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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安庆的江堤上有这样一群党员：他
们从伟大建党精神中汲取强大精神力
量，在防汛一线，以硬核姿态赓续“七
一”荣光，书写出“请党放心、让人民满
意”的高分答卷。

7月1日15时，安广江堤上，宜秀区
白泽湖乡分指挥部里，副乡长唐少飞的
电话又一次响起。“应急药品有没有准
备好？医疗队有联系吗？参加体检的
民工人数确定下来了吗？”面对电话另
一头急切的询问，唐少飞从容应答：“均
已准备完毕。”

当日，长江安庆站水位破17米，已超
警戒水位，汛情紧急。分管全乡应急、卫
健工作的唐少飞是一位90后党员，自6
月29日到7月1日的不到48小时里，他
经历了许多个人生“第一次”：第一次上
江堤参加防汛、第一次深入学习防汛知

识、第一次把本职工作与防汛相结合、第
一次在巡堤一线过党员生日……

“6月29日晚上7点左右，我刚下
班，乡长打来电话，要立即赶到江边防
汛。”唐少飞回忆。

唐少飞的另一个身份是“准爸爸”，
妻子已经怀孕19周，他原本打算29日晚
赶回老家太湖照顾妻子。然而汛情紧
急，出发前，他给妻子发去一条消息：

“我要参加防汛，这周不回来了。”几秒
钟后，妻子回信：“你去吧，注意安全。”

唐少飞所在的指挥部负责迎江区长
风乡将军村至合兴村的安广江堤段，全
长9.3公里。得益于前期的部署安排，120
余名防汛人员以汛为令，按时到岗到
位。唐少飞负责防汛人员的环卫及医疗
保障，到岗后，他便马不停蹄地忙碌起
来：“首先要解决的是人员安置问题，我

们准备了14个活动板房，安置在江堤上
各个点位。同时要对板房进行卫生消
杀，并对一线人员进行初步体检。”

刚上堤，唐少飞就率先掌握了堤坝
巡查技术要点，并带领民工一起学习。

“一般检查范围包括迎水、背水堤坡，堤
顶及背水堤外50米至100米范围的地
面。巡查时不要成单线走，要成横排
走，齐头并进拉网式巡查、24小时不间
断，才能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第一时间
处理险情……”

7月1日下午，在离白泽湖乡分指挥
部不远处的一间工棚外，59岁的夏立青
正带着队员们身着马甲、手持探棒，行
走在堤坡上，脚上的雨靴粘满泥浆。

“眼要勤、手要勤，不起眼的一处洞
穴都可能导致险情。”夏立青一边低头
检查，一边给队员们传授“实战经验”。

老夏是白泽湖乡月形社区的老干
部，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过10余次
江堤防汛，经验丰富。今年再上“战
场”，他带领6个人的小分队，负责500

米江堤安全。6月29日晚，老夏赶到江
边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队员们清障。

“把杂草、垃圾除干净，对后续巡堤有很
大帮助，避免杂物遮掩遗漏险情。”他
说。当晚，小分队冒雨清障至深夜。

“每4个小时巡一次，24小时在岗。”
老夏说，巡堤不易，十分考验人的体力和
毅力，“这里可没有安稳觉睡，出去巡查
一次需要半个小时，回到工棚只有三个
半小时的调整时间。我们都是见缝插针

‘眯’一会儿，然后再去巡查，如此反复。”
梅雨季节，湿热蚊虫多，老夏和队

员们的宿舍里，有着点不断的蚊香和干
不了的地面。衣服晾不干，他们就把湿
衣服套身上；周围没有菜市场，老夏每
天骑车去6公里外的菜市给队员们做
好食物储备。

7月1日19时40分，经过短暂的休
息，老夏和队员们的巡堤时间又到了，
队员起身拿起手电筒和探棒向屋外走
去，“走，上江堤！”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员 刘忆萍

“走，上堤去！”

本报讯 入梅以来，岳西国家站雨
量为 456.0 毫米，较历史同期偏多 1.7
倍，全县所有气象站雨量均超过250毫
米，其中19个站超过500毫米，全县超
汛限水位水库50座。

连日来，该县周密部署，严格落实
各项防汛措施，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救灾
主动仗、攻坚战，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全县各类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1支
1210人全部出动，各乡镇、村防汛队员

