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肥登记古树名木2684株
星报讯（记者 王珊珊） 古树名木被誉为绿

色“活化石”，是珍贵的自然文化遗产。近日，记者

从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获悉，近年来，合肥市绿委

办多措并举开展古树名木及后备资源宣传和保

护，据统计，截至2023年4月，合肥市登记在册的

古树名木累计2684株，其中名木12株，一级古树

10株，二级古树45株，三级古树2617株，以麻栎、

柿树、黄连木、朴树、银杏等树种居多。

为保护古树名木，自2020年以来，市绿委办累

计开展古树名木养管情况抽查30余次，会诊古树

90余株。各县（市）区、开发区分别开展古树名木

养护巡查，邀请专家会诊累计60余次，会诊古树

200余株。针对古树名木受损，出现生长衰弱、濒

危症状的，制定“一树一策”保护方案，积极采取措

施进行抢救和复壮。

同时，合肥积极号召全民参与古树保护。上

线“合肥古树名木”微信小程序，市民可通过扫描

古树名木保护牌上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了解古

树名木详细信息，并可进行咨询、留言等互动。发

现身边古树名木存在病虫害、异常落叶等状态，市

民可在后台留言，市绿委办及时会同辖区组织技

术人员赴现场查看，救助。

下一步，合肥将探索实施重点古树名木“一树

一监测系统”建设，从温度湿度、风速、土壤、病虫

害检测、倾斜、倒伏及火灾预警等全方位逐步对10

株一级古树、45株二级古树、12株名木实行24小

时全天候精准监控和可追溯保护。

奇妙探索 趣味物理
星报讯（张文君 记者 沈娟娟）为激发未成年

人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8月4日，合肥市包河区

骆岗街道石桥社区党总支、团总支、妇联、关工委

携手蜀山区阳光公益服务中心在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奇妙的探索，趣味物理”太阳能卫星

模型拼搭科普手工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绘声绘色地给“小科学家”

们讲解了太阳能供电的原理。小朋友们也带着好

奇，积极参与科学知识互动问答，充分发挥想象力

和创造力，认真表达自己的看法，仔细聆听模型拼

搭中的难点，对接下来的太阳能卫星模型拼搭制

作跃跃欲试。

在制作过程中，“小科学家”们将一块块卫星

模型模板拼装起来，固定减速电机，并将太阳能板

固定在太阳翼模板上，连接好电机线路。即使遇

到问题也不慌不忙，在自主探索和志愿者老师的

指导下，各自有序地完成了太阳能卫星模型的制

作。通过科普手工模型拼搭的实践操作，志愿者

讲述太阳能供电的原理，让卫星模型在太阳光下

缓缓转动起来，孩子们真正地在感受到科学的魅

力的同时，也收获了快乐和成就感，体会到挖掘科

学原理的神奇。

此次活动，激发了青少年的探索精神和科学

兴趣，引导孩子们养成了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

宝贵品质。提高孩子们洞察力，丰富他们的暑期

生活。接下来，石桥社区将结合实际，搭建更加

丰富的学习和实践平台，让孩子们去探索更广阔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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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住房公积金“亮码可办”开始试运行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记者昨日从合肥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获悉，该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证明事项“亮码可

