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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说起公园，在安庆没人不知道菱
湖风景区。那儿的石桥、凉亭、林荫小
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这
座始建于1952年的风景区，在近70年
的时间里，如同一个正在成长的姑娘，
出落得越来越标致。

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菱湖风景
区仅有菱湖公园一名成员。随着莲湖
公园、皖江广场和市民广场建成开放，
景区范围不断扩大。如今的菱湖风景
区还包括康熙河景观带和正在建设的
秦潭湖公园，总面积已经扩大到8.7平
方公里。

节假日模式到日常模式

菱湖公园是景区里资格最老的成
员，它于1952年开始对外开放，是安徽
省第一座公办公园。

1952年，菱湖公园的面积只有31
亩，没有水面。次年，市政府拨款购进
一批名贵花木，公园建设初具规模。
在这之后的30多年里公园继续兴建。
1988年公园总面积达到600亩，其中水
面占了60%，当时它是市区唯一的综
合性公园。公园分为儿童游艺、花卉

观赏、游览休息、动物园、自然山林5个
功能区，除了湖、山、亭、桥、花坛、草
坪，还有700多平方米的温室花房，花
房里培植有800多盆珍贵花木盆景。
目前公园的植物有百余种，总数有
6000余株。

聊起菱湖公园最大的变化，正在
湖心亭里坐着歇息的丁宪华老人很感
慨。过去来菱湖公园是一件非常奢侈
的事，买门票、坐公交，那时都是一
笔支出。“我家住在大南门，当时不
舍得花钱坐公交，有时走好几里路。
现在免门票，公交也不收费，赶上好
时候了。”丁宪华老人说。

在33岁吴振的记忆中，小时候只
有节假日父母才会带自己来公园。

“爷爷奶奶中午送饭到公园大门口，
通过铁门递进来，吃完饭，我再接着
玩。”吴振表示，菱湖公园给童年留
下很多美好的记忆。

2007 年 1 月 1 日，菱湖公园结束
“收费时代”，美景不再藏在高墙大院
内，成为全开放式的城市公园。每天
都有许多市民前来游览、锻炼，或是
翩翩起舞，或是放声歌唱，悠闲自
在，其乐融融。

素面朝天到颜值爆表

一路之隔的莲湖公园比菱湖公园
年轻30多岁，80年代中期才开始开发
建设。在这之前她犹如一位素面朝天
的姑娘，没有亭台楼阁的修饰，没有红
花绿叶的装扮。

“过去的莲湖远没有现在这么大，
也没有这般精致。不少地方长着野
草，有的地方地面裸露，中间还有一座
垃圾山。”正在漫步机上锻炼的唐宜善
告诉记者。

据了解，1984年市政府成立大湖
建设工程领导小组，治理、开发莲湖风
景区。四年后莲湖公园建成，总面积
600多亩，一半水面一半陆地。公园里
有心旷神怡的茗香山，有游船往来如
织的莲湖，舒适幽静的环湖绿道，还有
亲子广场、青年广场、票友广场、卵石
滩地、亲水平台等。

这些年来，公园的园林绿化越来越
好，树木花草数不胜数，一年四季都有
景，牡丹、玫瑰、荷花等一到花季争奇斗
艳，好多游客一待就是半天。扮美水上
公园的，不仅是花草树木，还有一座座

漂亮的亭台楼阁。莲湖西南岸有艾春
亭，西岸有日出亭，北岸有天香亭。如
今的莲湖公园俨然成为市民心中的“绿
野仙踪”，是修身、锻炼、赏景的好去处。

菱湖独秀到多点开花

随着康熙河景观带和秦潭湖公园的
加入，菱湖风景区从菱湖独秀变成多点
开花，现在由六湖一河组成，分别是菱
湖、莲湖、小菱湖、东湖、西湖、秦潭湖和
康熙河，横跨主城区和规划发展区域，呈
现出如意形状，已经成为城市的生态绿
心。记者从市园林局获悉，截至去年底，
建成区的公园绿地面积已经超过15000
亩，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超过16平方米。

由于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资源十
分丰富，菱湖风景区于2007年获评中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2011年被国家旅
游局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它在
提升城市形象，改善人居环境，丰富群
众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
加强管理，2016年我市制定《安庆市菱
湖风景区条例》。《条例》的颁布实施，
使菱湖风景区管理工作实现了“有法
可依”。 记者 陈娟娟

从一枝独秀到横跨主城区和规划发展区的城市生态绿心

菱湖：承载美好记忆 展现地标新貌

9月15日，市民在菱湖风景区内
游玩。当日，是中秋小长假最后一
天，菱湖风景区内游人如织，很多
市民抓住假期的“尾巴”，举家出
游，享受悠闲时光。

记者 徐火炬 摄

假期悠闲时光

本报讯 近日，《安庆市建筑
施工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由
市住建局印发出台，将进一步遏
制建筑工程高处坠落事故多发问
题，加强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安全管
理，织牢我市建筑工地高处作业的

