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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我们将坚持问题导向，补齐短板，
学习借鉴山西科技创新重塑性改革和先
发地区经验，全面推进体制创新、机制创
新、制度创新，在三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
布局。”望江县县长霍辉开门见山地说。

霍辉认为，首先要让体系更加完
善。霍辉说，我们坚持县委、政府主导，
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建立由县
领导牵头的创新专班，推动“党政产学
研金介用”合作+平台建设，围绕纺织服

装、新能源汽车及装备制造和绿色食品
加工三大主导产业部署创新链。

“我们坚持以产业培育为主线，出
台导向性、精准性更强的科技创新支持
政策，建强机制，推动人、财、地、物、数据
等要素向创新主体集聚，激励各类市场
主体加大研发投入，让企业主体在创新
中获得更大回报，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
力。”霍辉表示，制度上要进行固化，要坚
持把体制、机制创新成果固化成制度，久

久为功、持续用力，不断推进新技术、新
产品研发攻关和成果转化应用，推动科
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创新抢占市
场、赢得先机成为企业发展的不懈动力。

霍辉表示，全县上下将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指
示精神，聚焦强化“两个坚持”、实现“两
个更大”的目标要求，落实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对标先发地区，主动融入长
三角，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坚持改革、开放、融合的创
新发展思路，营造良好创新生态。”霍辉
说，要在改革中深化创新。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创新
供给质量。加强宣传引导，建立容错纠
错和科学评价考核机制，形成全社会鼓

励创新、包容创新的环境，营造敢于创
新、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激发全社会
创新活力。在开放中推动创新。进一步
解放思想，加强对新科学知识的学习，
关注科技发展趋势，对标长三角等先发
地区，深化开放合作，推深做实招才引
智、招商引资，着力招引一批科技型企
业、引进一批科技创新型人才，实现弯
道超车、快速发展。在融合中助力创
新。发挥大数据作用，借助市工业大
脑、城市大脑等创新平台，加快县级公
共研发平台建设，增强平台创新服务
功能，提升企业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现创新
链高效服务产业链。
全媒体记者 徐媛 通讯员 嵇奕华

创新链产业链互动 为高质量发展添动力
—— 访 望 江 县 县 长 霍 辉

9月26日晚，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
剧院、浙江允中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壹出戏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
同出品的小剧场黄梅戏《香如故》亮相
杭州西溪天堂艺术中心。这是继《玉天
仙》《薛郎归》之后的第三部小剧场黄梅
戏。至此，安徽浙江联合打造的小剧场
黄梅戏三部曲全部呈现，黄梅戏创新发
展和长三角文化高质量融合的道路上，
又添精彩一笔。

催泪首演致敬“逆行”英雄

这是一出改编自真实事件的戏。
13岁的小姑娘蕾蕾，每天放学后在

广场卖花，只为了给卧病在床的母亲添
些营养品。网约车女司机常小凡知道后，
每天接送蕾蕾，风雨无阻。直到某天，常
小凡倒车撞倒蕾蕾，三天后，蕾蕾去世。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常小凡，逆向而行，
寻找证据把自己告上法庭……

谈起《香如故》的创作，编剧屈曌洁
说，这源于一篇题为《傻姑娘把自己告
上法庭》的新闻报道。在屈曌洁笔下，常
小凡通过自知、自省、自查、自责、自诉、
自尊的心路历程，完成了人的自我塑
造、人性的自我救赎和对“干净的幸福”
的执着追寻。

2019年始，市黄梅戏艺术剧院与浙
江允中也着手这部戏的创作，今年在安

庆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排练，最终在杭州
首次呈现。“我们想传达爱与善良，拷问
现代都市人的灵魂，成为‘后疫情时代的
一剂良药’。”该剧总策划余青峰说。

首演邀请百余名医护人员、50名
律师和记者作为首批观众，以此致敬抗
疫英雄。疫情中的医护人员和主人翁常
小凡的精神是相通的，都是“逆行者”，
都因爱而“香如故”。

“小制作”的“大情怀”

