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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大关
镇以“和美乡村”建设为重要抓手，
将乡村打造成集农业生产、民俗体
验、旅游度假等功能于一身的综合
服务体，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
的乡村振兴之路。

大关镇持续打造有质量、有流量
的网红景点。明月湾生态农场、青龙
湾生态农场坚持绿色生态种植理念，
团建活动、研学旅行、亲子采摘等综
合旅游服务提档升级，吸引了大量游
客观光打卡。同时，该镇结合自然风
光、名胜古迹、特色产品等资源，将北
峡关古战场、古洞岩、欧家岭起义旧
址等名胜古迹和金冲瀑布、红旗峰、
笃山等自然景点串珠成线，持续打造
乡村旅游观光胜地。

该镇因地制宜保留各村特色人

文底蕴，美化各村议事亭、健身休闲
广场等设施，就地取材打造小公园、
微景观；广泛开展“美丽庭院”“清洁
户”等评选活动，选树先进典型，营造
人人争做“美丽庭院”倡导者、践行者
和维护者的良好氛围。

大关镇通过绘制艺术文化墙，收
集石拱、石磨、门槛石等传统古件，打
造一批文化景观，塑造富有地域特色、
民俗烙印的印象乡村。小关村虎头组
将“下马石”故事写入“文化墙”，龙头
村文化墙牧童放牛图多次火出“圈”，
引游人纷纷拍照打卡；同时，该镇深入
挖掘桐城歌、麒麟灯、胡琴书等优秀
本土文化资源，多渠道对外宣介乡村
文旅资源，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

（通讯员 方丽娟 全媒体记
者 许娟）

桐城：农文旅发展谱新篇

乡村“蝶变”客自来

本报讯 望江县杨湾镇引导各
村因地制宜开展“光伏+”综合利用
模式，将光伏电板与种植业紧密结
合，发展光伏板下经济，实现一地多
用，一地多产，促进村集体增收。

2016年杨湾镇曾墩村建成装机
规模105千瓦的光伏电站，去年，该
光伏电站实现发电效益达 20 余万
元。曾墩村两委以此为契机，积极谋
划并征求意见，决定将电板旁边的
空置土地充分利用起来，进行玉米
试种，为了不影响发电效果，选择在
电板之间空地。

破土、放种、育苗、移摘，一排排
玉米苗在电板之间空置的土地上摘
种完成，“光伏+玉米种植”的综合利
用模式在有条不紊的试验进行着。

“这种在光伏板间种植玉米就可以增
收4000元”，曾墩村党支部书记介绍
说。此外，为了最大限度的降低对电
板发电的影响，村里还安排了一名电
站管护人员定期进行清洁，既增加了
就业岗位，又保证了发电效果，实现
光伏发电和农业种植有机结合。

除了曾墩村这一块光伏场地
外，杨湾镇各村也在开始积极探索，

“光伏+瓜果、蔬菜”等产业融合模式
在接下来也会陆续开始，现在这里
迈出了全镇发展和探索光伏“板下
经济”的第一步，为农民增收致富和
拓宽村集体经济增长点提供了一条
可行的路子。

（通 讯 员 曹 渊 全 媒 体 记
者 许娟）

望江：
深耕板下地 破土“玉”新苗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河塌
乡在林业产业发展方向、发展模式、
发展路径上用力发力，努力探索林
业产业发展新路。

河塌乡大力发展油茶、茶叶、薄
壳山核桃等特色农林，在充分考虑和
尊重村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推动

“摇钱树”工程的实施，打造生态林与
经济林、绿化和美化相结合的多树
种、多层次、多功能的生态林体系。截
至4月上旬，河塌乡已经流转8000多
亩荒山，通过建设高标准油茶种植示
范基地、茶叶种植基地，带动200多
位村民就业，户均增收约1000元。