2820人参与转移、除险、巡查工作。各
类防汛抢险救灾物资，卫星电话、对讲
机等通讯装备均已前置重点区域、重点
部位和偏远乡村。

目前，该县水利、资规、农业农村部
门已派出10个专班，技术指导各乡镇
做好防范工作。加强352个山洪高风
险区、254处地灾点、113座中小型水库
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实行定格、定人、
定责清单式管理。同时落实好“转移、
移床、锁门”三项行动、“两住两不住”和

“五看五守”等避险措施。
岳西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

导带班制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
传达执行上级预警信息、水利工程调度
指令和各项工作要求。加强重大信息
报送和应急处置，汛情、工情、险情等信
息第一时间准确上报。关停明堂山、天
峡、彩虹瀑布等景区景点，并安排人员
值班，督促有游客住宿景区落实管控措
施，加强值班值守。

该县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和水情、汛

情发展，精准督促有关乡镇和单位做好
防范工作，充分利用预警平台、手机短
信、新闻媒体、应急广播等渠道及时发
布雨水情预警，同时督促各乡镇扎实做
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该县
已转移942户 2955人，均妥善安置到
位；发送气象、山洪地质灾害预警信息
25条33500人次。同时，根据地质灾害
红色预警，该县已将所有地质灾害威胁
区人员全部转移。
（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员 梁月升)

岳西闻汛而动筑牢安全墙

本报讯 受持续强降雨天气影
响，潜山市14个排涝泵站均已开机排
涝，累计开机运行1500余台时，排除
涝水500余万方。

7月 1日至7月2日，潜山市黄柏
镇 24 小时内累计降雨量达到 191.1 毫
米，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农田被
淹、房屋进水，给当地群众带来财产
损失。在黄柏镇袁桂村，洪水刚刚消
退，当地群众积极开展自救，进行清
淤排水，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当
地政府利用暑期空置校舍设立临时救
助点，向群众提供了临时住宿，保障
群众用水、用电等基本生活需求。

潜山市黄柏镇应急办主任周旭
东表示，黄柏镇将进一步强化监测预
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严格落实全
员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加强重
点区域汛情、险情的定时巡查和动态
监测。同时，做好受灾群众安全转移
工作，配备充足物资保障，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月2日，在潜山王河镇西联圩排
涝站，3台机组正开足马力，满负荷排
涝。得益于排涝站及时排涝，牌楼河右
岸农田水淹状况相对往年减轻了不少。

西联圩排涝站位于王河镇牌楼河
左岸，于2023年10月在原址重建，总
投资 1650万元。设计装机4台套640
千瓦，设计机排流量 6.87 立方米每
秒。排涝站的建成极大提升了排涝能
力，有力保障了牌楼河两岸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截至7月2日上午 10

点，约开机300个台时，排涝水约150
万方以上。为了保证圩内农田不受
淹，排涝站根据圩内的涝水水位情
况，适时增加开机台数，每天24小时
安排专人值守，确保机组正常运行。

为根除牌楼河水患，潜山还兴建
了梅湖圩排涝站。两座排涝站的建
成，可保护圩区17平方公里1.37万人

的生命财产安全。
截至目前，潜山市14个排涝泵站

均已开机排涝，累计开机运行1500余
台时，排除涝水500余万方。水利部
门将督促泵站运行管理单位，密切关
注圩内圩外水位，加强值班值守，确
保圩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切实做好灾害性天气预警，全

面精准提醒各级各类责任人提前做好
恶劣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潜山市还结
合工作实际，细化“叫应”标准和

“叫应”流程，进一步扩大了预警“叫
应”范围，打好预警“提前量”，打通
预警接收“最后一公里”，最大限度保
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讯员 何有星 宋若伍）

以“雨”为令“汛”速应战

潜山14个排涝泵站全部开机排涝

7月2日凌晨2时，地处潜山市境内的下浒山水库开闸泄洪。 通讯员 汪云峰 摄

本报讯 7 月 2 日，湘皖文化交
流座谈会在湖南省长沙市湖南省花
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召开。湖南省文旅
厅二级巡视员刘应捷、安徽省旅游厅
二级巡视员海燕，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王爱武参加。