2018年，市黄梅戏艺术剧院与浙江
允中也合作推出首部小剧场黄梅戏《玉
天仙》。2019年，双方再次合作推出第二
部小剧场黄梅戏《薛郎归》。两部戏广受
好评、屡拿大奖，演出邀约不断。

《玉天仙》《薛郎归》都是将传统题
材进行当代演绎的古装戏。“如何突破
自我，原创一部贴近当下、符合现实，满
足当代都市观众审美和视听需求的小
剧场黄梅戏，成为我们的新追求。”市黄
梅戏艺术剧院院长余登云说。

于是，都市类小剧场黄梅戏《香如
故》应运而生。这也是小剧场黄梅戏“三
部曲”的最后一部。

《香如故》是“小制作”，简单的布
景，6个演员一台戏，除了女主角王琴外，
其他演员需分饰两至三个角色。余登云
说，“小制作”也有“大情怀”，“这个情怀，

不仅是花很少的钱创作启迪心灵的原创
好作品，更是对黄梅戏创新的坚守。”

提到整部戏的创作历程，艺术总监
黄新德介绍，创作一部好的黄梅戏“难”，
创作一部好的小剧场黄梅戏“更难”，创
作一部好的都市题材小剧场黄梅戏“难
上加难”。

“都市观众审美的多样化，给戏曲舞
台呈现带来很大难度。”黄新德介绍，不能
用传统戏曲程式和套路来演绎都市剧，又
要让近在咫尺的观众“看得下去”，让戏

“一直立在舞台上”，就需要在舞美、表演、
样式感、音乐等多个方面进行创新。

去戏曲程式化，用一种新的身体语
汇来表现内心涌动的情感，也给集话
剧、音乐剧及影视表演经验为一身的国
家话剧院侯岩松导演带来挑战。最终，
他选择在搭建表演框架与样式调性上
下足功夫，以“减法”做加法，让动作与
唱词、音乐融为一体。

作为黄梅戏作曲家陈华庆的第一
部都市题材黄梅戏作品，他在作曲时固
本求新，大胆融入歌剧、话剧、音乐剧甚
至是rap等元素。

探索长三角文化高质量融合

这是安庆与杭州两地共同打造的
第三部小剧场黄梅戏，每一次演出、呈
现，都是长三角文化融合发展的生动实

践。在《香如故》中，融合的理念和行动
更甚。

《香如故》云集了来自浙江、安徽、上
海等地的艺术“大咖”。从创作到排练，在
安庆进行；试演和首演，则在杭州。

突破地域限制，齐集各方人才，共
同打造一出戏，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安徽时的讲话指示精神
的具体实践，也是长三角文化高质量融
合发展的最好诠释。

“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已经身在长
三角。”余登云说。

“此后我们还会合作创作出更多好
作品，相信黄梅戏会在浙江生根发芽。”
余青峰说。

在创排阶段，《香如故》就受到了来
自浙、皖两地的大力扶持。目前，该剧已
入选了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项目、
2020年度安徽省锡剧创作孵化计划项
目、杭州市文化精品项目支持。

虽然刚刚首演，但《香如故》已受到
不少演出邀约，并将参加2020年中国小
剧场戏曲展演、杭州市新剧目展演等。

“此次首演，准确说是试演，我们会
结合观众提出的意见，边演边改、边改
边演，不断打磨完善。”余登云说。

此后，已经成型的小剧场三部曲也
将“打包”闯市场，开启探索系列小剧场
黄梅戏演出模式的全新旅程。

全媒体记者 江月

第三部小剧场黄梅戏杭州首演

戏曲嫁接小剧场 黄梅“香如故”

9月27日，在大观区大湖社区广场，
演员们正在表演精彩的文艺节目。

黄梅歌舞《安庆味黄梅风》、经典歌
曲《歌唱祖国》《把一切献给党》等，赢得
社区观众阵阵掌声。国庆、中秋“双节”
来临，大观区文化部门组织多场文化惠
民民生工程演出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
气氛，丰富市民的节日文化生活。

全媒体记者 黄有安
通讯员 项顺平 摄

广场文艺

迎“双节”

