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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清明小长假期间，全市
共接待游客 19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12.74亿元，各景区游客接待量及门
票收入同比都有大幅提升，短途游、
周边游、自驾游等“短平快”式出游
受到消费者青睐，文博场馆、乡村民
宿、知名景区仍是出游热门目的地。

清明假期，百花竞放、千里如
茵。安庆各地以花为媒、以节引流，
谱写花语篇章、掀起旅游热潮。望江
举办以“春暖雷池 花开望江”为主
题的第八届油菜花赏游系列活动，52
万亩金灿灿的油菜花海如诗如画，美
不胜收，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踏春
赏花。岳西县大别山彩虹瀑布景区漫

山遍野的映山红如云似霞、粉嫩娇
艳。景区将趣味休闲游戏、民俗传
统元素深度融入旅游产品，吸引众多
游客在景区内打卡、品尝春盘、体验
乡野风情。

清明承载着人们对革命英烈的缅
怀追思。清明假期，全市红色场馆、
红色旅游景点、红色游线路备受关
注。安庆市烈士陵园、红二十八军军
政旧址纪念馆、两邓故居等成为人们
重温历史、传承遗志的红色课堂。

安庆市革命文物陈列馆举行“传
承红色基因，缅怀革命先烈”系列活
动，为游客讲解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
和革命精神。独秀园与多所中小学校

联合开展清明祭扫及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推动青少年学生在铮铮誓言中坚
定理想信念。

逛街区、看展览、赏戏剧……清
明假期，全市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
文旅融合活动，丰富市民游客假日出
游体验。

清明假期，不少游客慕名走进安
庆古城，体验第三届花朝节的别样魅
力。多位头戴簪花、身穿华服的“花
神”携手在街区巡游，或轻摇团扇，
或抚琴吹笛，在现场随机赠予市民游
客好运香囊，传递美好与祝福，让人
仿佛穿越古代，置身百花盛宴。游客
在这里品花艺手作、看古韵歌舞、尝

本地美食，还能体验点茶、投壶、下
棋等，玩得不亦乐乎。

为做好清明假期的旅游接待工
作，市文旅部门在假日前期指导并
支持安庆安之旅、安庆集散中心联
盟对接全国 500 多家旅行社、景区景
点和旅行商来宜，宣传推介多条精
品旅游线路，在假日期间启动了旅
游协调领导机制，对景区安全工作
进行排查，派专人监管。同时全市各
级文旅部门和文旅企业坚持 24 小时
值班值守，为广大游客提供优质服
务。清明假期，我市景区无一起安全
事故发生。

（见习记者 刘丹）

接待游客 196 万人次

清明假期安庆实现旅游收入12.74亿元

本报讯 4月 2日，大观区残联联
合市残疾人康复中心等举办了一场

“让爱无障碍 携手向未来”普特融合
活动。20名小学生与康复中心的孤独
症儿童进行零距离互动交流，他们一
起涂色画画、制作橡皮泥花朵，感受融
合共建活动的温馨氛围。

近年来，市残联全面实施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项目，救助金额不低于1.5万元/
人/年，同时推动各县区因地制宜，规范操
作，助力孤独症儿童康复成长。目前全市
共有20家具备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项目

的康复机构，约700名孤独症儿童在市内
外多家康复机构接受干预训练。

为了把党和政府的惠残政策，尤其
是残疾儿童康复政策落实好，大观区残
联相继制定出台了《大观区残疾人精准
康复服务行动实施方案》《大观区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实施细则》等指导性文件，通
过短信、康复工作群向孤独症儿童家长
宣传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政策；对全区残
疾儿童进行地毯式摸排，对有需求且符
合救助条件的残疾儿童应助尽助；定期
组织关爱慰问活动，常态化开展融合教