与会人员参观了湖南省花鼓戏
保护传承中心，详细了解花鼓戏保护
传承的先进经验、创新做法，随后召
开座谈会，围绕花鼓戏与黄梅戏的保
护传承、演艺互动、艺术创作、人才培
养等进行深入交流。会上，安庆再芬
黄梅艺术剧院和湖南省花鼓戏保护
传承中心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会议强调，湘皖两地文艺发展离
不开全体艺术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希
望大家以此次展演为契机，多领域、多
层次、多维度开展合作交流，共同促进
传统戏曲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王爱武表示，安庆与湖南同属中
部地区，双方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在
戏曲文化发展上有很多经验值得互
学互鉴。安庆将依托黄梅戏艺术节、
黄梅戏展演百千万工程等活动，为戏
曲戏剧文化交流、戏剧人才成长进
步、优秀文化生态涵养搭建重要平
台，持续推动黄梅戏“走出去”。

（见习记者 刘丹）

王爱武在湘皖文化交流座谈会上强调

多领域多层次多维度开展合作交流
持续推动黄梅戏“走出去”

本报讯 7 月 2 日上午，市委常
委、副市长吕栋前往宜秀区、安庆高
新区现场督导防汛备汛工作。

吕栋首先来到宜秀区机场象山
大沟和机场大道下穿桥，两地均为宜
秀区城市防涝重点区域。吕栋实地
查看了象山大沟、大寨河及环石塘湖
排水防涝整治项目，详细了解了近期
强降雨象山大沟实时观测、河道整体
过水和中山大道下穿桥南侧自动泵
站运行情况，要求落实落细防汛备汛
各项工作，全面强化隐患排查、监测
预警、物资储备、队伍配备等重点工

作，进一步完善防汛应急预案，保障
道路通行安全。

在安庆高新区，吕栋详细了解了
山口乡境内刘洼水库运行情况，他指
出，要加强安全监管，密切关注水情
变化，及时腾出库容，确保水库充分
发挥防洪减灾功能。在实地了解344
省道科甲冲段汛期可能发生洪水漫
顶影响通行后，吕栋要求汛期要加密
该类区域水位观测和路段巡查频次，
一旦发生汛情要早知道、早关注、早
应对，确保防汛工作万无一失。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吕栋在督导防汛备汛工作时要求

落实落细各项工作
筑牢守好防汛安全防线

本报讯 除草、施肥、浇水……
仲夏时节，宿松县许岭镇的田野上，
到处都是村民管护打瓜的身影。“去
年的打瓜子饱满、个头大、品质优，实
现了丰产丰收。”许岭镇灯塔村党总
支书记许天一说，当下正是打瓜生长
的关键期，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打瓜可“一瓜多吃”，一点也不浪
费。打瓜子比西瓜子大、比瓜蒌子小，
成熟后通体黑色，炒熟后粒粒脆香；
打瓜瓤以黄色居多，虽没有西瓜脆
甜，但既可充饥又可解渴；打瓜皮则
可腌制成咸菜食用。

许岭镇种植打瓜有数百年历史，
但一直未形成规模效应。近年来，为
了做好这一“土特产”文章，该镇瞅准
时机，大力发展村集体种植，同时鼓
励村民扩大种植面积，今年该镇种植
打瓜3000余亩。

“自己也种了一点，每年能收入
几千块钱。我还在村种植基地里打打
零工，一天能挣100块钱，一年下来能
有万元左右收入，既能照顾家又能赚
钱贴补家用。”灯塔村村民周玉妹说。

种植打瓜每亩能收获打瓜子300
斤，按市场价格计算，全镇产值可达
1000 万元以上。壮大集体经济的同
时，还能带动村民增收，打瓜正成为
推动乡村振兴的“香饽饽”。

“打瓜是我镇一张特有的名片，
是在外宿松人记得住、很怀念的乡愁
农产品，我们有责任把‘瓜’留住。”许
岭镇党委副书记王木林表示，该镇计
划逐年扩大种植规模至2万亩，同时
正在与国内知名炒货企业对接，延长
打瓜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打响
许岭打瓜子品牌。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胡欢欢）

百年“土特产”富农“金饭碗”

筑牢防汛“安全网”打好防汛主动仗

本报讯 7月1日，安庆市小学生
篮球联赛在安庆市体育馆火热开赛。
来自全市各县（市、区）15支代表队、
163名小学生上演灌篮对决。

7月1日下午2时，安庆市体育馆
内篮球场上，来自小学男子组的两场
比赛同时拉开序幕。参赛双方队伍分
别是安庆市石化三小对阵望江县凉
泉中心学校、宿松县振兴学校对阵岳
西县五河中心学校。