本报讯 截至9月27日，华阳河湖群
的支湖泊湖水位连续78天超警戒，内外
水头差达5米，成为名符其实的“悬湖”。

9月27日上午，泊湖望江县凉泉乡
壬辰占村万米河口圩上，县乡村三级干
部及应急管理部森林消防局机动支队
三大队的 100 名官兵奋战一线，筑子
堤、挖导渗沟……

7月11日起，华阳河湖群水位全线超
警。包括黄湖、龙湖、感湖、泊湖、大官湖五
大湖在内的华阳河湖群，湖水经泊湖进入
望江县境内的杨湾闸、华阳闸，汇入长江。

华阳河湖群正常蓄水面积近900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近6000平方公里。
因杨湾、华阳两闸站无对江机排能力，
每逢大汛极易形成“关门淹”。

今年汛期，长江安庆段水位长时间
居高，杨湾、华阳两闸开闸时间被推迟
至 9 月 10 日左右，比往年晚了近一个
月。9月中旬，长江安庆段水位再次上
涨，华阳河湖群流域迎来两轮明显降
水，让华阳湖水位在10天内涨了30厘
米，江水上抬、湖水上涨，使得泊湖沿湖
地区，尤其是凉泉乡防汛压力巨大。

“受江水位上涨影响，杨湾闸仅开
了三天。华阳闸闸口虽然还是开的，但

是闸门内外水头差很小，对降低湖水位
作用有限。”望江县泊湖防汛抗旱指挥
部副指挥长郝海平说。

险情就是命令。洪水来袭，为了守
护家园，他们心手相依、齐心协力——

59岁的金圣国是凉泉乡河南村村
民，汛期以来，每天早上7点他都准时
赶到堤坝，加装防浪布、加筑防浪土料。

生于 1997 年的吴张军，是该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职工，他已经在河口圩上
坚守了31天。

……
截至9月27日，华阳河湖群水位连续

78天超警戒；泊湖河口圩段内外水头差达
5米。尤其是近十余天，湖水位猛涨，超河
口圩保证水位18厘米，险情不断。

截至27日，凉泉乡广大干群已连续
奋战近80天，用无私奉献换来河湖安澜，
用坚韧毅力筑起了一道坚强堤坝。

“水位高居不下，不确定因素较多，
目前，全乡的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晒得
黝黑的凉泉乡党委书记刘秀芳，望着圩
内的10000余亩水稻说，“疲劳应战、压
力巨大。稻子马上就要收割了，必须全
力坚守、死保！”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悬湖”下的 80 天坚守

望江县凉泉乡全力以赴保圩堤

本报讯 9 月 29 日，市委宣传
部、市人普办召开全市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宣传工作会议。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宣传部门
和新闻单位要高度重视、精心实施，
科学制定方案，指定专人负责，抽调
精干力量，把握宣传重点、突破宣传
难点、打造宣传亮点，认真落实好各
项工作任务，为我市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营造浓厚氛围。要把握重点
节点，围绕“参与”、“人群”、“动员”
下功夫，把握宣传节点，做好普查准

备、普查登记、数据汇总及普查成果
发布三个阶段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工
作。要增强宣传实效，加强新闻宣
传、社会宣传、工作协调，确保每个
阶段的宣传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要严肃宣传纪律，人口普查政策
性强、牵涉面广、关注度高，相关宣传
和舆论引导工作，必须在严把政治
关、政策关的前提下平稳有序开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将于
11月1日开始。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全国人口普查宣传工作会议要求

把握重点节点
做好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

本报讯 9月29日上午，2020
年安庆市文化创意产品展在安庆博
物馆开幕，副市长王爱武出席。

此次文创产品展由市文化和旅
游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为期六
天。产品展以“文化安庆，创意生
活”为主题，通过文化旅游创意产
品推介、戏曲展演等形式，集中展
出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在文化创意
产品、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类产

品、优秀旅游商品等8个类别500
余件产品。通过文旅融合，推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丰富旅游商品的内涵，
协同推进创新链、产业链、价值
链，让富有安庆特色的地域文化
和戏曲文化留下来、活起来，为
文化安庆建设增光，为安庆高质
量发展添彩。 （全媒体记者 刘
惠子 通讯员 黄宇）