育，让孤独症儿童与普通孩子一起拥抱
社会。桐城市残联制定出台《桐城市困
难残疾人康复实施办法》，积极推动残
疾儿童康复救助提标扩面。三年来，已
为347人次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救助，
投入资金546.3万元，让更多孤独症儿童
得到及时、有效的康复服务，减轻家庭负
担。岳西县残联结合精准康复服务手册
内容，对定点康复机构建立定期检查、
综合评估机制，对服务协议履行情况进
行考核验收，规范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服
务。迎江区残联举行公益讲座，普及孤独

症儿童家校共育的理念。区政府对该区
孤独症康复公益性机构给予场地、培训、
设备购置等资金支持，并开设爱心商
城，销售孩子们的手工作品。宜秀区残
联联合安庆师范大学老师和学生志愿
者，在辖区两家定点孤独症儿童康复医
疗机构定期开展志愿服务，推行“医疗+
康复+教育”模式。每年组织志愿者和残
疾儿童春游，亲近自然，融合助长。通过
近几年的医疗康复训练，该区已有8名
孤独症儿童顺利转入普幼和普小。
（全媒体记者 方芳 通讯员 程梅芳）

让爱无障碍 携手向未来

共同关爱助“星星的孩子”康复成长

本报讯 最是读书能致远，人间至
味是书香。4月4日上午9时，备战考研
的郭宏宇早早地来到太湖县图书馆一
楼看书学习。只要穿过几条街，15分钟
不到就能找到一个安静的阅读地，让郭
宏宇感觉很棒：“这边环境特别好，有书
香、书友做伴，自习区还能给平板充电，
我一待就是一天。”

作为太湖县内最为繁忙的公共文化机
构之一，太湖县图书馆拥有阅览座席302
个，2023年接待读者达36万人次，单日最高
峰接待2000多人，文献借阅超过16万册次。

“馆里总藏书达42万余册，可满足
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要。我们还定期
举办阅读推广、亲子阅读、讲座论坛等
活动，目前已有太湖讲坛、熙湖悦读
绘、书香驿站、残障读者活动日等特色
品牌。”读者活动部主任黄媛表示，图

书馆周一到周日免费开放，为市民打
造高品质“家门口书房”。

近年来，太湖县聚焦“书香太湖”建
设，建成了一大批特色鲜明的新型阅读
空间，形成了覆盖广泛、载体多元、样态
丰富的阅读设施体系，在社区、景区、商
圈等地，开展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的活动，不断丰富读者阅读体验。

坐落在太湖县学士公园的学士书
屋，毗邻学士湖，不仅“颜值”高，设计也
很人性化。4月5日上午，记者走进学士
书屋，只见室内干净整洁，个性化的主
题阅读区、琳琅满目的书籍和精心养护
的绿植景观，让人心情愉悦。

“书屋是由学士公园闲置房屋改建
而成，占地面积约 450 平方米，藏书
5548余本，是一个集休闲、阅读、文化
体验、风景观赏于一体的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工作人员张双林说，“学士书屋
于去年2月正式对外开放，附近交通便
利，居民小区较多，市民非常喜欢在节
假日的时候来这里打卡。”80多岁的吕
大爷没事儿的时候就来学士书屋看看
史书。他表示：“我家就住在湖对边，这
里布置得很时尚，书的种类也很齐全，
是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地方。”

随着“家门口书房”建设日益完善，太
湖的书香韵味越来越浓厚。4月5日下午，
在位于五千年文博园集散中心的“书香伴
旅”党建书吧里，灯光明亮、气氛温馨，不
少市民正在安静阅读。据工作人员刘丽娟

介绍，书吧分为党建区、儿童区、成人区和
文创产品区4个专区，除阅读、绘画、游戏
角等基础场地外，还添置了数字图书瀑布
流系统、自助借还系统和全域旅游信息立
方体等设备，极大地满足了群众的多样阅
读需求，让群众乐在其中。

太湖县文旅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依托学士书屋、党建书吧、济世书
斋、阳光书房等“家门口书房”，高标准打
造“15分钟阅读圈”，推动太湖县全民阅
读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创新，让群众获得
更便捷、更优质、更休闲的阅读服务。
（见习记者 刘丹 通讯员 吴阳金）