办”已全面试运行。

据了解，以往，异地贷款办理需要职工在缴存地开

具证明后提交纸质材料在贷款地申请。实现“跨省通

办”后，职工可直接在贷款地申请，由贷款地公积金机构

联系缴存地核查缴存情况，免去职工“两地奔波”，但无

法实时办理。另外，存在缴存证明等资料过期需要重新

开具的情况。

如今，住房公积金“亮码可办”彻底解决了上述问

题。“亮码可办”依托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和全国住房

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整合住房公积金个人证明事项，缴

存职工直接提供缴存证明验证码即可实时核查证明材

料，无需开具证明，无需往返两地，无需担心证明过期，带

来极大便利。

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亮码

可办”是住房公积金系统贯彻落实国家数字化发展的重

要体现，简化了申请人的手续，保证了证明的权威性，有

效防范了资料造假的风险，同时又保护了个人的隐私，将

真正实现“可用不可见”。

星报讯（周增 记者 王珊珊） 庐州大道与望湖西路

交口西南侧高地的违规菜地已经变成了一片郁郁葱葱整

洁的绿地，南一环路的废弃场地如今是一个拥有45个车

位的便民停车场……今年以来，合肥越来越多的城市“边

角料”通过“微改造”，变身城市的“金角银边”，既美了环

境，又乐了市民。

在这片“美丽”的背后，有这样一队不走寻常路的“城

管蓝”，高铁、高速沿线周边的小树林，他们一钻就是几公

里，炎炎夏日，树林里蚊虫繁多，出来以后脸上、胳膊上

“峰峦叠嶂”，都是蚊子咬的包。为了仔细查看围挡、围墙

深处，他们常常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杂草丛生的荒地深处

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环境卫生问题立即登记在册，待到整

改完毕，还要再深入实地查看核销。可

以这么说，城区的每个角落，他们都要

深入查看至少三遍，他们就是包河区城

管执法大队的队员。

“城区的主干道周边环境卫生一直

保持得很好，但高速、高铁沿线以及高

架桥下面的犄角旮旯是最容易被人忽略

也最容易堆积垃圾、环境脏乱差的地

方，这些区域巡查整改起来难度也比较

大，常常需要队员们‘跋山涉水’深入其

中，才能将问题发现并整改完毕。”执法

大队四中队副中队长余达常一边拔出陷

入泥土的脚一边说到。即便是连续高温

天气，队员们巡查的脚步也从不停歇，

每天结束工作回来以后，身上的制服脱下来都能拧得出

水。“今天你的步数破2万了么？”也成了队员们每天的问

候语。

据了解，今年年初以来，包河区环境卫生整治如火如

荼地开展起来，包河区城管执法大队四中队作为环境整

治工作具体经办队室，队员们每天步行巡查，曾经用时一

周把100多平方公里城区“走”了下来，实实在在做到了

“用脚步丈量辖区”，每个人都做到了心中有地图、地图有

点位、点位有办法。“所有的环境卫生整治问题都必须要

建立整改台账，落实责任人和整改期限，有时候整改不到

位的问题要打回重新整改，确保件件整改到位、核查到

位。”执法大队环境整治工作具体经办人徐晓虎说道。

合肥城管不惧高温
日均2万步用“脚步”丈量城市

星报讯（夏玉婷 孙雨静 记者 马冰璐） 为进一步扩

大辖区两家老年助餐点的群众知晓度，加强对老年助餐

点挂靠单位的安全检查，近日，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社区

积极开展老年助餐点宣传和安全检查工作。

社区组织志愿者走进“满口意”“蒸小皖”两家老年

助餐点周边的小区街巷，向过往居民群众发放老年助餐

点宣传单页，介绍老年助餐点的优惠政策。安排助餐点

负责人张贴“梅山路社区老年食堂”公示牌、暖民心——

老年助餐服务行动桌贴，完成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餐饮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留样制度、有害生物

防治制度四大类制度公示上墙工作。

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助餐点店内消防器材是否合

格有效、消防通道是否通畅，督促助餐点负责人做好

各类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并

针对夏季高温蚊蝇孳生严重的情况，重点检查了两家

食堂后厨的防蝇虫设施建设情况，下水道过滤网、灭

蚊灯等安装是否符合规范要求，督促商家做好食品安

全保障工作。

梅山路社区范围内的两家老年助餐点积极响应政府

号召，高标准、严要求建设便民实惠的“家门口”食堂，既

满足了广大老年群体的日常就餐需求，也进一步推动暖

民心工程落到实处。与此同时，社区层面将持续做好日

常监督和服务工作，以更加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动老年助

餐点惠及更多居民群众。

社区老年食堂 吃出幸福好“食”光

一句话新闻

星报讯（张宇记者赵汗青） 8月2日上午，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肥东县人民检察院与肥东

县梁园派出所、张集乡司法所、综治办、张集学校深入张集

乡新联合社区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专题调研。

新联合社区驻村工作队谢伟向调研组做关于未成

年人法治教育工作情况的汇报，现场了解新联合社区法

治教育建设情况。合肥市检察院张静指出，张集乡要充

分发挥好职能作用和政治功能；要依托法治实践教育基

地，不定期举办“法治教育日”活动，让全乡未成年人通

过观看法治宣传片、参加法治讲坛及模拟法庭等，不断

提高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要探索未成年人

普法宣传工作思路，开展模拟法庭进校园活动，通过沉

浸式法治教育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法治知识送到青少

年身边。

通过此次调研，张集乡将进一步落实法治教育建设

要求，共同做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

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做好青少年成长护航人

为深入了解群众需求，完善基层治理，8 月 5

日，合肥市淝河派出所联合卫乡村综治办、乡村振

兴办、应急办在蓝溪云庭小区开展“六情”大走访

活动。 沈滔 记者 马冰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