北苑

村社区举行党建联盟单位

趣味运动会暨优秀志愿者

表彰活动。获得荣誉的23位

社区居民志愿者和17位共

建单位志愿者代表先后上

台，领取证书。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趣

味运动会。

黄玲玲 陈三虎 摄

志愿者共联欢

养老认证广宣传 上门服务暖人心

刚刚迈入新的一年，从小庙镇传

来喜讯：1000多名安置群众喜领新房

钥匙，开启幸福安居新旅程。

1月9日，小庙镇西城丁香苑回迁

安置分房抽签仪式现场气氛热烈、秩

序井然。此次分房为期2天，共涉及安

置群众552户、1340人、房屋704套。

“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赶紧装

修了，期待新的一年能住进新房子！”

分房现场，彩旗飘扬，欢声笑语不断，

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安置群

众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进场，经

过领取安置证和顺序号、入场登记、身

份核实、抽取房号签等流程进行抽签

选房。抽到房间号后，居民们或向亲友

电话报喜，或和家人一起在现场合影

留念，分享即将搬入新家的喜悦。

据了解，这次分配的安置房为小

庙镇西城丁香苑小区。新小区环境优

美，配套设施齐全，附近建设有睦邻

中心、公园、学校、医院等生活设施，

极大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为保障分房工作规范、平稳、有

序，区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到现场进行

监督指导，公证人员和“两代表一委

员”对现场的每个环节全程监督，确

保公开、公平、公正。此外，小庙镇还

建立了现场分房保障队伍，分综合服

务应急组、内场分房组等3个大组、11

个小组，提前对分房流程进行反复确

认、演练，确保每一个环节公正无误。

（王辉 李洪圳 陈三虎）

“你好‘小智’，请放一段黄梅

戏。”家住西园街道长源小区的老人

臧秀兰话音刚落，屋子里随即响起

一段气韵嘹亮、抑扬顿挫的戏曲声。

自打家里来了“小智”，独居老人臧

秀兰的家里像多了一位陪伴的人，

让她的生活不仅更加便利，也增加

了一份安心。

西园街道不仅在智慧养老上下

了一番“苦功夫”，还积极探索党建引

领基层治理工作的新路径，创新实施

“全域党建为民直达”项目，引导辖区

公益慈善力量参与基层治理，通过项

目化运作、智慧化支撑，把服务送到

群众家门口。

开发“小智”养老平台

老人家中购物送上门

臧秀兰老人今年84岁，住在长源

小区，对这样一位高龄老人而言，独

自去医院检查身体、上街购物等都成

了奢侈。但如今的她家中多了这样一

位可以陪伴她的成员———“小智”。

臧奶奶只需发出口头指令，就

能实现听音乐、看电视、购物等需

求。在探访当日，臧奶奶家中的大米

正好吃完了，只见臧奶奶熟练地在

“小智”平台购买大米。不一会儿功

夫，社区超市工作人员就把大米送

到老人家中。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在平台

上购买真的很方便，他们很快就可以

送到家中了。”臧奶奶高兴地说着，平

日里社区工作人员还会经常上门给

臧奶奶做一些基础体检，量血压、测

心率等，为老人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

2022年，西园街道依托社工站，

在原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基础上，

引进科技公司，建立了智慧社区养老

服务系统，并免费在孤寡失独、高龄

独居空巢等特殊老人家中安装了“小

智”设备，为其提供生活帮扶、关爱探

访、文体娱乐、紧急救援等线上服务。

如今，在西园街道，这样的智慧养老

服务系统已经投放了100多套。

2023年，西园街道还与合肥市

120急救中心合作为辖区特殊老人开

辟了急救绿色通道，当老人出现紧急

情况时，可通过“小智”设备以手动拨

号或语音呼喊“救命”的方式连线120

急救中心，智能设备会自动推送求救

老人的位置信息，让老人在出现沟通

障碍时仍然能够获取救援，为特殊老

人牢牢守住生命安全红线。

据光明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截

至目前，建立为老探防队10支，实现

了247名特殊困难老人高频常态化探

访，相关服务案例荣获安徽省优秀社

会工作案例一等奖。而开发“小智”养

老服务平台，特殊老人可使用在家终

端设备直接呼叫上门理发、外出就

医、物品购买等服务。

拓宽“为民服务”落脚点

书法、模特班设在家门口

蔡玉林今年65岁，他是淮南市矿

业集团的一名普通的退休职工，如今

的他在西园街道内担任书法班的老

师，他的班里学员基本都是街道内退

休的职工，目前班内已有16个人。蔡

老师介绍，他教过的学生很多都已毕

业，每年春节前夕，他们也经常在小

区内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免费帮助