太湖为居民打造高品质“家门口书房”

城 有 书 香 气 自 华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经省委、省政府批
准，安徽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近日进驻安庆市开展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

根据安排，省第四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组进驻时间为30天。进
驻期间（2024年4月8日—4月30
日，5月6日—5月12日）设立专门
值班电话：0556-5256016，专门邮
政信箱：安徽省安庆市0175号邮

政信箱，专门微信举报平台：“安
庆生态环境”微信公众号“督察举
报”专栏。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
间为每天8:00—18: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
察组职责，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主要受理安庆市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的来电、来信、微信
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
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
安庆市处理。

2024年安徽省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督察公告

安徽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向安庆市转办第一批信访件。

4 月 9 日，安徽省第四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生
态环境保护方面信访件24件，其
中来电举报 10 件、来信举报 0
件、微信举报14件。按主要污染
类型分：水污染3件、大气污染14
件、噪声污染 5 件、生态污染 1
件、其他污染1件。

截至4月9日，省第四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共向我市转办信访
件24件，已全部交办到位，相关
单位（部门）正在办理中。按照省
督察组要求，信访件的办理情况
在7天内反馈到督察组，整改和
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开。

安徽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安庆市协调联络组
2024年4月9日

信访举报转办情况公示

本报讯 4月8日晚，黄梅戏《不朽
的骄杨》在广州友谊剧院精彩上演，受
到广东戏迷热烈欢迎，由此拉开“岭南
风 江淮韵——粤皖优秀剧目展演”活
动的序幕。

黄梅戏《不朽的骄杨》是文化和旅游
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舞台艺
术精品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项
目。该剧分为“绝境、芳华、湘恋、期待、花
放”五个章节，从杨开慧遵循的“热爱生
命，更追求真理”的价值观切入，运用传
统黄梅戏曲的风格、现代叙事的手法，
以无缝衔接的舞台呈现方式，展现了
杨开慧短暂而伟大的一生，展示了共产
党人至死不渝的忠贞信念。此次演出由
韩再芬领衔，国家一级演员吴斌、马丁，
优秀青年演员江李汇等联袂演出。

演出现场，随着剧情的层层推进，
掌声不时响起，不少观众被剧情感动，
眼含热泪。

“很快就被带入到剧中的情绪里，
感动于杨开慧的坚持，感动于先辈的革
命精神。”2001年出生的陈耿慈是广东
梅城人，2014年开始接触黄梅戏，是韩
再芬的小戏迷。“无论是粤剧还是黄梅
戏，我都喜欢。这次在家乡现场观看黄
梅戏演出，感觉很棒，希望这样的文化
交流越来越多。”陈耿慈说。

“黄梅飘香·大湾区”是一个近200
人的广州黄梅戏迷微信群。戏迷李芳
不仅线上积极参加戏迷活动，线下还
多次赴安庆观看演出。去年春节，她驾
车到安庆看了《春江月》和《女驸马》，
去年的黄梅戏展演周，她也驾车到安
庆看戏。对于从广州驾车到安庆的路
线，她再熟悉不过了。“今晚在家门口
看戏，非常高兴。”李芳说，用戏曲的形
式连接两地人民，交流两地文化，令人

感到亲切，“广州有不少黄梅戏戏迷，
期待未来有更多黄梅戏演出走进广
州，有更多人走进剧场欣赏黄梅戏。”

在现场，也有不少住在广州的安庆戏
迷。吴世芬是望江人，来广州30年了。“能
在广州看到家乡的黄梅戏，听到乡音，真
好。”她期待越来越多的家乡文化走进广
州，给广州市民带来更多的文化体验，也
为漂泊在穗的安庆人带来家乡的温暖。