“安全网”。
该规定明确建设单位对施工现

场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负首要责任；
监理单位对施工现场高处作业安全
管理负监管责任；施工单位对施工
现场高处作业安全管理负主要责
任，同时应当对从事高处作业的现
场负责人、作业人员、应急救援人
员进行专项安全培训，专项安全培
训包括高处作业的危险有害因素和

安全防范措施、高处作业的安全操
作规程以及安全防护设施、劳动防
护用品的正确使用、紧急情况下的
应急处置措施等。同时，规定明确
对从事高处作业的特种作业人员除
开展培训外，还必须持证上岗。规
定还对安全警示标志、检验验收、
应急处置等都做了明确要求。

与此同时，各级住建主管部门
还将进一步加强对施工现场高处作
业的日常检查，对存在高处作业安
全隐患项目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视
情节严重程度，作出责令限期整
改、约谈、通报批评、停工整改、
立案处罚等相应处理。

（记者 江露露 通讯员 郑莎）

织牢建筑工地高处作业“安全网”

本报讯 9月 12日，记者从市经
信局获悉，经推荐、审定、公示等程
序，我市认定“安徽清扬水处理设备
科技有限公司”等 82 家企业为 2019
年度安庆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接下来，各县 （市） 区将加强
对本地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的指导服务，整合资源给予重点扶
持，支持企业做优做强。新认定的市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将继续坚持

“专精特新”发展路子，切实搞好生产
经营，加强品牌建设，不断提升核心
竞争力和创新驱动力，充分发挥示范
带动作用。 （记者 李渊）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出炉
全市共82家企业上榜

本报讯 9月15日上午，2019年
安庆市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
式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艺汇
演举行。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宋
圣军出席并为少数民族服务中心揭
牌，市政协副主席程秋月讲话。

程秋月在讲话中指出，加强和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既是民族
工作的重点任务，也是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维护稳定的工作要求，更
是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共同目
标。我市将以宣传月为契机，深入

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聚力
推进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创新发展，
不断提升各族人民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

启动仪式上，对入围“建设伟大
祖国、建设美丽家乡”主题征文的作
者进行表彰，为困难群众送上慰问
金，开展精彩的文艺汇演等。据了
解，少数民族服务中心将积极向各族
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知
识等，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和问
题。（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杨磊）

2019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

开展民族团结创建活动
推进民族事业创新发展
宋圣军程秋月出席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市文化和
旅游局获悉：今年中秋小长假，我市
乡村游、休闲度假、红色旅游、文
博游受到省内外游客欢迎。三天假
期，全市共接待游客253.12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1%，实现旅游总收入
13.86亿元，同比增长10.3%。

今年中秋小长假期间，我市各地
以农家乐、民宿游、生态游、农事体验
游为主题的乡村游十分活跃。2019
年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周各项活
动正在有序开展，小长假期间，在黄
梅戏艺术中心和石化俱乐部进行的
安徽省地方戏曲（戏曲声腔）汇演，为

市民和游客献上了一道丰富的文化
旅游大餐，“白天看景，晚上看戏”成
为假日旅游新业态。

小长假期间，天柱山风景区对省
内游客免票，推动节庆文化和旅游融
合，带动了天柱山周边景区游客增
长。岳西天峡景区开展中秋千人赏
月、千人夜宴、千人夜游等活动，吸引
了周边省市的游客。

据悉，小长假期间，我市旅游市场
秩序井然，未发生旅游安全事故，无重
大旅游投诉，实现了“安全、质量、秩
序、效益、文明”的假日旅游工作目
标。（记者 汪迎庆 通讯员 吴极）

中秋小长假全市接待游客
253.12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13.86亿元

为激发新时代移民警察从警荣誉感和使命感，9月11日，安庆边防检查
站赴独秀园开展了以“守初心再出发”为主题的实践参观活动。

通讯员 张方涛 摄

（上接第一版）

机制创新——
打造持续创新“发动机”

一年前，作为国内领先的工业智
能化解决方案供应商之一，从传统电
力产业迈向工业机器人新兴领域，科
大智能借助G60科创走廊平台效应，
与上海松江联手做了一体化尝试——
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研究孵化基地。

一年后，在科创产业园区的科大
智能展厅，机器人手臂安装汽车零件
的视频，吸引了很多人关注。

此外，科大智能正与复旦大学类脑
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开展合作，共同
建设机器人研究院，通过健康服务、智
能诊疗类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孵
化，解决社会医疗难题的同时，带动机
器人相关附加值产业落户长三角。

