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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近年来，在很多城市步行街一直“高产”，但由于千篇一律，让不少市民、乃至游客觉得“乏味”。在快速的城市建设

和更新过程中，如何让街区变得更有个性，成为城市发力品质生活的重要课题。迎江区依托自身资源优势，挖掘文化

内涵，将特色商业街与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打造迎江新名片。今年初，位于迎江区的安庆古城·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

和安庆康熙左岸文旅街区双双入选第三批“安徽特色商业街”。接下来，该区将加强服务联系，更好地发挥省级特色商

业街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消费升级。

迎江两街区上榜“安徽特色商业街”

个性商圈争奇斗艳点亮宜城

华灯初上，安庆古城·倒扒狮历史文
化街区的五彩灯光亮起来了，岁月斑驳
的老牌坊、古色古香的皖派建筑、百年老
字号的招幌在色彩斑斓的光影中，更添
了几分神韵，吸引着过往行人驻足流连。

安庆古城·倒扒狮历史文化街街区
内部保留了大量珍贵的明清风格建筑及
老字号，是全国罕见的历史建筑博览园，
也是为数不多保留安庆古城传统风貌的
商业街。2020 年，在经过保护性改造
后，街区以倒扒狮街、国货街、四牌楼街
三段为核心，形成历史画卷、宜城新埠、
古街名店三大主题区，以静态展示+场景
体验+情景消费，打造具有老安庆韵味的
历史文化旅游街区。440米的街巷，唤
起了古城不同时期的历史记忆。

青砖灰瓦、雕花隔栏。商贾林立、人
潮涌动。走在倒扒狮街的青石板路上，
仿佛走进时空隧道回到了百年之前，“皖
省第一街”的繁华盛景，仿佛再次呈现在
眼前。倒扒狮街始建于明朝，距今已有
400余年历史，其得名源于街中“黄门司
谏”，又名“黄门坊”，安庆俗称“倒扒狮牌
坊”。从清朝到民国时期，就已形成以老
字号为龙头的繁华商业区，当时有“皖省
第一街”的美誉。如今，街区重新编织文
化与商业元素，沿街既有花灯艺术馆、旧
影新生馆等传统文化体验馆，又有茶楼、
古琴社及各色美食店铺，游客可在静态展
示、场景体验、情境消费中感受古城风韵。

往东走，进入国货街，又是另一番风
貌：极具异国情调的建筑、醒目的老字号

店招、四处可见的铁艺门头和特色牌坊，
处处流露出浓郁的民国历史文化气息。
因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而得名的国货街，
在保留原始风格的基础上，添加了众多
怀旧元素，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风情街。

往北走进入四牌楼街，又似回到了
现代。如今的四牌楼依旧保留了原汁原
味的马头墙，整体风格偏古，同时又注入
了时尚元素，既有老字号“麦陇香”、“胡
玉美”，也有时下年轻人喜爱的甜品、轻
食、牛排、奶茶。

留住老街，唤醒繁华。自2020年初
开街以来，该区深入挖掘古建筑、古遗
址、传统民俗等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安庆
非遗文化工艺，设计开放人民电影院、花
灯艺术馆、旧影新生馆、古城画廊、海子

诗歌馆、望江挑花展馆6大主题文化展
馆，并打造了安庆方言墙、安庆地名墙、
星球灯等系列网红打卡点；同时，延续传
统老字号商业，更新产业新业态，以复兴

“皖省第一街”为方向，积极引进特色餐
饮、文创非遗、娱乐休闲、品牌服饰、旅居
生活等业态，全面升级街区文化、旅游、
购物、娱乐、生活等多元体验；此外，坚持

“定期+节日”模式举办主题活动，如诗歌
季、汉服文化节、七夕明制婚礼秀、中秋
灯会等，为老街增添人气和活力。

现在的安庆古城，传统商业老字号
和潮流时尚品牌相互交融碰撞，慢生活
融入了新律动，千年老街焕发出崭新的
活力，不单单是当地人心中的老地标，也
是游客到安庆之后必打卡的地方。