2020年文化创意产品展开幕
王爱武出席

本报讯 桐城市人民法院持续
开展“黑财清底”专项执行行动，不
断加大对涉黑、恶案件财产的执行
力度，确保将显性“浮财”、隐性“暗
财”一网打尽。

相关工作人员逐案明确财产刑判
项金额，核实主动缴纳及执行到位情
况，对尚未执行完毕的，分析、摸排被执
行人财产情况，研讨执行措施。针对
聋哑人成某、宋某涉恶罚金案件，因两
名被执行人正在服刑，执行局长带队
到湖北找寻被执行人家属，法理并行，

最终说服被执行人家属代为缴纳罚金
2.8万元，并承诺国庆节前再凑齐2万
元缴纳罚金。截至9月24日，桐城市
法院涉恶案件已执行到位109.6974万
元，到位率91.24%。

下一步，桐城市法院将充分运
用各种强制执行手段，建立健全黑
财查控机制，实现涉案财产全查清、
利益链条全挖出，将生效判决确定的
罚金、没收财产、返还受害人等财产
刑落到实处。 （全媒体记者
周国庆 通讯员 许文春）

桐城法院开展“黑财清底”专项行动

本报讯 记者 9 月 28 日从市
“扫黄打非”办公室了解到，我市分
别与铜陵市、六安市达成协议，分别
实行“长三角一体化工程”和“大别
山工程”区域“扫黄打非”联防协
作，整治区域间涉黄涉非突出问题，
净化区域文化市场环境，并于近日
开展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专项整治行
动联合检查。

联防协作围绕平台共联、信息
共享、市场共查、案件共办、队伍共
建、文化共创等6方面内容开展，合
作共建联席协作平台、信息互通平
台、经验交流平台、宣传互动平台、

“扫黄打非”基层站点工作平台，依
托信息系统、网络等互通工作动态，
实现信息共享，针对突出问题开展
区域互检和市场专项整治，不断提
升区域“扫黄打非”队伍整体素质、
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开展宣传活

动，营造清朗健康的文化环境。
我市分别自9月 15日、20日起

至30日，与铜陵市、六安市开展迎
国庆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专项整治
行动，重点查处销售含有有害内容
绘本、漫画等店档，依法查缴含有淫
秽色情、血腥暴力、低俗庸俗等内容
的出版物、侵权盗版出版物和文具、
玩具等文化用品，彻底清理无证销
售出版物的店档和游商。在此基础
上，于 9 月 23日至 24日、9 月 28日
至 29日，分别与铜陵市、六安市开
展迎国庆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专项
整治行动联合执法专项检查，清查
两市交界地校园周边无证非法经
营、违法违规销售非法出版物现象，
打击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等违规经营
行为，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文化
安全防火墙。
（全媒体记者 杨一 通讯员 黄姗姗）

实行区域“扫黄打非”联防协作

我市联合铜陵六安开展
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专项整治

本报讯 9 月 29 日晚，第三
十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颁奖典礼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
行。我市黄梅戏演员刘国平凭借在
黄梅戏《邓稼先》中的出色表演荣
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提名
奖，成为我市继马丁之后第二个获
此殊荣的演员。

刘国平是再芬黄梅艺术剧院的
国家一级演员，其嗓音响亮浑厚，
音质极富张力，韵味醇厚。在不断
的摸索实践中，刘国平尝试用黄梅
戏的特色韵味和真假混合声相结合
的演唱方法，集众家所长，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主要作品有
《寂寞汉卿》《浮生六记》《孟丽君》
《罗帕记》《天仙配》《徽州往事》
《邓稼先》等几十出大小戏，深受广
大观众欢迎。

《邓稼先》讲述了以邓稼先为
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为实现“强
国梦”而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巨大
贡献。刘国平饰演“邓稼先”一
角，深情演绎了这位从安庆走出
去的科学家的英雄大爱、家国情
怀，受到观众一致好评。

（全 媒 体 记 者 江 月 通 讯
员 张培培）

刘国平获白玉兰
戏剧表演艺术主角提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