小区居民写春联。

据了解，自2021年以来，西园街

道由街道党工委牵头连续举办四届

“为民直达车”全域党建创投项目，

面向辖区单位党组织累计募集各类

社会资金210余万元，设立“乐园人

家”基层治理专项基金，聚焦“一老

一小”服务对象，实施互助养老、青

少年服务、社会救助、小区治理类、

社区学院、文化建设6类为民服务项

目285个。

互助养老合作社

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近年来，西园街道党工委积极适

应城市发展新形势、基层治理新任

务、居民群众新需求，创新实施“全域

党建为民直达”项目。据西园街道有

关负责人介绍，西园街道始终把建强

统领有力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推进“全

域党建、为民直达”的龙头来抓，着力

提升街道各级党组织对街道辖区内

各类组织和各项事务的领导力，以

“大党建”撬动“大治理”。

“探索互助合作养老，街道全体

人员探索成立互助养老合作社，这是

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西园街道有

关负责人介绍道，目前互助养老合作

社已有4123名服务对象，形成了守望

相助氛围，构建了邻里关怀支持网

络，为辖区老人打造“没有围墙的社

区养老院”。此外，西园街道设立置顶

议事协商机制，探索“置顶工作法”，

以将群众置顶的理念听民情、谋民

策、解民难，切实把问题解决在根源

处、矛盾化解在萌芽中。

（朱祖翔 孙雨静）

“刘爷爷，灯我们给您装好了，晚

上睡觉前你就开着灯，这样起夜的时

候就不会很黑，小心用电安全。”近

日，荷叶地街道联合社工组织，在绿

怡居社区开展“灯暖寒夜，守护起夜

安全”关爱行动，志愿者上门服务，为

困难家庭安装小夜灯。

在走访过程中，社工帮低保困难

家庭在合适的位置装上小夜灯，并耐

心地教他们如何使用小夜灯，告知他

们在夜间尽量保持小夜灯开启，避免

摸黑行走。同时，他们与居民深入交

流，了解他们近期的生活困难和心理

状态，记录他们的需求。此外，社工和

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检查低保困难群

体家中的用电、用电、用气情况，提醒

他们要离家关闭燃气。

“寒冬时节，在走访过程中我们

发现，不少低保困难群体居住环境

昏暗，半夜起夜时若不开灯，容易因

光线昏暗而摔到受伤。考虑到他们

的家庭经济条件和潜在的安全隐

患，我们希望给他们安装夜灯，送去

温暖。”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组织

灯暖寒夜行动，希望解决低保困难

群体起夜的安全问题，让他们感受

到关怀关爱之情。

（叶闰 范菊 陈莹莹）

置顶群众牵挂事 为民直达零距离
西园街道通过项目化运作、智慧化支撑，推进养老等社区服务

灯暖寒夜 守护安全

千余居民新年分新房

“老伴腰椎损伤，无法行走，希望

有一个轮椅。”“子女不在身边，希望

志愿者可以走动陪伴。”……在南七

街道丁香社区慈善服务综合体，社区

居民写下一个又一个“微心愿”，这些

心愿会成为“订单”，由街道“慈善资

源库”派单，随即有社区志愿者“接

单”提供服务。

近年来，南七街道努力推进社区

慈善基金、社区慈善项目、社区慈善

组织、社区慈善人才建设，打造社区

慈善服务综合体，即“四善一体”，整

合社区慈善资源力量，为社区百姓解

难题、办实事。

82岁的独居老人陈谷珍告诉社

区工作人员，她行动不便，很少出门，

“希望有人过来聊聊天”。街道快速响

应，派遣社工和慈善志愿团队定期为

她提供陪伴照料服务。

在陪伴照料的过程中，志愿者得

知陈谷珍有体检的需求，随即联系了

服务社区慈善的医疗机构为她提供

免费体检，并且上门接送、陪伴老人

进行体检，事后还代取了体检报告。

陈谷珍家中的电视机机顶盒需

要缴费，“暖阳敲门团”接到了陈谷珍

的第二个心愿，安排志愿者前往营业

厅代缴费。

志愿者还邀请陈谷珍参加了社

区端午、重阳节等集体活动，她在活

动中结识了很多新朋友，让老年生活

变得多姿多彩。

“居民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就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社区慈善项目与

救助需求精准对接。”南七街道有关

负责人说。

据了解，南七街道慈善服务综合

体自2020年6月投入使用以来，已经

形成了“服务对象点单”“慈善服务综

合体派单”“爱心志愿者（企业）接单”

的工作机制，建立了“微爱进家，圆梦

驿站”南七慈善品牌，打造了“微爱陪

伴团”“贴心管家”“益企爱相伴”“暖

阳行动”“皖安情好”等23个慈善微项

目，帮助居民实现了322个“微心愿”。

（张颖 刘亚萍）

“四善一体”为民解忧纾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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