这只是缩影。
推进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加快科技

要素流动、打造科技创新共同体……参
与G60科创走廊建设，实现科技资源高
效配置和开放共享，打造长三角持续
创新“发动机”，合肥正走在路上：

“引进来”——通过自主创新政策
“借转补”对外合作项目，支持本地企
事业单位与长三角地区高校、科研院

所、技术领先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每
个项目支持100万元；通过天使投资基
金高层次人才团队项目，支持高层次
科技人才团队在合肥创办企业；依托
长三角知名高校品牌优势及科研实
力，完善合肥产学研系统布局，与全国
18个知名科学院所建立了23个协同创
新平台。

“走出去”——鼓励在肥高校及科
研院所走出安徽、融入长三角，先后支
持中科大设立上海研究院量子中心；
支持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与长三角
高校、科研院所在超导材料、医药化学
等方面开展前沿科学研究；在常州市
设立“先进制造技术研究所”，开展机
器人与智能装备研发。

“融起来”——推进G60科创走廊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物联网）；参加上
交所G60科创走廊科创板服务基地建
设；发布首批1796项大型科学仪器开
放共享清单……

“包括合肥在内的G60科创走廊9
个城市陆续开放共享大型科学仪器，
南京的企业在合肥租用设备，我们按
照年度支出的20%给予补助，补助最
高可达200万元。”王明忠说，今年合肥
还试点科技创新券的互认互通。

以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为契机，合
肥积极构建共商机制，融入长三角“创

新圈”步伐不断加快。

产业创新——
打造产学研一体的创新

产业体系

作为生于合肥、长于合肥的中国
大学生创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科大
讯飞将“人工智能+”技术全方位“扎
根”到了上海的各领域。

由上海市公检法系统和科大讯飞
共同打造的“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
办案系统（206系统）”，可解决刑事案
件办案中存在的证据标准适用不统
一、办案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被认定为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
软件”。6月1日举行的长三角三省一
市主要领导座谈会上，三省一市高院
与科大讯飞确定开展深度战略，共同
推进“人工智能+法院”在长三角地区
的应用。

“科大讯飞与上海的合作可谓全
面开花。”科大讯飞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科大讯飞已列入国家新一代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与上海多所
高校协同研发，在机器翻译、人机耦合
的同声传译、翻译辅助训练等方面开
展探索和合作。

不仅仅是科大讯飞，产学研一体
深度融合的长三角创新产业体系中，
合肥已经有了一席之地。

近两年，合肥支持龙头企业在长
三角优化布局、提升能级，科大讯飞、
中科智能等企业率先在长三角城市设
立研发中心或生产基地；支持本土企
业拓展长三角销售市场，四创电子、国
祯环保等企业产品在江浙沪市场占有
率达40%。

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合肥也
依托创新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新
华三、网易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合肥。

与此同时，合肥鼓励区域内行业龙
头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建立跨区域产业
技术创新联盟。新能源汽车领域，牵头
筹建G60科创走廊新能源汽车和网联
汽车产业联盟；集成电路领域，参与建
设集成电路产业跨区域平台“长三角
ICC联盟”；人工智能领域，安巢经开区
与青浦工业园签约全面战略合作，启动
组建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联盟。

“下一步，我们将巩固提升合肥在
新型显示等产业的领先优势，打造长
三角领先的‘芯屏器合’新兴产业集群
板块。”合肥市发改委有关人员介绍，
同时围绕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领域
抢占先机，力争在未来产业培育上领
跑长三角。

本报讯 9月15日晚，一场别开
生面的戏曲剧目在市黄梅戏会馆上
演。韩国大邱民俗戏剧协会携韩国
传统戏曲 《裴冰儿谣》 亮相安庆，
为我市戏迷带来别样精彩的艺术体
验。这也是韩国戏剧首次在我市开
展文化交流演出。

《裴冰儿谣》主要讲述裴冰儿因
相思病去世以后，她的父母伤心欲
绝，叫来巫师跳神，想让女儿起死回
生，结果引来骗子被骗光所有财产。
韩国大邱民俗戏剧协会会长朴显淳介
绍，因为安庆是黄梅故里，有着悠
久且富有特色的戏曲文化，所以他

们此次带来的也是韩国传统戏曲剧
目，以便更好的进行相互交流。

去年，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小剧
场黄梅戏《玉天仙》作为唯一受邀
中国剧目参加第三届韩国戏剧节，
并获得“最佳国际剧目奖”。此
后，还参加韩国第九届大田艺术
节、韩国第十四届光州国际和平戏
剧节，深受韩国戏迷喜爱，也深化
了中韩两国戏曲文化交流。据了
解，今年，市黄梅戏艺术剧院还将
携小剧场黄梅戏《薛郎归》再次走
进韩国。

（记者 江月 通讯员 王勇）

《裴冰儿谣》昨晚上演

韩国传统戏曲首次亮相安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