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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您哪边耳朵听得清楚一些？开
始测试，您听到声音就举手。”近日，桐城市残
联在大关镇胡埠村开展“复音行动”，为大关
镇困难听障人士免费适配助听器。

活动现场，专业人员详细了解听障人
士的病史，仔细检查耳道，进行听力测试，
并反复试戴、调试助听器，直至被适配者获
得最佳听力效果。适配成功后，验配师发放
了护耳知识手册，耐心为适配人员讲解助听
器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告知后续保
养维护方法。“今天免费配了新的助听器，
感觉效果很好。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残疾
人的关心与厚爱，让我回到有声的世界。”
刚刚佩戴助听器的俞大爷高兴地说。本次
活动，大关镇共有 17 名听障人士参加，适配
受助者共 14 名，部分听障人士适配左右耳
2 只助听器，共免费发放助听器 22 只。

（通讯员 胡良芳）

大关镇：

“复音行动”让爱有声

本报讯 近年来，迎江区滨江街道秦潭
湖社区全力推进信用社区建设，书写社区发
展的新篇章。

秦潭湖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
用，组织党员学习信用知识，深入居民家中宣
传信用政策，使信用建设理念深入人心。该社
区定期举办信用知识讲座，邀请专家为居民讲
解信用的重要性和相关法律法规；在社区宣
传栏张贴信用标语和海报，利用社区广播播
放诚信故事；组织开展“诚信家庭”“诚信商
户”评选活动，对守信者进行表彰和奖励，激
发居民参与信用建设的积极性，营造出“人人
讲诚信，事事守信用”的良好氛围。在秦潭湖
社区，信用良好的居民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社区
事务、优惠借阅图书、免费参加社区培训等福
利，诚信商户可以获得贷款优惠等政策支持。
下一步，秦潭湖社区将不断探索创新，持续推进
信用社区建设，为居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通讯员 祁红）

滨江街道：

持续推进信用社区建设

本报讯 近年来，宿松县河塌乡不断拓
展农家书屋的内涵与外延，坚持在“建”上做
文章、在“管”上下功夫、在“用”上出成效，让
书香浸润乡村大地。

河塌乡根据当地村民的需求，结合各村
的人口分布、交通条件等因素，精心选址建
设农家书屋。该乡在书屋的硬件设施上加
大投入，并不断丰富藏书种类，除了农业技
术、文学名著等常见书籍，还根据村民的实
际需求，增添了法律常识、电商营销等方面
的书籍，让书屋真正成为村民获取知识的

“宝库”。该乡严格按照农家书屋建设要求，
加强书屋设施和书籍保管维护，并选优配齐
农家书屋管理人员队伍。为了让书屋更具
吸引力和活力，该乡积极探索“农家书屋+新
时代文明实践”模式，定期组织开展理论宣
讲、健康知识讲座、推荐书籍、分享心得等

“全民阅读”活动，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
生活，让农家书屋真正成为百姓愿意去、经
常去的“文化加油站、文明新家园”。

（通讯员 史丽丽）

河塌乡：

建好管好用好农家书屋

农民当球星
文体之乡“火爆出圈”

农民当球星，乡亲齐助威。
虽 说 在 技 术 上 比 不 了 专 业

队伍，但在拼搏精神、比赛态度
上 ，“ 村 BA”的球员们并不逊色
于职业球员。他们不断地抢球、
传球，大踏步飞身上篮，三分球
百步穿杨，在防守反攻中上演一
幕 幕 紧 张 激 烈 、扣 人 心 弦 的 角
逐，用力量和速度演绎体育运动
的激情和魅力。

