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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鸿）在寿县陶店乡桃园村，一场别
开生面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近日，村民们纷纷挂上了
崭新的信息化二维码门牌，互相询问着“我是8号，你家
是几号，我来扫一扫”，这样的对话成为了村庄的新风
尚。这些二维码门牌不仅可以让村民们轻松获取当地
地名信息，更是淮南市“乡村著名行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旨在通过文化引领、规范管理和信息赋能，为乡村振
兴注入新的活力。

近日，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自
“乡村著名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始终坚持以文化为魂、
规范为纲、信息为翼的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在厚植文化底蕴方面，我市深入挖掘和传承地名文化遗
产，确认公布了第一批地名文化保护名录44条，编撰出
版了《寿县地名故事》，并通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发布了
一系列地名故事，让乡村地名“活”了起来。

在规范地名管理方面，我市以落实《地名管理条例》
为主线，深入推进乡村地名命名工作。通过对全市农村
道路的摸排和命名，以及对群众自治组织辖区的命名和
更名，我市实现了乡村地名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
我市还将地名文化信息、特色产业、旅游景点等内容通
过二维码融入地名标志，共设置了2500余户智慧门牌和
42个智慧街巷路牌，为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生产生活信息
和服务旅游文化宣传，使地名标志成为展现乡村风貌的
独特名片。

在深化信息服务方面，我市积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
据技术，提升乡村地名信息化服务水平，通过采集乡村
居民点、街巷路、旅游景点等地名信息，并编绘GIS地名
信息系统“一张图”，为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文化和旅
游等部门提供了详实、规范、标准的区划地名信息服
务。此外，我市还实施了“地名+农业品牌推广”战略，推
动地名元素与特色农业品牌的有机结合，提升了“寿县
白鹅”“八公山豆腐”“潘集酥瓜”等绿色特色农产品的价
值。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在省内率先搭建了市级地名信
息应用系统，构建了全市统一的地名标志牌数据库。群
众只需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了解所在位置及周边
文化旅游等资源，还能实现便民生活缴费等功能，进一
步方便了群众的生产生活。

本报讯 (记者 柏雪 通讯员
朱丹 摄影报道)岁末年关，随着
春节的临近，人们也逐渐开始筹
备年货。为加强春节期间全市
食品安全监管，营造安全、幸福
的节日氛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于日前组织开展 2025 年淮南市
春节专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
作。

据了解，此次专项抽检围绕
人民群众日常食品消费需求，聚
焦节日大宗消费和高风险食品
品种，以及食品安全突出问题开
展。重点抽检包括粮食加工品、

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肉制品、
乳制品、酒类等种类的食品；抽
样区域将覆盖本市所有的县区，
抽样场所包括乡镇农贸市场、校
园周边、批发市场、商场、超市等
不同业态；相关抽检结果会及时
向全社会予以公示。对于抽检
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按规定要求
督促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并依
法开展核查处置工作，为消费者
坚决把牢食品安全关，确保全市
人民过个祥和、安全的新春佳
节。

开展专项督查抽检 确保春节食品安全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春节专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工作

“著名行动”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在乡村振兴事业中，加强乡村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高
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是重要一环。尤其对于留守儿童和
老人，健康服务需要时时在线、无微不至，及时为他们祛疾除
患，排忧解难。值得称赞的是，为给广大村民提供更加便捷、
贴心的医疗服务，我市潘集区各基层卫生院积极推进“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将医疗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受到他们
的欢迎。

据悉，“家庭医生”签约是国家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
一项重要内容。按照相关规定，居民个人签约只需要缴纳20
元或50元的费用，加上国家给每人补贴100元的标准，居民
可享受每年一次到卫生院进行4至5项体检项目和医生4次
上门保健服务。

为将这项服务落实好，潘集区祁集镇卫生院抽调精干力
量组成医疗服务团队，将优质服务送到居民家中，实现了“零
距离”接触和“面对面”签约服务；同时针对重点人群，制定

“一人一策”个性化方案，并提供免费送医送药上门服务，做
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做实一人”，为村民们送去健康服务
和关爱。

扎实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群众提供更精准、更
全面的服务，让居民享受到更便利、更实惠的健康服务。在
此过程中，应注重对于重点人群如老年人、孕产妇、儿童、残
疾人、贫困人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成员以及高血压、糖尿
病、结核病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等人群进行重点服务。“家庭
医生”团队应结合自身服务能力及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情况，
为签约村民提供涵盖常见病与多发病的诊治、用药、就医指
导等基本医疗服务，同时，根据签约村民健康需求与季节特
点、疾病流行情况等，通过社交软件与电话服务、上门服务、
细致服务、个性化服务满足村民各类就医和健康需求。团队
人员还应加强对村民的健康知识讲解、健康咨询和医疗政策
普及等，提升村民健康意识和防病知识，为其解答疑问，排解
其就医的后顾之忧，构建暖心服务空间和和谐医患关系。

提高村民健康水平，避免因病返贫，对助力乡村振兴、支
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重大作用和意义。当好“家庭医
生”，做村民健康的“贴心人”，征途在脚下，责任在肩头，荣光
在召唤。

“家庭医生”

做乡村健康事业贴心人
万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