河塌乡整合全乡护林员队伍45
人，储备风力灭火机24台、抽水泵1
台、灭火拖把200把、喷雾灭火器7
台，明确护林员巡山清源责任片区，

建立发展常态长效机制，提高森林
资源管护质量，实现“林长制”向“林
长治”的转变。

该乡创新实施“村委会+企业+
农户”合作模式，明确收益分配方
式，发挥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
营主体的作用，通过土地流转、股份
合作等方式，引导群众参与林业产
业链的各个环节，将小农户与大市
场有效衔接，提高林业生产的规模
化、专业化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经济效益。同时，积极争取政策
支持，加大对林业产业的投入，为
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和市场信息服
务，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市场风
险，实现稳定增收。

（通讯员 史丽丽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宿松：以林长制推动“林长治”
写好青山绿水答卷

“过去住房破旧，我最怕雨雪天
气。通过危房改造，现在我也有了自
己的幸福小窝。”4 月 1 日，桐城市新
渡镇永久村村民程志站在自家新房
前高兴地说。

今年50岁的程志，自幼患听力障
碍，靠打零工维持生计，自建住房的
能力严重不足，一直住在祖上留下的
土坯房里。因为年久失修，他家的房
子成了危房。去年，政府补助他 3 万

元，帮他新建了两间60平方米的砖瓦
房。“多亏了政府的好政策，新房住起
来安全又舒适！”程志说。

桐城市把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与提升村容村貌、拓宽镇村道路、优
化人居环境等工作结合起来，在帮助
困难群众圆梦“安居”的同时，助力和
美乡村建设。

在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工程中，桐
城市住建局等有关部门坚持公开、公

平、公正原则，严格落实“农户申请、
民主评议、审核审批”的工作流程，加
强农村危房改造资金、工程质量监管
和“一户一档”管理，确保“政策阳光”
温暖五保户、低保户、防返贫监测户
等困难群体。

该市双港镇双铺村61岁的低保户
李春在外打工多年未回家，两间旧平房
漏风漏雨已是危房，不能住人了。经过
评议、审核和公示，去年7月，李春危房

改造申请成功，上级补助3万元帮助李
春重建两间平房。“住进新房子后，感觉
特别舒适，全托党和政府的福！”正在门
前享受着初春暖阳的李春由衷地说。

喜迁新居，幸福安居。桐城市住建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23年，全市共实
施农村危房改造 72 户，其中重建 43
户、修缮29户，共补助资金103.4万元。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孙传银

春阳照进他们的新屋

近来，一些年轻人经常觉得膝关
节疼痛，到医院拍片后，报告上写着

“髌骨软化症”。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
疾病吗？难道是我们膝盖前边的髌骨
变软了？别紧张，听我慢慢说。

什么是髌骨软化症？
髌骨软化症是髌骨软骨面慢性损

伤后，软骨出现磨损，肿胀，甚至剥脱
等改变，继而使与之相对的股骨髁软
骨也一同受累，形成髌骨关节的骨关
节病。有时候叫做髌骨软骨软化症，或
叫做髌骨关节炎。很多人听到“髌骨软
化症”的时候，都以为是髌骨这块骨头
软化了，这个软化并不是说形态变软
了，而是软骨不同程度的损伤和退化。

好发人群
多见于青壮年以及中年妇女，女

性发病率高于男性
1．运动员，特别是篮球、足球和网球；
2.健身爱好者，尤其是喜欢跑步的人群；
3.中老年人，除了软骨的过度使用

还有因为年龄软骨本身的退变；
4.经常穿高跟鞋的女性，尤其在高

频率上下楼时；
5.走路姿势不正确的人，易造成膝

关节负重不平衡；
6.体重过大者，膝关节负重比较

大，易造成损伤

髌骨软化症主要发病原因
1、解剖结构异常 正常的解剖结构

是关节性能稳定的基础，结构一旦异常，
关节在活动时，压力长期作用在同一点就
会造成这个点的慢性损伤。例如先天性的
髌骨发育障碍或后天性的膝关节内外翻
等都会导致髌骨软骨的慢性损伤。

2、关节长期磨损 膝关节长期用
力，持续性蹲位和剧烈的运动也会导致
髌骨软骨的磨损，如爬山、爬楼梯等膝
关节屈曲位用力的锻炼。此外膝关节长
期用力、快速屈伸，也会增加髌股关节
的磨损，如自行车、滑冰运动员的训练。