赛场外，村民们有的自带凳
子，有的攀高寻找“最佳位置”。
看台上座无虚席，欢呼声、呐喊声
此起彼伏，这一偏远乡村因“村
BA”变得空前热闹。

古坊乡举办的“村 BA”还有
一 大 特 色—— 专 门 为 不 懂 篮 球
又 有 参 赛 愿 望 的 农 民 举 办“ 趣
味篮球赛”。

“不要抱成团！”“抱着球了就
快跑！”……在“趣味篮球赛”中，
解说员常常扮演起教练的角色，
一边解说一边激动地指挥运动员
们如何进行攻防。由于“趣味篮
球赛”除了不能使用暴力之外，基
本属于无规则，场上队员们时而
像打橄榄球一样紧抱篮球奔跑，
时而为了争夺球权抱成一团，引
得场外观众欢声笑语不断。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古坊乡，
地处皖、鄂两省交界处，该地文
体 活 动 丰 富 活跃，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被称为“文体之乡”。在
这里，不管男女老幼，人人都爱
体 育 运 动 ，有 的 全 家 老 少 齐 上
阵。自 2023 年古坊乡开始举办

“村 BA”以来，“古坊村 BA”很快
就成为当地及周边群众在各大
短视频平台和朋友圈常常刷到

的“关键词”，地处深山的古坊乡
借此迅速“火爆出圈”。

“比赛真精彩！我是专门回
来看比赛的。去年没赶上，遗憾
呐，这次可不能再错过了！”7 月
20 日，在外务工返乡的古坊乡前
进村村民刘永生说，乡村的发展
越来越好，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古坊人“骄
傲得很”。

特产成“爆品”
“金字招牌”闪亮登场

7 月 20 日 ，周 六 ，是 古 坊 乡
“村 BA”的第四个比赛日。“烤翅
一对，快乐加倍，来吃烧烤咯！”
赛场外，烧烤摊摊主刘坤一边忙
着撒调料，一边热情地叫卖着。
珍珠奶茶、炸鸡薯条、烧烤、冰淇
淋、冰粉等摊位，在街道两边一
字排开。顾客们三五成群地围
坐在一起，一边享受着美食带来
的愉悦，一边谈论着赛事。

“这‘村 BA’办得好，拉动了
餐饮消费，我这七八桌基本上就
没空过。”刘坤笑着说，比赛这几
天，很多隔壁乡镇甚至湖北英山
的群众都过来消费。

沉浸激情赛事、欣赏节目表
演、品尝特色美食……连日来，除
了精彩的篮球比赛，古坊乡各村

“土味十足”的啦啦队表演，当地
农特产品展示也大放异彩，展现
出独特的文化魅力，让观众和游
客目不暇接。

在球场旁，古坊红心猕猴桃、
高山云雾茶等各色农特产品悉数
登场。“我们的茶园海拔都在 800
米以上，茶汤清澈透亮、幽香如
兰、口感饱满，您尝一尝。”古坊
乡产业发展带头人刘凤吆喝道。

“此次活动谋划时，我们就将

农特产品、特色美食展销与赛事
进行结合，目的是希望能带动各
经营主体增收。我们还对所有夜
宵摊位的从业人员进行资格审
查，要求所有摊位的特色美食必
须明码标价。”古坊乡党委副书记
方丽玲介绍，据不完全统计，此次

“村 BA”累计接待游客 3000 余人
次，餐饮、住宿、农特产品展销等
营业收入80余万元。

古坊乡平均海拔 600 米，耕地
面积 730 公顷，山场面积 2758 公
顷，森林覆盖率达 80％。该乡因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产
自这里的农产品有着与众不同的

“生态基因”。近年来，该乡秉承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理
念，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培育了
长岭兰芽茶、古坊红心猕猴桃、
生态大米等一批独具当地特色的
农特产品。

“酒香也怕巷子深”，古坊乡

因地理位置偏远，农特产品销售
曾是“老大难”问题。为了做强
古坊特色产业品牌，进一步拓宽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近两年来，
该乡创新举办“村 BA”和每月初
五“赶大集”等特色活动，通过聚
人气、引流量，实现“流量变现”，
当 地 农 产 品 随 之 成 为 销 售“ 爆
品”，从而进一步擦亮了农特产
品“金字招牌”。

打造山村IP
文旅融合方兴未艾

7 月 20 日傍晚，古坊乡街道
两旁停满了车辆，赛场周边的农
特 产 品 、特 色 美 食 摊 前 人 来 人
往，山乡的各处景致也成了“网
红打卡点”。在古坊乡大力打造
的 IP——087 爱情主题公园里，象
征爱情的皖西秘湖奇特的地形地
貌以及周边优美的自然环境，吸

