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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昨日从安徽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为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交

通安全管理，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

生，近日安徽多地发布通告，对部分高速公路交

通技术监控设备进行升级改造，新增抓拍“接打

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交通违法行为种类。

其中，淮北市在 G1516 盐洛高速 402KM+

480M下行（盐城方向）和G3京台高速788KM+

800M下行（徐州方向）新增抓拍系统。

宿州市对辖区高速公路7处交通技术监控

设备，新增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交通

违法行为非现场采集功能。具体点位：京台高

速743KM+350M（合肥方向）；连霍高速241 KM+

250M（徐州方向）；盐洛高速391 KM宿州北（盐

城方向）；徐明高速58KM泗县西（徐州方向）；徐

明高速58KM泗县西（明光方向）；德上高速476

KM+900M（山东方向）；德上高速476 KM+900M

（河南方向）。

阜阳市在 S12 滁新高速上行 202km+50m；

S12滁新高速下行213km+400m；S12滁新高速下

行 253km + 150m；S12 滁 新 高 速 上 行 272km +

400m；S12滁新高速上行313km+400m；S12滁新

高 速 下 行 K320 + 900m；G36 宁 洛 高 速 上 行

352km+100m；G36宁洛高速下行352km+400m；

G36宁洛高速下行382KM+500M；G35济广高速

下行 522km+400m；G35 济广高速上行 557km+

100m等高速公路卡口，新增拍摄“驾驶时拨打、

接听手持电话”“驾驶时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

行为”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交警部门提醒，开车需谨慎，驾驶要小心。为

了您的安全，更是为了车上亲人的安全，请自觉养

成开车不接打电话、不玩手机的良好驾驶习惯。

旌德县白地镇：浓情端午 粽叶飘香
近日，旌德县白地镇的家家户户已经开始提前准备食材包粽

子了。雪白的糯米，夹杂着新鲜的五花肉馅，包裹在青翠欲滴的

粽叶里，压实，捏成粽子的形状，用线扎紧，不一会儿，一只只棱角

分明、美味可口的粽子就诞生了。农户家中，白花花的糯米、红彤

彤的蜜枣、碧绿的粽叶在庭院内摆放整齐，包粽子现场热闹非凡，

大家分工合作，制作白地镇敬老助残的“端午温情”。

“我们每年都会过来包粽子，为的是让村里居家养老的老人、

残障人士过一个温情端午，根据他们的牙口、喜好，在食材选择、

烹饪方式和寓意上用足心思，让他们也可以过上一个暖情满满的

端午佳节。”白地村村民鲍秀花笑容满面地说道。现场不论男女

老少，个个都是包粽子的能手，一双双灵巧的双手下，不一会儿面

前的食材就变成一个个精美的粽子。

除了包粽子，他们还化身送“福”人，和白地镇党委、政府的镇

村干部们一起以“浓情端午送温暖”为着力点，带着“温情”走访慰

问辖区内的老人，除了帮他们打扫卫生、修剪指甲、整理房间，还

会陪他们聊天说话唠家常，让他们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与

温暖。为丰富辖区村民精神文化生活，镇域内6个村将会开展不

同形式的端午节活动。

据了解，近年来，白地镇党委、政府以传统节日为着力点，一直

坚持为辖区内的老人送温暖和关怀，通过电话询问、实地走访等形

式让300多名老人感受到来自党和镇政府的温情。 梅妍曹开发

星报讯（方雯 方萍 杨栋 记者 马冰璐） 6月

16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和安徽省生命健康产业推

进组工作专班办公室在合肥联合主办中国首台

（套）大孔径磁共振功能创新应用发布，向全国

乃至全世界展示推介中国首台（套）大孔径磁共

振引导微创治疗系统。

这台全称为“大孔径磁共振引导微创治疗

系统”的设备进行了专门的“增肥减个”。为目

前全球最大，比一般磁共振孔径增大了15%，机

身则缩短了30%。被科研人员和医护人员亲切

地称为“白胖子”。

这样的独特设计是为了留下

更充足的手术空间、方便医生介入

治疗操作、更好地为患者治病。另

外，和“白胖子”配套的所有操作治

疗的设备、耗材都是磁兼容性，所

有的检查治疗都不怕磁场吸引。

“白胖子”的出生地在合肥，孕

育它的是安徽硕金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和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

医院）的联合研发团队，是首次由

中国人自己研制并投入临床应用

的大孔径磁共振引导微创治疗系

统，实现了国产医疗装备的重大突

破。全程参与这套系统临床研发应用的专家、

中国科大附一院影像科主任吕维富教授表示，

“磁共振引导下进行介入治疗在国内已经有开

展，但目前我国相关磁共振介入设备基本依赖

进口，并且价格昂贵，相关介入技术普及相对较

困难。这次是咱们自己国产的、纯自主知识产

权的设备系统。”