3、关节营养不良 关节腔中的滑
液是髌骨软骨的主要营养源，滑液成分
若异常，髌骨软骨就无法从滑液中获得
足够营养，就会导致髌骨软骨对磨损的
耐受性降低，遂会产生慢性损伤。

4、关节疾病 如类风湿性关节
炎，髌骨周围滑膜炎等。

5、医源性因素 如关节腔内多次
激素注射或抽吸关节积液，关节外伤
后固定时间过长。

6、退行性因素 如原发性骨性关
节炎等。

7、外伤 外伤导致的髌骨损伤，
肥胖，走路姿势不正确都可以导致髌
骨软化症。

髌骨软化症有哪些表现
1、关节疼痛：多为钝痛，也有伴发

肿、胀、红、热，呈急性炎症反应者。
2、关节肿胀：既可以由于关节积

液所致，也可以由于软组织变性增生。
3、关节畸形：以膝内翻畸形最为

常见，甚者伴有小腿内旋，另一个常见
畸形是髌骨力线不正或髌骨增大。

4、功能障碍：包括关节僵硬、不
稳，活动范围减少，膝关节怕冷、不能
完全伸直及生活和工作能力下降等。

5、其他症状：如反复关节疼痛、肿胀，
则可能会导致滑膜炎，继发关节积液。

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髌骨软化症
体格检查
①髌骨研磨试验：用手按压髌骨，

上下或左右滑动，如果有疼痛、粗糙的
摩擦感、摩擦声；或者是用手将髌骨推
向一边，另外一手的手指按压髌骨边
缘的软骨面，如果有疼痛，说明可能有
髌骨软骨软化症。

②单腿下蹲试验：单腿站立，然后缓慢
下蹲，如果出现疼痛，腿软，蹲下后单腿不
能站立，就说明可能是髌骨软骨软化症。

影像学检查
可以通过X光片正侧位和轴位及

MRI检查进一步明确诊断。
髌骨软化症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

预防措施
日常可进行股四头肌抗阻力锻

炼，增加肌肉力量。运动时，可佩戴护
具。女性应少穿高跟鞋。大小便时尽可
能用坐便器，而不用蹲便器。尽可能不
坐低凳子、低沙发。超重者应控制体
重，以减轻膝关节负荷。

治疗措施
1.急性期应休息制动，避免膝关节

过度活动或过度屈伸。
2.药物治疗，疼痛明显者可口服非

甾体药物，如双氯芬双钠，一是缓解疼
痛，二是可以抑制关节内存在的无菌性
炎症，达到消除积液、减少渗出的目的。

3.膝关节内注射疗法，比如口服硫
酸氨基葡萄糖，或者关节腔内注射润
滑剂如玻璃酸钠。

4.物理疗法，增强股四头肌力量，
可选择性电刺激股四头肌内侧头，
使其强壮以牵拉髌骨复位。

5.关节镜手术、髌外侧韧带松解
术、改良胫骨结节抬高术。

（作者单位 南京鼓楼医院安庆
市石化医院）

美女，您的膝盖还好吗？
叶岸霞

本报讯 岳西县古坊乡充分发挥
红色文化优势，将红色基因融入矛盾
调解工作中，成立“徐大娘”调解工作
室，通过推行“徐大娘工作法”促进矛
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4月12日，走进古坊乡前进村“徐大
娘”调解工作室，映入眼帘的是一张铺着
碎花蓝布的桌子，外加两条宽板凳，桌上
放着一个茶壶和几个土碗，还有“调解
员”“当事人”“记录员”的标识牌。“我们
的调解室布置很简朴，让人很放松，成功
化解了村民的很多矛盾纠纷。”前进村党
支部书记刘双武说，当事人来到调解室，
他们会先倒上“大娘茶”，以茶稳情绪。在
调解中，他们还会适时引入“徐大娘舍子
救红军”的故事，以徐大娘的大义引导双
方各退一步，化干戈为玉帛。