安庆古城·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从历史中走来的特色商业街

本报讯 为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
改作风、办实事、优环境工作要求，迎江
区不断想新招、出实招，积极发挥各方力
量，解决企业“用工难”，确保用工不断
档。

该区在辖区范围内创新开展“百屏
计划”，宣传招工信息。在各乡、街道办
事处选择人口密集和人流量大的居住小
区、商业综合体、步行街等启用电子信息
显示屏106块，滚动播放企业招工信息，
不断提升宣传覆盖面及宣传成效。

为提升招工专业性，该区成立依江
人力资源公司，专职负责园区企业招工
问题。针对园区外其他企业招工问题，
该区还打造了安庆市人力资源产业园，
目前已有2家人力资源企业达成入驻意
向。今年以来，人力资源平台公司共为
辖区内各类企业招工400多人。

为破解招工及就业信息壁垒，该区
精准摸排用工需求，形成“企业用工需求
清单”；精准摸排求职信息，并根据求职
人员诉求填写“求职就业意向表”。建立

各乡、街道招工服务工作群，及时在群内
发布最新“企业用工需求清单”，要求工
作人员将企业需求与求职人员信息进行
精准匹配，减少中间环节。不定期组织
求职人员参观企业、交流座谈，深度了解
企业文化，促进就业意向达成。截至目
前，迎江区共服务企业302户次，为就业
人员提供岗位7400余个。

此外，该区还开展特色服务，打造招
聘新形式。顶格招聘，开展“区长接你来
上岗”活动，由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缺

工企业站台，帮助企业招工；在全市范围
内首开零工市场招聘服务，创新开展周
日灵活用工专项招聘活动，为企业提供
灵活用工；常态化做好招聘服务，每周四
召开招聘会，持续为缺工企业输入优质
劳动力；开展“企业招聘三进”系列品牌
招聘会，组织企业进社区、进园区、进校
园，根据企业需求，精准招聘。截至目
前，迎江区已举办各类招聘会33场次，
服务企业1062户次，达成就业意向1114
人。 （通讯员 刘艳）

新招频出 确保用工不断档

本 报 讯 今 年 来 ，迎 江
区 宜 城 路 街 道 以 党 建 为 引
领，以便民服务为支点，在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全面
建立“红色驿站”，使之成为

“两新”群体的便民利民服务
站、党员先锋加油站、党群工
作宣传站、共建共治活动站、
志愿服务工作站。

该街道从“两新”群体的实
际需求出发，打造红色暖心便
民服务驿站，努力办好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需要的“关键
小事”。红色驿站内不仅有座
椅、矿泉水、雨伞、手机充电器、
应急小药箱等多种便民物品供
居民使用，还提供量血压、义务

理发等一站式服务。
同时，把红色驿站做为党

史学习教育阵地，切实解决居
民最关心、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日常工
作、与为群众办实事结合起来。

利用“党建引领+志愿服
务”工作模式，提升红色驿站
服务精细化水平，为党员、群
众以及快递员、送餐员、司机
等新业态群体提供“冷可取
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急可
如厕、累可歇脚、伤可用药”的
多种便捷贴心服务，让驿站成
为党员群众办理事务、参加活
动、邻里相熟、和谐相处的“温
馨港湾”。 （通讯员 陈武）

宜城路街道：

积极构建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
区新河路街道新河社区聚焦

“党建引领信用社区”精准发
力，探索实践“志愿服务+信用
激励”新模式，为文明创建提供
源源不断的动力，让志愿服务
行稳致远。

该社区发挥“志愿服务日”
优势，深入开展“诚信建设我先
行”主题活动，大力宣传信用知
识、信用惠民政策及信用典型
案例，营造知信、守信、用信氛
围，真正以个体诚信养成推动
社会诚信建设。同时，对居民
的文明守信行为实施分类量化
管理，严格评价标准，将“信用
道德分”作为激励群众参与社
区建设的强有力抓手，定期开
展“公益之星”、“守信之星”、