据了解，从今年1月在中国科大附一院（安

徽省立医院）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以来，“白胖子”

已经帮助医生团队为70多位患者解除了病痛和

疾病困扰。

填补国产医疗装备空白！“白胖子”来了
中国首台（套）大孔径磁共振功能创新应用成果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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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县杨疃镇：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让村民畅享“五金”

“年初拿到了土地出租保底金 5000 元，估计年底还能分红

7000元。我在合作社务工，每月还有2000多元的工资。算下来，

与同龄人在外务工的相比，也不少收。”日前，灵璧县杨疃镇杨集

村村民孙芬香掰着手指头一五一十地计算着去年的收入。有了

“五金”收入，孙芬香幸福满满。杨疃镇杨集村位于杨疃镇政府西

北约15公里处，受自然条件限制，村民祖祖辈辈靠天吃饭。

2018年，从部队退伍回来的程壮壮回村参选，成功当选为杨

集村党总支委员，2021年当选为杨集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经过镇党委、政府、专家和市场经纪人的“把脉”，结合杨集村

情民情，村两委按照“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入股+村民入股”的方

式，成立以村党组织领办，以特色种植、养殖为主的专业合作社。

2022年，该村通过与杨集村黑姑娘合作社、振兴家庭农场、赵

飞专业养殖农场深度合作，走上“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主体”的

“1+1＞2”混合发展模式，实现土地集中经营、农作物规模种植、农

户抱团发展，创新形成了村集体、企业、农民利益联结的多元模

式，逐渐走出了一条“租金+薪金+股金+现金+奖金”带动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2022年，杨集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03.4万

元，全村村民人均收入超过1.8万元。 王庆明

泗县：发展食用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泗县草庙镇草菇种植基地，一排排类似于工厂厂房的生产

房格外引人注目。厂房里，一层层“货架”上，草菇如雨后春笋般竞

相从基料中冒出，工人们正小心翼翼地忙着采收新鲜的草菇。

为发展乡村振兴新产业，2022年，草庙镇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600万元，采取“基地+村集体+农户”的运营模式，共投入3000万元

资金，建设36间标准化厂房，工厂化生产草菇。由于草菇对生长

空间内的湿度要求比较高，草庙镇草菇基地引入了专业自动化控

温、调湿和通风机组设备。同时，还在厂房内的菇架旁安装了白

色“灯带”，常年为草菇提供适宜的光照“刺激”。

普通大棚种植草菇一年只能生产一批，而智能化工厂种植一

年则可以生产三到四批。如今，在草庙镇草菇生产基地里，一批

菇能采收三到四茬，每个“厂房”一批能生产出2000~2500公斤草

菇。小小的草菇不仅提供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农民增收，还为乡

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姚森 记者 禹志强

今年以来，庐江县聚焦医改难点，不断完善

和优化措施，多措并举，推动医改高质量发展。

庐江县是人口大县，为让医改政策深入民

心，该县除利用融媒体平台、公众号、微信群、宣

传折页、海报等推送医改政策外，镇、村干部和卫

生工作线人员还走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向群

众开展面对面的政策宣传和健康指导。全县围

绕医改开展调研走访活动，此次走访还包括为群

众开展健康体检，了解群众就医感受和需求。

对流出到县外就医的人员摸排建档、定期

随访，加强分级诊疗和医保政策的宣传，加强群

众的健康管理，引导群众有序就医，节约医保资

金，减少外出就医增加的医疗、交通、食宿等负

担和各种不便。强化首诊负责制，落实分级诊

疗责任制，实现一般疾病、常见疾病在镇村医疗

机构就医，大病、重病在县级医疗机构就医，畅

通转诊绿色通道，形成“有序就医、逐级转诊”的

就医格局。5月份以来，镇、村医疗机构规范化

上转诊591人次，县外规范化转诊638人次，基

层的门诊量有了明显提高。

加强对基层医疗机构人员培训和人才培

养，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最大程度地满足基层老

百姓健康就医的需要。该县投资7180万元新建

了柯坦镇卫生院，现在每天的门诊量均在200人

次以上；石头镇卫生院投资30余万元建成了手

术室，目前成功开展手术2例。

该县出台了《庐江县外请专家手术（会诊）管

理办法》，强化财政保障，县财政首期统筹资金450

万元作为外请专家专项资金，通过专项财政基金

报效外请专家费用的模式，让群众就医做到“大病

不出县，小病不出村”。据统计，自5月8日以来全县

外请专家55人次，经测算通过外请专家手术共节

省医保基金98.2万元，个人自付部分减少54.1万

元，老百姓的就医幸福感有了明显增强。曾福来

安徽多地高速升级改造交通技术监控设备

驾车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将被抓拍

“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
庐江县多措并举助力综合医改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