在古坊乡，“徐大娘舍子救红军”
的故事家喻户晓。在鄂豫皖三年游击
战争时期，居住在该乡上坊毛垅的徐
大娘为帮助两名战士躲避国民党军的

“清缴”，被敌人捕去了独生儿子，面对

敌人的威胁，徐大娘大义凛然，舍去了
骨肉救下了两名红军。“徐大娘让人敬
重，她也很热心，据老一辈人回忆，那
时邻里间有矛盾都喜欢找她调解。”刘
双武说，为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他们打
造了“徐大娘”调解工作室，起到了意
想不到的效果。

今年年初，前进村村民刘某中在
冻库的路上晒茯苓色子，导致车辆无
法通行，经过提醒后他留出了两个车
轮子宽的路。刘某亮在开车经过时，不
小心压到茯苓色子，刘某中要求其赔
偿1000元，刘某亮不同意，两人发生冲
突，到村里寻求帮助。调解员先前往现
场了解情况，后又将两人请到“徐大
娘”调解工作室进行沟通。“刘某中在
公共区域晾晒茯苓色子影响了别人通
行，的确不对，刘某亮压到茯苓色子也
是事实，我们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场
上考虑问题……想想徐大娘，她是多
么大义……”在调解员的耐心调解和
谆谆教导下，刘某中和刘某亮都充分

认识到各自的过错，刘某中将茯苓色
子搬到了自家院中晾晒，刘某亮也同
意赔偿损失，双方握手言和。

在基层治理中，前进村还提炼出
“徐大娘工作法”，即“三以三知”：以文
化育人、以网格管事、以法治引领；问
户要知人、问人要知事、问事要知情。
依托“徐大娘工作法”，该村建立健全

“网格员+五老、网格长＋法律顾问、联
村法官＋司法所”三级矛盾纠纷调解
体系，及时化解村内矛盾纠纷和风险
隐患，该村先后荣获“安庆市民主法治
示范村”“无讼村”等称号。

今年来，古坊乡全面推行红色调
解法，相继在各村建立“徐大娘”调解
工作室，选聘59名“五老乡贤”参与村
级调解工作，推动各类矛盾纠纷就近

就地化解。同时，依托信息化手段创新
“扫一扫，没烦恼”矛盾纠纷二维码和
“智慧古坊”小程序，群众随时随地可
以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小程序上报自
己或他人的矛盾纠纷隐患及急难愁盼
事项，村“两委”接收后，按相应程序分
流办理，确保群众的话有人听、群众的
事有人管、群众的难有人帮。此外，该
乡还特别注重红色文化对乡风文明的
涵养，投资300余万元修复徐大娘旧
居，兴建文化广场、雕塑墙、红军亭等，
并将“徐大娘舍子救红军”的故事拍摄
成微电影，推进红色教育，让群众在潜
移默化的红色文化滋养中提升文明素
养，助力乡村振兴迈上新台阶。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
员 梁月升）

古坊乡将红色基因融入矛盾调解工作中

一碗“大娘茶”巧解“烦心事”

4月9日，望江县市场监管执法人
员正在对农资店进行检查。当日，望
江县吉水街道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
辖区内 3 家农资经营点、6 家种子经
营点进行了大检查，重点检查农资店
的经营资格、种子、农药、化肥的产品
质量、安全管理等方面。下一步，该
县将持续对全县20家农资经营点、70
家种子经营点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检
查，切实保障农民朋友合法权益，全
力护航春播备耕工作。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方明 摄

严把春耕“第一关”

4月12日，怀宁县黄龙镇组织水利站、杨联圩水委会技术人员对镇内
排涝泵站进行全面“体检”。

汛期将至，为进一步提高全镇防汛功能，确保汛期泵站设施安全运
行，连日来，黄龙镇对辖区内泵站、涵闸设施设备进行大检查，重点对机
泵、变压器、闸门和启闭机等进行全面、细致地“会诊”。通过检查水泵泵
体的密封性和开机试验，对水泵进行了清洗检查和维护，针对各泵站运行
中存在的问题，拟定维修养护方案，对部分零件设备进行更换调试，确保
设备运行正常。 通讯员 刘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