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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祝亮）市

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

从合肥市轨道交通集团获

悉，8 月 14 日~16 日，受安徽

省发改委委托，中铁第四勘

察设计院在肥召开合肥市轨

道交通 7 号线一期工程初步

设计预审查会。

会上，与会专家们听取

了关于 7 号线一期工程初步

设计的汇报，与省、市相关部

门进行沟通、交流，并前往 7

号线一期工程沿线进行实地

踏勘，最终形成专家组审查

意见。

在省发改委的大力支持

下，合肥轨道交通第三期建

设规划获批后，各项后续工

作加快推进。其中，7 号线一期《工程可研报告》评估

会、7 号线一期《工程总体设计》专家审查会已顺利召

开，此次7号线一期《工程初步设计》专家审查会的召开

也标志着项目距离落地又近了一步。

合肥地铁7号线一期工程初步设计预审查会召开

“孩子 9 个月的时候体检发现有先天性髋关节脱

位，医生给配了矫形架。2 个月后复诊，孩子的髋关节

长好了，可去除矫形架后无法站立。”孩子的父亲陈武

告诉记者，后来他们去了另一家医院，在医生的建议下

做了基因检测，孩子被确诊患有SMA（罕见的遗传性神

经肌肉疾病，最终，患者可能丧失行走能力，并且难以完

成呼吸和吞咽等基本生理功能）。

“孩子得了这种病，当时不知道她能活多久，但我们

不愿放弃，把她带到这个世上，就要对她负责。”陈武

说，女儿患病后，全家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还向亲戚朋友

借钱，辗转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各大医院求医，可是每

次结果都很失望。

2019 年 2 月 11 日，治疗 SMA 的特效药——“诺西

那生钠注射液”正式在国内上市，这让陈武一家看到孩

子生的希望。可是70万元一针的花费对于这个工薪家

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这个药需要长期使用，打一

针得 70 万，第一年打6 针，之后每年3 针。”陈武告诉记

者，即便不用特效药，女儿的护理需要购置大量康复及

辅助器具，如矫姿椅、站立架、矫姿鞋等，并长期坚持康

复锻炼，家庭经济及医疗资源的投入同样非常大。

此外，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去年发起了中国首

个 SMA 患者援助项目，该项目为符合申请条件的患者

免费提供援助药物。主要采取自付+赠送的形式，按三

年的费用计算，患者平均一年需支付120万左右。

“目前安徽已将这种罕见病纳入大病保险报销范围

之内，70万一支费用，报销额度最高可以达到50万，每

一年大概费用在15万到20万左右。”陈武说，今年5月，

女儿已用上了药，“希望国家给予特殊政策支持，将这种

救命药尽快纳入医保，让更多的孩子能够用上药。”

借钱、卖房子，陈武表示，作为父母，他理解很多家

庭对于特效药的渴望，“孩子如果尽早用药，基本上都是

可以康复的。”陈武告诉记者，虽然女儿身体不好，但智

力仍是正常水平，可以进行正常交流并学习课本知识，

这足以令他们很欣慰。当陈士萱被问到有什么愿望时，

她害羞地说道：“我想和其他小朋友一起上学。”

收到通知书当天，蜀山区残联详细了解小士萱的治

疗康复情况，并带来了慰问金，党组书记、理事长董少华

说：“你们要有信心，我们和其他部门会尽最大力量帮助

你们。”

西园小学王校长则欢迎小士萱光荣地成为一名小

学生，并鼓励她走出家庭、接触社会，叮嘱她以后上学的

注意事项。在秋季开学后，小士萱就能进入梦寐以求的

校园，实现自己的上学愿望。

7岁罕见病女童艰难求医不忘求学梦
8月13日下午，在合肥市蜀山区三里庵街道竹荫

里社区灯具厂宿舍，罕见病脊髓性肌肉萎缩患儿陈士

萱小朋友收到西园小学的录取通知书，她也是西园小

学今年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小朋友。因为患有罕

见的“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简称：SMA），7岁女孩陈

士萱无法和同龄孩子一样站立、行走，只能由父母一

刻不离在身边照管，但她一家没有放弃上学的梦想。

□ 董杰 仲名山 孙雨静 陈莹莹 记者 沈娟娟

长三角葡萄精品产品联盟揭牌
星报讯（包育晓 程阳 记者 沈娟娟）8月16日，中

国·合肥第十八届“绿色大圩”葡萄文化旅游节暨首届

长三角葡萄文化交流活动正式开幕，长三角葡萄精品

产区联盟揭牌。据介绍，作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桥头堡，包河区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大圩镇充分运用

信息科技力量，以“精品、特型、科技”为特色，举办“云

上葡萄节”。

“以安徽大圩为主会场，联合上海市马陆镇、江苏

省句容市茅山镇、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画溪街道，举办

云开幕仪式，开展联盟云签约。”大圩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后将通过标准制定、渠道共享等举措，实现葡萄

