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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市50项民生实事实施以来，全市各县区严
格按照方案要求，积极开展民生实事推进工作。近
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赴寿县走访民生实事工
作开展情况。

老有所养，就近养老新风尚
在寿春镇花园社区明珠佳园小区，记者来到小

区内一处养老综合服务中心，这里是“嵌入式”养
老模式在寿县推广落实的典型案例之一。所谓“嵌
入式”，即养老机构与社区有机融合，以社区为载
体，将养老资源嵌入、养老功能嵌入以及多元化的
运作方式嵌入，为周边老年群体就近养老提供专业
化、个性化、便利化的养老服务。

如果大家看过一部港片《桃姐》就能知道，片
中桃姐在中风之后居住的养老院就是“嵌入式”，在
香港，建在社区中甚至是居民楼中的微型养老院就
属于“嵌入式”养老院。

记者在寿春镇花园社区养老综合服务中心看
到，该服务中心分为一、二两层。据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该服务中心一层设置了接待区、休闲阅读
区、中医理疗室、健康评估室、餐厅和厨房，二层
则设置有6间双人间和2间五人间，共22张床位。其
余空间配备了起居厅、康复中心、文娱活动室、棋
牌室、护理站、助浴室等，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
全”。

“我们这处养老综合服务中心功能的面积约有
1200平方米，估算投资约300万元，项目建成后，可
服务于周边十多个小区，不仅完善了社区养老配套设
施、改善了养老环境，还构建出城市养老新生态下的
社区会客厅，予人归属感。同时通过提供各种休闲空
间和医疗理疗服务，也有利于为社区‘增值’，成为
社区服务的亮点。”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

幼有所育，托育中心建设忙
在寿春镇状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一节以视

频为主、讲解为辅的“防溺水”宣传教育课正在进
行，近20个孩子正对着电视中的防溺水宣传动画看
得津津有味，而他们旁边则是今年暑期返乡的大学

生。
“我们返乡之后，社区在网格群里发布了志愿者

招募，我们是作为志愿者参加社区的暑期托管服
务。”大学生小李对记者说道。

持续做好50项民生实事，是寿春镇状元社区的
重要宣传工作之一，其中安心托幼、假期托班等为
孩子们暑期生活提供了去处。近年来，寿县在加强
幼有所育方面下苦工、见成效。

“2021 年以来，我县共完成托育托位建设 2842
个，备案托位2302个，完成托育机构托育系统备案
26 家；2023 年全年共招收 3 岁以下婴幼儿 1197 人，
目前在园497人。连续三年完成市级下达的托育托位
建设年度目标，共兑现托位运营补贴 227.6 万元。”
寿县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道。

据了解，总建筑面积4400平方米，针对0-3岁
婴幼儿托育服务的寿县托育综合服务中心目前已完
成项目立项、可研和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一旦落
地将有效扩大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完善托育体系
建设，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民生实事，重点项目促落实
今年 4 月，寿县印发了 《寿县 2024 年实施 50

项民生实事落实方案》，将寿县 50 项民生实事划
分十大类，细化了 79 个指标，建立各部门联动机
制，定期召开任务推进会，确保各项目标任务高
质量完成。

在环境保护、促进就业、卫生健康、困难群体
救助等方面，寿县创新宣传方式，加强组织调度，
全力推进50项民生实事重点项目建设有序沉稳落地。

“截至6月底，全县实施50项民生实事79个指标
中有55个指标完成序时进度，完成率69.62%。其中

‘三公里’充分就业社区数量、惠民菜篮子和物业管
理全覆盖等24个指标已提前完成。”寿县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介绍说。

下一步，寿县将继续加强督查调度，优化宣传
方式，利用宣传海报、宣传视频等方式，扩大宣传
范围，切实提升群众知晓率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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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 摄影报道）7 月 16
日，由淮南师范学院、中共淮南市委党史和
地方志研究室、淮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
共同主办的首届楚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淮南师
范学院召开。60多位省内外高校、研究院所
的教授专家、考古学家、历史学者以及我市
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齐聚一堂，从不同领
域、不同维度、不同视角出发，围绕“楚文
化与中华文明”主题，共同研讨楚文化的渊
源与流变，共商传承发展大计。

楚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文化长河中喷涌的巨浪，是令人高山
仰止的文化高峰。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
位于今淮南市寿县一带，今天当我们站在楚
文化积淀地，再次回望这座高峰，依然是

“一语激起万波澜”。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16位嘉宾发表了主

旨演讲。“楚都发展与中国古都的早期形
态”“关于安徽楚文化及研究的一些问题”

“湖南遗址出土楚简述略”“寿春城遗址考古
的新进展——西南小城和寿滨古城”“楚文
化与安徽”“楚考烈王生平大事及主要贡
献”……16 位嘉宾都是饱学鸿儒、文史大
家，他们学术功底深厚、研究视域宽广、知
识储备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楚文

化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研究。
淮南是楚文化遗存密集地，是楚国最后

国都所在地，也是楚文化鼎盛辉煌的呈现
地。与会嘉宾对此次楚文化学术研讨会给予
了高度评价。湖北大学教授张钟云说，目前
淮南各项考古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适时举办
楚文化学术研讨会非常及时、非常有必要，
通过对楚文化的研究探讨，尤其是对楚国晚
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课题进行研
究，意义重大。他表示，嘉宾学者的发言质
量高、内容实，形成了丰富的成果，也让广
大的研究者对接下来的研究更有信心。

随着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如何利用
新视角、新成果、新手段来深化楚文化研
究和宣传，也是大家关注的问题。“楚文化
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人类文明
的共有财富。着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文
化使命。”大会主办方表示，此次楚文化学
术研讨会是第一届，计划以后每年都定期举
办一次以楚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构建
一个“多省联动、多方参与、特色鲜明”
的学术研讨会，把楚文化学术研讨会办成
一个集学术交流、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的
品牌盛会。

穿越历史长河 探寻楚文化瑰宝
“楚文化与中华文明”首届楚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