比赛为期5天，参赛队伍均选拔
自各县（市、区）篮球联赛年度冠军
队，代表县（市、区）参赛。其中男子队
伍9支，女子队伍6支。参照国际篮联
规则，每场比赛分4节，每节10分钟。

自2019年以来，安庆市小学生篮
球联赛每年举办一届，已连续成功举
办5届，旨在推动我市校园篮球运动
的广泛开展，加强学校体育工作。

今年的比赛在赛制上有所突破，
与往年淘汰赛制不同的是，首次采用
单循环积分赛制，胜一场计2分，负一
场计1分，弃权得零分，最后按各队比
赛积分决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采取单循环赛制有利于确保比
赛的公平性和全面性，每支队伍都有
机会与其他队伍交锋，同时也有助于
选手积累比赛经验，提高竞技水平。”
比赛裁判长黄德新说。
（全媒体记者 程呈 通讯员 姚久大）

安庆市小学生篮球联赛激战正酣

7月1日，安庆市小学生篮球联赛火热开赛。 全媒体记者 程呈 摄

本报讯 黄梅飘香，掌声雷动。7月
2日晚，由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韩再芬领衔
主演的经典剧目《女驸马》，在湖南省长
沙市湖南大剧院上演。这是湘皖两省戏
曲交流活动安徽赴湘演出的最后一场。

《女驸马》被喻为安徽省黄梅戏剧
院的“看家大戏”，几十年来常演不衰，
曾获得巴黎中国戏曲节“评委会特别
奖”、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节“最佳戏剧
奖”等。剧中人物冯素珍痴情刚烈，女
扮男装，出逃救夫；她聪颖过人，冒名赶
考竟高中状元；她“貌比潘安”，被误招
东床，成了女驸马；她洞房献智，不仅化
险为夷，还使兄妹各得美满姻缘。

幕起，随着一阵紧凑的“回头”锣鼓，

状元府中身着红袍、帽插宫花的冯素贞
闪亮登场。她意气风发踱上台来，顾盼
生辉的扮相、行云流水般的唱念、炉火纯
青的技艺，让翘首以盼的观众大饱眼福
耳福。尤其“洞房”一幕，她的“三行”唱
腔“不是君王传旨意，不是刘大人做媒
人，素珍纵有天大胆，也不敢冒昧进宫
门……”14句台词一气呵成、铿锵有
力，既把冯素珍陈情辩白的无奈演绎得
淋漓尽致，又表现了这个奇女子直犯龙
颜，誓死救夫的痴情、勇气与决心。台
下观众屏息静听，沉醉其中，末了满堂喝
彩，经久不落。

“非常精彩，韩再芬扮相娟秀雅致，
噪音圆润，表演动情动人，让我过足了

戏瘾！”演出结束，湖南黄梅戏学子周家
龙激动地表示，黄梅戏艺术特色清新、
接地气，脍炙人口。“能在家门口目睹韩
再芬的风采，真是难得，感觉很好！”专
程乘坐高铁从承德赶到长沙的资深戏
迷李海宁，对于今晚的演出也赞不绝
口，“这场戏无论是舞美、灯光、道具、演
绎，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组团过来
看戏，不虚此行！”

“很多年前，我们在这里演出《女驸
马》，也广受欢迎，如今同样热度不减。
希望今晚能通过‘老中青’三代演员的
同台演绎，带给湖南观众一次更完美、
更新鲜的黄梅戏体验。”国家二级演员
张银旺在剧中饰演70多岁的大臣刘文

举，他说，戏曲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新
鲜血液不断注入，如今“接力棒”传到新
生代演员手里，“让传统戏和年轻演员
碰撞对接，擦出不一样的火花，让好的
作品超越时空、跨越时代，激发年轻观
众的兴趣，我们一直在探索。”

韩再芬接受采访时说：“好的剧目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女驸马》演绎了几
十年，长演长新。今天这场师带徒、传
帮带的演绎，希望给长沙戏迷朋友带来
新鲜的体验。”在上半场饰演冯素珍的
90 后演员江敏表示：“每一次登上舞
台，就是一次成长的机会，青年演员有
责任让黄梅戏继续传承下去。”

（见习记者 刘丹）

黄梅戏经典剧目《女驸马》登陆长沙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