“文明之星”评选活动。此外，
创新推出5个信用场景应用，涉
及住宿餐饮、金融授信、物管服
务、城市泊车等多个行业领域，
社区“信用便利店”同步投入

“经营”，居民可用个人累积的

“道德分”去兑换个人所需物
品，增强了守信居民的获得感、
荣誉感，构建了“人人参与、人
人共治、人人有得”的基层治理
新格局，有力推动了文明城市
创建工作。

该社区还尝试将参与人员
范围从社会化管理人员拓展到
社会各类就业群体，把“双联系
双报到双服务”延伸到各类党
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社
会组织中，积极探索诚信共建

“双约束”新路子，及时向个人
所在单位反馈“信用表现”，建
议用人单位作为内部考核评
价、评先选优的依据之一，让每
个人不仅在单位是好员工、好
干部、好老师，回归社区更是好
居民、好邻居、好榜样。

新河社区以“信用”为激
励、以自治为目标，依托网格模
式，充分动员社区力量参与志
愿服务的生动局面正在逐步形
成，“信治”夯实了社区治理文
明根基。 （通讯员 杨婷）

新河社区：

信用加持文明创建 焕发志愿服务活力

本报讯 近来，迎江区民
政局打出创新发展的“组合
拳”，社区社会组织从无到有，
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蓬勃发
展。截至今年8月，全区登记类
社区社会组织73家，备案类社
区社会组织108家。

成立区社区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将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
织工作纳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整体布局，将社区社会组织孵
化提升示范项目列为区加强基
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特色项目之一和市域社会治理
现代化试点工作重要内容。

开展省、市“三社联动”、区
级民政工作示范项目、街道社工
站试点等社区治理服务项目，专
业社工机构参与社区社会组织
培育。在服务过程中，逐步发现
居民积极分子，引导其成为社区
志愿者、社区居民骨干，鼓励和
引导居民骨干发起成立社区社
会组织。

建立乡街级社会组织孵化

基地9个，社区级社区组织孵化
基地3个，与社工站、未保站合
建，委托具备专业能力的社工
服务机构运营。以孵化、培育、
扶持公益慈善类和社会服务类
社会组织为重点，对入驻的社
区社会组织免费提供活动场地
和服务设施。成立社区社会组
织联合会8个。获评省级社区
社会组织培育观察点2个。

开展微公益创投大赛5次，
52个项目立项。通过小项目给
社区社会组织练兵，给予资金、场
地、管理的支持，引导其深挖社区
需求，自主承接项目。充分发挥
微公益创投平台的纽带作用，达
到“执行一个公益项目，激发一股
组织活力，培养一批项目能人，惠
及一方群众”的良好效果。

依托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和
社区治理学院，实施“种子计划”，
对社区社会组织骨干、志愿者骨
干提供能力支持，不断加强社区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和能力建设。

（通讯员 刘清）

迎江区民政局：

打出“组合拳”培育社区社会组织

本报讯 8月19日，在迎江
区人民路街道先锋社区暑期托
管班的结业仪式上，孩子们自
发准备了舞蹈、诗朗诵、独唱等
节目，送给陪伴他们整个暑假
的大学生志愿者们。

6月底，该社区联合安庆市
总工会、小学、社区儿童之家倾
情打造辖区未成年人暑期托管
服务。一个多月以来，该社区党
委组织托管班20多名孩子参观
了两邓故居、安庆市博物馆、安
庆市科技馆科技馆、安庆市黄镇
纪念馆，安庆市宜城路消防支

队，让他们身临其境地接受爱国
主义专题教育；该社区还招募了
2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为孩子们
开展七彩童年创意绘画、阿拉伯
风情课、安全防溺水课、创意黏
土课、奇妙魔方之旅等特色课
程，丰富他们的暑期生活。

“民心零距离，一心为居民”
是先锋社区的党建品牌，接下
来，该社区将发动更多志愿者参
与到社区儿童之家的建设中，
做真做实未成年人保护关爱工
作，提升辖区居民的满意度和
幸福感。 （通讯员 金媛）

