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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杨磊 文/图）7 月 7 日上
午，迎江区建设路5、7号楼原址拆除
重建项目现场一派繁忙，工人们在挖
机的配合下，正进行桩基承台施工。
该项目作为迎江区第二个危房拆除
重建项目，标志着区域城市更新工作
取得新进展，预计将于2026年6月交
付使用。

“改造前的老楼是砖混结构，重
建后将采用框架结构，抗震设防烈
度达到 7 度，安全性能显著提升。”
现场施工负责人王先勇介绍。项目
计划主体结构施工 3 个月，砌墙及
内部装修 2 个月，外墙装饰与市政
配套建设 3 个月，正全力推进，力
争早日竣工。

建设路 5、7 号楼始建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中期，共有产权人82户，总
建筑面积约4975.3平方米。其中，5
号楼共 5 层，含 52 户住户及 11 间商
铺（9 户商户），面积约 3478.63 平方
米；7号楼共6层，21户住户，面积约
1496.67平方米。因顶层长期空置及

年久失修，两栋楼普遍存在楼道破
损、屋顶渗漏、外墙脱落等问题，严重
影响居民生活，安全隐患突出。

“经第三方机构多次鉴定，5、7
号楼均被评定为D级危房。居民们
强烈要求纳入棚改或拆除重建，但建
设资金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迎江区

宜城路街道党工委委员、政法委员徐
伟表示。为解决这一重大安全隐患，
该街道于去年底组织居民选举成立
了业主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参照人
民路街道老汽车站 3 号楼的成功模
式，正式启动重建工作。“前期有少数
居民对拆除有顾虑，我们通过反复上

门沟通做工作，最终获得了全体居民
的同意签字。”

项目采取“居民自筹+政府补
助”模式筹措资金。居民按 700 元/
平方米自筹，区政府整合政策资金
按 1500 元/平方米标准予以补助，
项目总投资超1000万元。今年4月
底前，居民们已全部搬迁完毕。5
月28日启动旧楼拆除，6月26日完
成场地清理并移交施工单位。6 月
27 日，5 号楼商铺部分率先进行基
础开挖，7月4日项目正式进入重建
施工阶段。

“我在5号楼住了35年，这栋楼
质量不行，墙壁是黄土泥沙建成的，
漏水严重，最怕梅雨季，外面大雨，家
里小雨。尤其4、5楼的邻居，下雨时
不得不在床上撑起三色布挡雨，刮风
下雨天根本不敢住人。”65岁的老住
户杨善瑜感慨道，“这次重建非常及
时，感谢政府关心我们老百姓的生
活！我第一个交了钱，就盼着新房交
付，从此不再为雨天发愁，能够住得
安心。”

建设路危房拆除重建项目开工 预计明年6月交付

危房新生“忧居”变“优居”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严燕）“报告指挥部，我们在
西江近岸发现一头江豚，它在水面漂
浮、行动迟缓，身体一侧有明显伤口，
疑似受伤。请指示！”……记者从市
渔业部门获悉，近日我市成功在西江
举行了长江江豚救护演练活动。

演练模拟，“江豚救护演练”巡逻
组在安庆西江发现“江豚”险情，后立
即做出响应、启动长江江豚救护应急
预案，集结相关救援单位在第一时间
赶往现场救援。演练由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安庆市农业农村局、安
庆市林业局等单位共同组织开展，共
出动救援船只 3 艘和救护人员 30 余
人。演练有效提升了渔政管理人员及
相关协作单位对江豚突发状况的应急
响应能力、救援操作水平，增强了团队
协作能力，完善长江江豚救护流程和
应急预案。

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对环境非常敏
感，是反映长江生态的“晴雨表”。长
期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等
因素的影响，其种群数量不断减少，甚
至一度濒临灭绝，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将其列为极危物种。

为保护江豚，2021年国内首部保
护长江江豚的地方性法规——《安庆
市长江江豚保护条例》颁布施行。近
些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的深入推进
以及《保护条例》的施行，长江安庆段
江豚栖息地环境明显改善，江豚种群
数量升至180头至200头（其中西江迁
地保护区内有江豚 25 头），成为安庆
市的一张“生态名片”。

我市成功举行

长江江豚救护演练活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浔
通讯员 王正东）7月8日上午，安
庆市六尺巷公证调解中心在市经
开区矛调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
的成立将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更多
解决矛盾纠纷的渠道，同时掀起

《公证法》颁布二十周年纪念宣传
活动序幕。

作为全市首个“公证+调解”相
结合的解纷平台，安庆市司法局和
宜秀区人民法院将充分发挥公证
制度在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改革中的职能作用，通过公证助推
司法辅助事务，促进审判执行工作
提质增效，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该中心依托市宜城公证处公
证员、退休法官及热心调解工作的
法律专业人士，组建了公证调解工
作团队，按照“先行调解+赋强公
证”“先行调解+司法确认”的纠纷
化解模式，提供一站式全流程法律
服务。在调解民商事纠纷案件时，
根据纠纷双方意愿，由公证员制作
具有与人民法院判决同等效力的

赋予强制执行公证书，纠纷事项即
可进入履约或执行程序。纠纷双
方不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不
用支付案件诉讼费、代理费，可节
约大量的诉讼时间和费用。

下一步，安庆市司法局将继续
优化完善“公证+调解”相结合机
制，强化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不断探索丰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途径，并将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发挥应
有的作用。

“公证+调解”赋能基层治理

安庆市六尺巷公证调解中心成立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
亮 通讯员 朱志文）7 月 4 日，
宿松县复兴镇盛宏发纺织公司偌
大的生产车间内，数百台纺纱机

“沙沙作响”，现场没有一个工人
参与纺线，只有数名工人骑着小
型电动车来回穿梭、检查机器运
行情况。

这一切的改变，源于“智改数
转”。近年来，复兴镇通过“破旧立
新”强动能、“超前谋划”筑根基、

“狠抓落实”拓新路，精准施策全力
打造纺织产业高地，奋力向“纺织
小镇”快步迈进。

“我们引进的‘粗细络联’等先
进设备，让车间内所有工序实现了
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大大减少了人

力投入，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大幅
提升。”盛宏发纺织公司负责人孙
中海指着正在高速运转的纺纱机
说道。

产业升级，“智改数转”是关
键。近年来，复兴镇主动上门对接
纺织企业，为企业解决融资、开拓
市场等切实问题，鼓励企业通过技
术改造来扩产增收，推动纺织服装
行业迈向高端化、智能化。如智能
化改造后，盛宏发纺织公司年产值
增加 1000 万，润嘉纺织公司的年
产1万吨纺纱项目实现年产值超1
亿元。

在推动企业“智改数转”的
同时，该镇还积极优化调整电商
网点，搭建电商销售平台，培育

标杆电商服装企业，打造纺织服
装电商示范小镇。通过“线上直
播+线下体验”销售模式，该镇电
商年销售额目前已突破 1 亿元，
带动留守妇女、脱贫户等群体灵
活就业100余人，人均年增收7万
余元。

目前该镇正在布局纺织服
装产业园，谋划打造纺织服装
行业“超级工厂”。“我们将整合
当前小而散的传统纺织企业，充
分利用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复兴
中学陪读的优势资源，引进优
秀 企 业 进 驻 纺 织 服装产业园，
完善镇域纺纱、织布、印染、服装
的闭合产业链。”该镇相关负责人
表示。

“智改数转”激活产业新动能

复兴谋划打造纺织服装“超级工厂”

迎江区建设路迎江区建设路55、、77号楼原址拆除重建项目现场号楼原址拆除重建项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