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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柏雪)在人潮涌动、车水马龙的城市
角落，倘若你捡到一个装有两万元现金的编织包，那
一刻你的内心会如何抉择？是一念之差将这笔意外
之财占为己有，还是坚守道德底线，选择拾金不昧？
近日，八公山区毕家岗街道新建社区居民桑先生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近日，新建社区工作人员接到了桑先生来电，他
称自己捡到了一个黄色编织包，里面有一些证件和大
量现金，希望社区可以帮忙寻找失主。

接到桑先生的反映，工作人员非常重视，立即联
系当地派出所共同寻找失主。民警首先对包内物品
进行了检查，发现包内有两张银行卡、一本护照以及
两万余元现金。通过护照上的信息，民警迅速联系上
了失主刘女士。

一个小时后，刘女士夫妻俩赶到社区，见到桑先
生后，紧紧握住他的手，激动地说：“这些东西对我们
夫妻俩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丢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
办，非常感谢你！”随后，夫妻俩又对社区工作人员和
民警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而面对失主的连连道谢，桑先生只是谦逊地表
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

点滴小事，传递温暖；凡人善举，彰显文明。桑先
生拾金不昧的行为，为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树立了榜
样。采访中，新建社区负责人表示，今后社区将以此
事为契机，继续弘扬正能量，推动文明建设，为居民创
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环境。

拾金不昧显美德 文明新风沁人心

又讯 (记者 柏雪 通讯员 潘
士清 摄影报道)随着清明节临近，
潘集区田集街道采取“ 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文明祭祀
宣传倡议活动。

连日来，田集街道华清苑社
区组织志愿者队伍和社区工作人
员深入居民家中宣讲文明祭祀的
意义和具体做法，鼓励他们用实
际行动践行绿色祭祀理念。“社区
工作人员给我们发放了《文明祭
祀倡议书》，倡导用鲜花祭扫、植
树缅怀、网络追思等低碳方式替
代焚香烧纸等传统习俗，我觉得
内容很实用，而且用鲜花祭祀既
环保又雅致。”华清苑社区居民杨
涛说道。

据了解，此次倡议得到了社区
居民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响应，居民
们纷纷表示愿意从自身做起，用更
文明更低碳的方式祭奠先人。

图为社区工作人员深入居民
家中开展文明祭祀宣传。

本报讯（记者 郑洁 通讯员
陈雯 摄影报道）清明将至，为营
造“移风易俗 文明祭祀”的良好
氛围，八公山区新庄孜街道治东
社区组织20余名党员成立专项
宣传队，过“组织发力+党员带
头+群众参与”的创新模式，全力
推动绿色祭扫理念深入人心。

“阿姨，用鲜花代替纸钱，既
文明又环保……”连日来，党员
志愿者们深入小区、商业街等人
员密集区域，向居民发放《文明
祭扫倡议书》，并结合森林防火
实际案例，向居民耐心讲解文明
祭祀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社
区创新运用“线下展板+线上短
视频”双渠道宣传模式，利用户
外电子大屏循环播放文明祭祀
宣传片，引导居民以文明、环保
的方式寄托哀思，营造平安、绿
色的清明氛围。居民李大爷说：

“以前真没意识到传统祭祀方式
对环境和安全有这么大影响，以
后我一定响应号召，用文明的方
式缅怀先人。”

图为志愿者在群众中开展
文明祭祀宣传。

倡导文明祭祀
弘扬时代新风

本报讯（通讯员 葛如俊 蒋翠翠 摄影报道）“师傅，我
的车没油‘趴窝’了，我能从油站打点汽油吗？”近日，一位
司机焦急地跑进中石化淮南丁集加能站寻求帮助。

得知这一情况，站长孙杰立即带上一名员工来到车
辆趴窝处，准备帮司机把车推进站。由于一路是上坡，为
了省力，孙杰让司机在车里控制车辆掌握方向，他和员工
在车后推车。经过通力合作，十几分钟后，车辆被顺利推
进站。加满油后，司机看着大汗淋漓的石化员工，感激地
竖起大拇指，为暖心的石化员工点赞。

车辆站外“趴窝”中石化暖心救助

本报讯(记者 柏雪 通讯员 潘士清 摄影报道)当
前正值小麦春季田管的关键时期。位于潘集区泥河
镇的市米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基地内，在农技人
员的指导下，只见无人机在青葱的麦田里来回飞行，
将药剂均匀地喷洒在拔节的麦苗上，公司种植的700
多亩优质小麦在短短3个小时就完成了飞防。

“春到万物生，田管正当时。眼下气温逐渐回升，
小麦步入生长管理的关键阶段。我们按照小麦标准
化种植模式，及时一喷三防，防病虫草害，坚持品牌打
造、绿色生产，与加工企业开展优质专用小麦生产，采
用专用农机设备，提高防治效果，力争夏粮丰产丰
收。”市米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满怀信心地说
道。

“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当前小麦正处于拔
节孕穗的关键时期，为了抢抓农时，泥河镇特意组织
科技特派员深入全镇各村，开展小麦病虫害防治技
术指导工作，并大力推广无人机等农业先进设备精
准施药技术，助力农户科学配比药剂与营养液，降低
了生产成本，推动小麦田管工作提质增效，为夏粮丰
收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夏粮稳产增收提供了有力保
障。

俗话说：“春争日夏争时”。连日来，潘集区农业
部门及时组织力量，加强指导春季田间管理，采取以
科技为支撑、农艺和农机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小麦病
虫害防控，全力保障小麦茁壮成长。全区 36 万亩小
麦已全部完成了一遍病虫害防治，小麦长势良好，为
提升今年夏粮产量和品质奠定坚实基础。

图为无人机将药剂均匀地喷洒在麦苗上。

农艺农机紧密融合 助力夏粮稳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