先锋社区：

暑期托管托起快乐暑期

康熙左岸文旅街区，东临独秀大道，
北靠康熙河景观带，作为“后起之秀”，它
的定位是安庆首座城市水岸会客厅，是集
非遗老字号、精致餐饮、精品零售、娱乐休
闲、生活服务为一体的文旅休闲街区。

街区总长 452 米，总面积约 3.5 万
方，以“L”型主动线叠加次动线，形成“三
街两巷”的空间格局。街区每栋店铺的
建筑风格都不同，但会看到许多熟悉的
元素，如青砖、马头墙、拱券、披檐等。“我
们的建筑很多都是对安庆历史建筑的转
译、提炼。比如，这栋圣心教堂风格建筑

就是将安庆天主教堂圣心堂的山墙面与
安庆古牌坊的门头结合，配以局部斗拱
瓦檐打造的。”该项目相关负责人汪湲介
绍，街区结合安庆百年省府、港口文化、
黄梅戏之乡等文化原点，在街区内部对
安庆百年劝业场、天主堂圣心堂山墙面
进行转译，同时引入原汁原味的木作古
戏台，共同构建街区文化体验。

街区体量不大，仅70家店铺，但经
营业态丰富，集非遗老字号、精致餐饮、
精品零售、娱乐休闲、生活服务等业态为
一体。既有猴坑茶社、怀宁供糕、谢馥

春、安庆非遗展馆等非遗商户，也有适宜
宴请的精致餐饮和适宜聚会的休闲餐
饮，还有品质创意零售、休闲配套、时尚
体验业态，品种包括鲜花、烘焙、手工工
作室、创意家居、轻奢零售、美容SPA、足
疗汗蒸、特色茶楼、婚纱影楼等。

以商承文、以文促旅、以旅兴商，康
熙左岸文旅街区每年还会开展大型主题
活动12场，如春季花朝节、四月诗歌节、
青年潮玩节、汉服文化节、精酿啤酒节、
黄梅戏艺术节等，以不同形式的定制主
题活动来丰富街区的文化氛围，同时为

配合商业经营，扩大行业知名度和影响
力，提升全面游逛体验。

除各类活动外，项目上还组建了一支
由优秀戏曲表演家、民俗表演艺术家、现代
艺术爱好者组成的“爱黄梅艺术团”，定期
在街区进行常态化的文化表演，每年不低
于200场文化演出，为街区导入优质客流。
目前该街区已成为安庆东城休闲娱乐、时
尚购物、商务宴请及好友相聚的标杆地，年
客流量约70余万人次，年商户总营业额超
4500万元，直接带动就业超500余人。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高庆宁

安庆康熙左岸文旅街区：承袭传统、多元复合的水岸会客厅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区抓住“数
字经济”浪潮，着力助推优质企业数字化
转型，已摸排13家企业四化改造项目计
划，帮助企业申报区级工业政策数字化
转型奖补资金26万元。

该区组织7家重点企业参加“千人
培训，百企诊断”活动，帮助企业明确自
身工业互联网应用水平和数字化转型

方向，解决不会转、转不起的问题。组
织 2 家企业参加安庆市工业互联网深
度研学活动，前往天津拜访国家工业互
联网示范企业，学习互联网在社会各领
域的发展应用。

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实际，分类提出
数字化转型要求。鼓励规上中小企业进
行数字化改造，今年以来，帮助安徽清澜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数字化改造，
并成功申报市级数字化车间。在此基础
上注重“互联网+”应用项目的培育，帮助
一枝梅、华欣等数字化中坚企业加强工
业互联网建设，以应用示范点带动其他
企业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进程。

制定行动计划，将培育优质企业、数
字赋能等六年行动计划细化为具体任

务。出台《2022年迎江区促进工业提质
扩量增效若干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
给予称号认定、设备购入等奖补，帮助企
业减轻资金负担，加速转型步伐。今年
已组织 11家企业申报2021年区级工业
政策奖补共计35.35万元，其中申报创新
转型发展政策奖补26万元。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赵兴然）

助力优质企业乘“数”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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