引的不只是关心“爱情”的年轻
人；在数字直播基地内，琳琅满
目的农特产品引得游客驻足，在
这里不仅能够购买到物美价廉的
农特产品，还能近距离观看直播
团队的运作。

“ 我 在 网 上 看 到 了 古 坊 乡
‘ 村 BA’的 现 场 视 频 ，特 别 是
‘ 趣 味 篮 球 赛 ’太 好 玩 了 ，所 以
今 天 就 带 着 家 人 一 起 过 来 看
看。”来自岳西县城的游客汪艳
说，这次，她和家人准备在古 坊
民宿住上几天避暑消夏。

“ 我 们 举 办‘ 村 BA’就 是 希
望 能 扩 大 古 坊 知 名 度 ，向 大 家
宣 传 推 介 我 们 古 坊 ，将 比 赛 与
乡 土 文 化 展 示 、农 产 品 展 销 和
乡 村 旅 游 相 结 合 ，努 力 实 现 把
篮球赛办在乡村、办出农趣、办
出 农 味 儿 的 目 标 ，从 而 带 动 古
坊的农文旅融合发展。”古坊乡
党委书记王松林说。

“村BA”点亮山村“夜经济”
全媒体记者 何 飞 通讯员 梁月升 余 敏

参赛队伍是村民自发组织的“草根球队”，
球员都是当地村民，球场是露天的公共球场，
啦啦队是活跃在村文化广场上的舞蹈队伍，最
能制造动静的助威利器则是就地取材的家用
铁盆……还有诙谐幽默的方言解说，绝对是

“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这，就是岳西县古坊
乡于7月17日至21日举办的“村BA”。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辖区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效化解夏
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隐患，自 6
月下旬以来，怀宁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结合辖区道路实际，紧盯重
点时段、重点路段、重点人群和
重点违法行为，多措并举开展夏
季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织牢
夏季交通安全防护网。

为强化源头隐患排查整治，
怀宁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牵头组
织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开展道路

安全隐患大排查，将事故多发、
急弯、陡坡、连续下坡和临水临
崖路段作为重点排查路段，检查
道路沿线基础设施是否齐备，标
志、标牌设置是否合理等，并会
同相关责任单位及时整改。该
大队组织警力开展重点机动车、
驾驶人源头安全隐患“清零”工
作，深入客货运企业检查安全主
体责任落实和车辆安全状况，督
促企业定期开展驾驶人安全培
训，加强驾驶人暑期身体检查和

心理疏导。该大队还结合辖区
交通实际和夏季高温客货车昼
伏夜出安全隐患突出特点，以国
省道路、城区道路和农村地区为
主战场，采取定点执勤检查和路
面巡逻管控相结合，有针对性地
开展“一早一晚”和“零点行动”
勤务，线上线下联动作战，严查
酒驾醉驾、“三超一疲劳”、面包
车逾期未检验未报废、货车和三
轮车违法载人、驾驶报废车、逆
向 行 驶 、不 系 安 全 带 、“ 飙 车 炸

街”、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骑乘电
动自行车不戴安全头盔等重点违
法行为。同时，深入开展“美丽
乡村行”等交通安全宣传“七进”
活动，并针对易肇事肇祸、高风
险 驾 驶 人 、务 农 务 工 、“ 一 老 一
小”等群体，通过播放事故案例
视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
群众普及夏季交通安全知识；依
托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及时曝
光典型违法案例，提升违法整治
警示震慑和社会效果。

截至 7 月 18 日，怀宁县公安
局交警大队通过开展夏季交通安
全专项整治行动，现场查处严重
交通违法 6845 起，其中，酒驾醉
驾 29 起，闯红灯 21 起，疲劳驾驶
18 起，超载 126 起，超速 177 起，严
重超员 2 起，逾期未检验机动车
113 辆，二轮、三轮电动车交通违
法 5896 起。全县道路交通安全
总体形势持续保持平稳。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
讯员 郑生发）

怀宁县：织牢夏季交通安全防护网

▲7月17日，古坊乡“村BA”比赛现场热闹非凡。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摄

◀古坊乡“村 BA”赛场外，农特产品摊位吸引
了不少顾客。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