精品化路线，让以大圩为代表的精品葡萄生产区成为

葡萄产业的引领者和示范者，更好地促进带动农民增

收增效。

记者了解到，8月16日，中国·合肥第十八届“绿色

大圩”葡萄文化旅游节暨首届长三角葡萄文化交流活

动正式开幕，历时两个多月。今年大圩葡萄种植面积

已达11000亩，年产量1500万公斤左右，拥有20多个

品种。除此之外，今年大圩葡萄还将与抖音电商部、拼

多多等平台，开展直播带货合作，举办体育明星带货、

网红流量明星等各个层次的直播活动，为大圩农产品

在线销售开辟一条崭新的销售之路。

东航昨起恢复国内航线热餐供应
星报讯（记者 祝亮）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东航获悉，随着

国内疫情形势逐步向好，民航业迎来快速复苏。东航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加快恢复航班运行，同时聚焦旅

客服务体验，于 8 月 16 日起全面恢复除新疆、大连地

区外国内航线航班热餐供应。

进入 8 月以来，东航国内航班量日均突破 2400

班，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 95%以上，并同步推出“随心

飞2.0”——“早晚随心飞”航空产品，激发市场需求，提

升消费信心，即面向普通旅客，也支持企业客户批量购

买，助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提振航空旅游全产业

链消费水平，畅通国内大循环。面对快速回暖的民航

市场，根据各地常态化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东航在8

月份开始有序恢复国内航线航班热餐，从北京、上海等

地商务精品航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航线，东航推出了

超过500种航空餐食菜品供旅客品尝。

餐食制作过程中，东航在原有的食品安全管控体

系基础上，采取多项措施对生产人员和食品原材料进

行管理，进一步加强了对食品卫生的管控力度。在餐

食生产过程中，不仅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做好员工的健

康检查和体温测量，同时暂停采购使用进口的冷冻海

鲜原辅料。

据悉，8月16日热餐全面恢复后，对于实际飞行时

间超过91分钟的国内航班，东航会在早、中、晚正餐时

段为全舱位旅客供应热餐；另外厦门-上海、长沙-上海

两条航线的公务舱也会在晚上8:30之前供应热点餐。

星报讯（胡少殊 何爽 姚雪婷 记者 于彩丽）劝导遛狗

不牵绳6362起，铲除粪便5072处……为规范遛狗不牵绳、

不及时清理犬只排泄物等不文明养犬行为，合肥城管部门

近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文明养犬集中整治，并组织起上千

人的文明养犬巡查执法队。

掌上管犬有“神器”
近日，一款移动犬管平台APP成了滨湖方兴社区城管

队员手机中的“必备神器”。这是滨湖城管部门为了方便

犬只管理，避免狗狗在外面随地大小便、意外伤人等情况，

而“量身定制”的移动犬管平台。今后，通过该APP平台，

城管队员可以即时查询犬主和犬只信息，还可以通过平台

查看免疫服务点和犬证办理点等服务信息，队员在巡查过

程中发现有犬只在路面大小便或未系牵引绳时，现场可以

通过平台拍照取证，以便后期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今

后，相关犬只的种类、健康状况、处罚等信息将一览无余。

成立1000人文明养犬巡查队
近期，合肥市城管部门在全市范围开展文明养犬集

中整治。目前，合肥各区、开发区城管局均成立了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该市城管系统已组织 1000 余人的文明养犬

巡查队。据了解，在这次文明养犬集中整治行动中，合肥

主城区每个小区均配备劝导员，佩戴统一袖标，每日分早

晚两班巡查。劝导员负责在进行文明养犬宣传的同时，

也将对不文明遛犬行为予以及时劝导。截至目前，该市

城管部门共发放文明养犬宣传彩页 63640 余册、“致养犬

户的一封信”62600 余份。另外，全市主城区城市管理部

门设置文明养犬宣传点 13 处，悬挂宣传条幅 360 余条，覆

盖 230 余个宣传栏，张贴文明养犬公益广告 200 余块，在

居民花园草坪制作文明养犬爱护花草警示标牌 468 块，

组织志愿者宣传 113次。

不文明遛犬将面临扣留犬只
在营造文明养犬宣传氛围的同时，合肥城管部门也将

配合辖区街道、社居委，做好养犬户摸底排查工作，针对遛

狗不牵绳违规行为，开展以宣传教育为主、惩戒处罚为辅

的现场执法实践活动。截至目前，合肥市主城区城市管理

部门共计劝导遛狗不牵绳 6362 起，铲除粪便 5072 处。按

照集中整治行动计划，自 8 月 13 日开始，合肥城管联合公

安部门，针对遛狗不牵绳、犬粪不清理等不文明遛犬行为

开展集中整治行动，组织每日早晚两次专项巡查，对巡查

中发现的不文明遛犬违规行为予以扣留犬只，当事人到城

管部门接受处罚和教育。

城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呼吁，市民养犬应做到“三不

走”，即未牵绳不走、不清理犬粪不走、特定区域不走。

千人巡查，合肥向不文明养犬行为说“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