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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首秀”机器人带电作业

宣城市：打造长三角地区养老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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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宣传员 进社区宣传民生
12月17日，合肥市大圩镇民生办开展“民生小

小宣传员”民生工程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小小宣传

员们在民生联络员的带领下，向社区的居民和过往

的行人进行民生政策宣传并发放宣传册、民生钥匙

扣等相关宣传品。小小宣传员表示：以后还要走入

社区宣传，让社区里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知道

民生工程为老百姓做的好事，让大家都乐呵乐呵。

此次活动，共发放传单300多张，进一步提升了

民生工程政策知晓率和满意度。 ■ 余梦雅

近日，合肥市七里塘社区竹溪社居委联合安泰社

工开展“冬至饺香、情暖社区”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居民

们一起动手包饺子，随后，志愿者将包好的饺子送到辖

区困难家庭中。通过此次活动，让居民们从陌生变熟

悉，让邻里情在热腾腾的饺子中不断传递。■ 黄平平

星报讯（记者 祁琳） 全省首个的省级生态市，所辖

7个县市区均为国家生态县，是我省唯一与苏浙两省交

界的市……宣城是一片宜居宜业宜游的热土，发展养老,

宣城有无限可能。

“十三五”期间，宣城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养老产

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积极打造长三角地区养老后花园，

同期开展长三角一体化协作工作，首批长三角异地养老

机构名单中，宣城就有8家养老机构、4920张床位入选。

据悉，截至2019年底，宣城市全市户籍人口中60周

岁以上的59.71万人，户籍人口老龄化率21.42%，基于这

样一个老龄化程度远远超过全省、全国平均水平的事实，

“十三五”期间，宣城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养老产业

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走出一条特色养老之路。

宣城生态优良，森林覆盖率59.34%，空气优良率超

90%，是全省首个省级生态市，所辖7个县市区均为国家

生态县。宣城交通便利，芜宣机场即将启用，即将县县通高

速、县县通高铁，已进入合肥、南京、杭州“1小时经济圈”。

宣城区位优越，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两

翼”之一，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

城市群成员，G60科创走廊城市，南京都市圈城市发展联盟

成员。优越的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优势，宣城市积极打

造长三角地区养老后花园，建设“养生福地、健康宣城”。

记者获悉，宣城市与上海市松江区民政局、浙江省嘉

兴市民政局结对签约，签署《旅居养老合作备忘录》，联合

发布了三地38家异地养老机构、6家一体化养老实训基

地、97家老年旅游推荐景区名单。

宣城市将充分发挥本地文化、旅游、养老、养生等资源

优势和区位优势，在长三角养老服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格

局中，加强区域分工协作，走出宣城市特色养老之路。

积极融入长三角，积极打造养老后花园的同时，宣城

市更注重自身城市养老的发展。统计显示，宣城市各类养

老机构160家，床位1.89万张，其中护理型床位1.05万张，

先后有120家养老机构获评星级。全市8.1万多老年人享

受高龄津贴，2.2万多低收入老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6个县市区开通24小时为老服务热线，覆盖52万多老人。

泗县：养鱼助脱贫，跃进致富门

今年56岁的许康西家住泗县屏山镇老山村

小许庄，其本人肢体二级残疾，妻子周梅患有多

项慢性疾病，他们家也成了村里出了名的“困难

户”。2014年，经过民主评议，许康西一家被纳入

建档立卡贫困户，随之开展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

精准帮扶措施。鉴于其特殊的家庭情况，驻村工

作队和帮扶责任人建议他承包村里的水塘，进行

渔业养殖。

正当许康西铆足干劲准备大干一场时，资金短

缺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在了解情况后，驻

村工作队及时跟进，2017年，帮助许康西申请到了

5万元的小额扶贫贷款。有了资金的“活水”，许康

西主动申请承包了村里的20多亩鱼塘，搞起了纯天

然生态养鱼。一年下来，靠着养鱼的收入，许康西

就能挣到近三万元。除了用心打理鱼塘，夫妻俩也

没让家里的土地荒废，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一年也

能带来一万多元的收入。

在各级扶贫干部的帮扶下，通过生态养鱼，许

康西一家逐步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日子也越过

越红火。谈及未来的发展，许康西表示，今后还将

尝试“水面养鸭，水中养鱼”的立体生态养殖模式，

并建设垂钓中心，不断增加收入渠道，实现养殖效

益的最大化。 ■ 姚森 周海涛

星报讯（李岩 记者 叶佳超 文/图） 12月17日，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首次应用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顺