不仅是观众对此次演出感受深刻。

“杨开慧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在剧中，我
扮演她的孩子，为有这样一位母亲感到
骄傲和光荣。”“毛岸英”的扮演者许书
研深有感悟地说。许书研年仅8岁，从
小喜欢唱黄梅戏，4岁就进入再芬黄梅
少儿艺术团学习。《不朽的骄杨》是许书
研继《祝福》之后参演的第二部黄梅戏。

“希望把最好的演出呈现给观众，
让黄梅戏被更多人喜爱，让黄梅戏曲文
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饰演19岁杨开
慧的黄梅戏演员陈邦靓说。“我也关注
过粤剧《白蛇传·情》等经典剧目，在广
州爱戏懂戏的人非常多，希望通过此次
演出和更多人进行交流，在交流中不断
精进，真正传承好、发扬好黄梅戏。”饰
演14岁杨开慧的黄梅戏演员江李汇说。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观众的视角
往往更集中、更聚焦，这就要求我们创作
出更多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韩再芬
说，文化的交融是戏曲发展的必经之路，
希望把更多好作品传递给更多地区的观
众，这种交流对戏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岭南风 江淮韵——粤皖优秀剧
目展演”活动旨在以戏为媒，加强安徽
和广东文化交流，时间是4月8日至9
日，我市黄梅戏剧团携《不朽的骄杨》和
《女驸马》两部黄梅大戏亮相广州。

（全媒体记者 管炜）

粤皖优秀剧目展演活动举行
黄梅戏《不朽的骄杨》唱响广州城

《不朽的骄杨》剧照。 全媒体记者 管炜 摄

本报讯 4月9日，安徽省文化
交流代表团赴广东开展皖粤文化走
亲戏曲交流活动。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杨明世率队，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爱武参加。

代表团到广东粤剧院，调研粤剧
保护传承的先进经验、创新做法，并
召开座谈会，围绕粤剧与黄梅戏的保
护传承、演艺互动等进行深入交流。
会上，安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和广东
粤剧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杨明世指出，粤皖两地文艺发
展离不开全体艺术工作者的辛勤努

力。安徽代表团此次来粤，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验之旅和
学习之旅，希望大家全方位交流，
总结先进经验，为推动文化强省建
设不断迈出坚实步伐。

王爱武指出，广东戏曲文化发
展有很多经验可供学习借鉴。安庆
将在戏曲阵地和人才建设上持续发
力，办好黄梅戏艺术节等活动，打
造好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持续
推动黄梅戏“走出去”，为文化强省
建设作出安庆贡献。

（全媒体记者 管炜）

安徽省文化交流代表团
赴粤考察交流
杨明世率队 王爱武参加

本报讯 4月9日，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张纯和、诸文军率队来宜，就
城乡低保工作情况开展调研。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叶林霞陪同。

调研组走访市社会 （儿童） 福
利院、迎江区新河街道、沐阳之家
残疾儿童康复中心等，详细了解相
关政策落实等情况，并召开座谈
会，听取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工作
的汇报以及意见建议。

调研组强调，在对象识别上要
更加精准，强化低收入人口动态预

警监测，确保应保尽保、应救尽
救、应帮尽帮；在完善工作机制上
要更加注重部门协调，共同提高困
难群众救助工作水平；在资源开发
上要更加注重动员社会，为困难群
体提供更加多元的社会救助服务。

叶林霞表示，对调研组指出的问
题将认真梳理、补齐短板、抓好落实，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不断增强做好
困难群众保障工作的责任感、使命
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增强困
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见习记者 杨浔 通讯员 王婷）

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来宜

调研城乡低保工作
叶林霞陪同

4月9日，在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狮山林场，市园林管理处技术人员正在对
一株317年树龄的皂荚古树进行维护。

连日来，市园林管理处对市区范围内的古树进行补充调查、建档立卡、挂牌
保护等，并抓住春季植物生长的大好时机，按照“一树一策”管护方案，为古树做
好病虫害防治、浇水、施肥、修剪等养护工作，守护“绿色瑰宝”。据统计，我市建
成区目前共有挂牌三级古树142株。 全媒体记者 江胜 摄

保护古树名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