利完成10千伏线路的接火送电工作。这是配网带电

作业机器人在安徽电网中的“首秀”，实现了我省相关

技术发展“零的突破”。

当日上午9点半，位于合肥市青翠路和莲花路附

近的10千伏青翠路6号电杆处，巨大的黄色绝缘斗

臂车停在路边。在约15米的高空处，身着全套绝缘

服的合肥供电公司工作人员童中宇正熟练地操作着

斗臂车，精准地调整着位置进入带电区域。据当日工

作负责人之一的张作盛介绍，当天的接火工作是为了

服务合肥市明珠小学的用电增容需求。为了不影响

师生们正常教学而采用带电作业方式进行。在过去

至少需要停电1个小时以上，而今年将在不知不觉中

就完成升级。

“今天是我们安徽电力配网带电作业机器人的首

次运用！”顺着张作盛手指的方向，接火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地进行中。高空中，机器人展开机械臂，熟练“抓

住”10千伏线路，轻轻一发力，内置的工具就将绝缘层

顺利剥离。在此过程中，张作盛全程仅使用一台

PAD，就“远程”指挥着机器人的所有作业步骤，其整

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

据合肥供电公司不停电作业中心负责人宋光明

介绍，本次试点运用是国家电网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

单臂人机协同机器人，具有体积小、操作简易等特点。

其手臂长度达1.1米，远超过一般操作人员平均85厘

米，可操作范围扩大近一倍。带电作业机器人3只“眼

睛”可视范围近300度，哪怕晚间光线不足情况下也可

以进行。他表示：“在高温、雨雪等恶劣天气情况下，运

用机器人带电作业带来的工作效率和安全系数提升显

而易见。”

星报讯（沈中心 记者 江锐） 体彩大乐透第20127

期大奖得主近日现身安徽省体彩中心，领走了属于他

的680万大奖。从购彩到领奖，这位大奖得主仅用了

16个小时。

大奖得主周先生是位95后。据周先生介绍，他是

亳州本地人，也是不久前从外地回到家乡发展，目前从

事物流工作。当回忆起购彩的经历，周先生打开了话

匣子，滔滔不绝地向工作人员讲述了他与彩票的“传

奇”结缘史。3年前的周先生在江苏工作，有一天路过

南京的一家体彩店，突然灵感乍现，随即走进店机选了

几注大乐透，自此开始便走上了购彩之路。

令人吃惊的是，原来周先生不单单这一次被大奖

眷顾，曾在一年前，在他身上还发生过一段“令人惋惜”

的准中奖史。那是一年前的一天，周先生像往常一样，

将心仪的号码早早地写在纸上，计划下班后去彩票店

打几注。可是没想到，竟被突然而来的饭局打乱了原

本的计划，错过了当晚购买大乐透的时间。当晚中奖

号码开出后，周先生惊讶发现，自己选中的号码竟然中

了头奖，但可惜的是当晚并未出票。

第一次与大乐透大奖擦肩而过后，周先生认为这

次遗憾是“大奖来临的前兆”，为了避免遗憾再次发生，

之后的每期大乐透他都必买。

说起这次中奖，周先生直言：“中奖来得有点太突

然！”之前的“准中奖”经历给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经

历了那次的乌龙事件后，他重新选了钟意的几个号，组

成了一张票面金额为12元的“6+2”复式票，这组号码

一守就是一年多。

12月14晚上10点多，周先生才想起来看看开奖号

码，像往常一样对了一下号码后，他瞬间“感觉有点头

晕”，一时间还不敢相信中了大奖，缓了好一会儿反复

确认后才清醒过来，顿时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如此丰厚的奖金，准备怎样使用呢？”“中了大奖

后，会不会辞掉工作?”面对工作人员的疑问，周先生神

情淡然地说道：“怎么会？兑奖之后还得赶回去上班，

生活依然维持现状，考虑用奖金先把房贷还掉，剩下的

再慢慢计划。”

周先生表示，中奖的事还没来及告诉家人和女朋

友，怕他们为自己担心，等兑奖之后再慢慢告诉他们。

亳州680万大奖得主“闪电”领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