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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届精彩纷呈、讴歌时代的艺术节。
按照“立足安徽、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活
动定位，将举办系列主体活动。这不仅仅是一
场戏曲的盛会，更是宜城与黄梅戏向新中国成
立75周年的献礼，也是安庆向祖国人民汇报黄
梅戏近年来繁荣发展成果的展示。

作为中华民族戏曲文化之瑰宝，黄梅戏因
其风格清新质朴、素雅自然，已唱响大江南
北，走向世界舞台，成为宜城乃至安徽靓丽
而最富特色的文化名片。

为传承发展黄梅戏艺术，我市从 1992 年开
始，历经32载，不断地精心打造，成功举办了
九届黄梅戏艺术节。“国字号”的黄梅戏艺术
节，已成为游客来安庆“白天看景、晚上看
戏”的文化旅游品牌，成为安庆市民和游客
的欢庆节日，也成为我市着力打造大黄山、
黄 梅 戏 “ 两 黄 ” 融 合 发 展 样 板 区 的 重 要 举
措。我们黄梅戏积淀的深厚底蕴，在宜城这
片沃土上茁壮成长，闪烁出夺目的光芒，绽

放出时代的新蕊。
实践已证明，举办黄梅戏艺术节，是推动

和拓展黄梅戏艺术发展的重要形式。本届艺术
节期间，来自6个省（市）的黄梅戏院团将带来
18部新创剧目以及21个新创小戏等，在我市进
行集中展演，还将邀请长三角、大湾区等地
优秀剧目来安庆演出。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
精品佳作，不仅将给游客和市民提供视听盛
宴，也为激发安庆黄梅戏艺术的创作活力、
发展潜力，不断推出更多精品力作，以及为
黄梅戏青年演员提供展示、学习和提升的良
机，还将为我们以戏剧赋能城市，举办第四届

“唱黄梅、兴安庆”圆桌会议，开展文旅商贸融
合提供平台，推动安庆文化强市建设再上新台
阶。这将能进一步推进黄梅戏“唱起来、走下
去、走出去”和“强起来”，让“有戏安庆”更加

“好戏连台”。
传承创新是本届艺术节的主要特点之一，也

是传统戏曲应坚守的原则。确实，没有传承的戏

曲艺术发展是“空中楼阁”。没有适应时代进步
的创新，艺术与形式将缺乏新的生机与活力。我
们可将黄梅戏艺术与现代多元的文化形式相互
交融，赢得青年人的喜爱，“有戏安庆”才会更
加“好戏连台”。

我们可以利 用 短 视 频 将 黄 梅 戏 化 整 为
零，用精彩片段激发年轻人探剧热情；与变
装、漫画、说唱、书法等文化元素配合，使
黄梅戏更时尚，让年轻人爱上黄梅戏；用自
带流量的名角打头，用过目不忘的经典桥段
聚集新的网络社群……便能有更大机会引发
青春共鸣。

我们还可以采取新的技术手段，如微博、
微信、抖音、知乎等社交媒体，通过转发、点
赞、朋友圈、评论等形式传播黄梅戏，引发
青年群体之间的讨论与共鸣。更有效地扩大
黄梅戏在现代社会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我们
就能通过黄梅戏艺术节，让“有戏安庆”更
加“好戏连台”。

让“有戏安庆”更加“好戏连台”
□ 潘天庆

9月3日下午，第十届中国（安庆）黄
梅戏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本
届艺术节将于9月22日至10月8日在
安庆市举行。来自6个省（市）的黄梅戏
院团将带来18部新创剧目、8部保留剧
目，21个新创小戏，在安庆进行集中展
演。（《安庆日报》9月4日）

8 月 29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公安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4年秋
季学期学校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保障在
校师生饮食安全，做到秋季开学全国学校食堂以新
面貌、新气象迎接师生。可见，校长做起了“饭搭
子”等，这是对上述通知的贯彻落实，以确保开学

“第一餐”安全有序、健康满意。
全力护航开学“第一餐”并非做做样子，而是

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如吉林省梨树县市场监管局
联合县教育、疾控部门共同开展秋季食品安全培训
班。培训班上，执法人员通报了日常监督检查过程
中发现的餐饮环节风险隐患问题，并提出整改要
求，组织学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餐饮服务通用卫
生规范》等，并围绕重点环节进行讲解。

学生餐是否安全，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如
果有校长陪着吃饭且与学生吃一样的饭菜，可以倒
逼食堂更加重视食品安全，这便是让校长陪餐的目
的。而无论是学校食堂的饭菜还是外送餐食，从外
观上当然看不出问题。但学生能否吃得安全，这才
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如果校长陪餐，这些问题无
疑会更少。

校园餐食事关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虽然学校
的食品安全问题仅是“个案”，却也并不罕见。学校
的责任人是校长，可如果在学校吃饭的是学生而非
校长，那就该把校长请来，与学生形成“共同体”，
如此，校长肯定会高度重视学生的餐食安全，因为
这不仅事关其自身的责任，更威胁到其本人的健康。

不过，校长做起了“饭搭子”，不仅要在开学期
间，还要延续到日常，就是说，护航开学“第一
餐”更要守护“每一餐”。“校长陪餐制”已经在
很多学校实行了数年，这是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
关键一招，可谓“有的放矢”。总之，让孩子们在
学校吃得好吃得放心，才能确保其健康成长，以
让各方都安心。

护航开学“第一餐”

更要守护“每一餐”
□ 刘天放

校领导陪餐、“桶餐到
班”、“AB餐”……这个开学
季，多地推出校园餐管理新

规，并开展开学“第一餐”工作，保障广大师生
餐食安全及质量。新学期伊始，北京、上海等
地颁布校园餐管理新规，保障餐食营养健康，
推动膳食多样化，鼓励践行节约美德。

我国电梯设计寿命一般在15年左右。有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电梯保有量已突破1000万部，运行15年以上的
老旧电梯约74万部。北京市电梯保有量约30万部，运行
超过15年的老旧住宅电梯约5万部。由于运行时间长，
有些机械零部件和电气系统老化，各项性能下降，老旧电
梯故障频发、隐患丛生，难以保障群众乘梯安全。推动住
宅老旧电梯应急更换，对提升居民幸福感、安全感，改善
社区的居住环境、设施条件与服务具有积极意义。

去年6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电梯安全筑底三
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提出切实落实电梯生产、
使用单位主体责任，集中整治非法电梯使用，大力支持老
旧电梯更新改造，筑牢电梯质量安全基础。不过，老旧电
梯更新改造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经过业主意愿征询、层
层审批流程、建设资金分配、后期维护保养等多个环节。
特别是一些老旧小区，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不足，业主意见
难统一，使得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面临着诸多障碍。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筹集和使用专项维修
资金，需经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占
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同意。现实中，“双2/3”业主表决难
也使得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陷入困境。早在2013年，北京就
出台了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急使用相关办法，明确了屋面
防水损坏造成渗漏、电梯故障危及人身安全等六种可应急
使用专项维修资金的情形，所谓“应急使用”具体表现为，

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时无需“双2/3”业主同意。
如何让住宅老旧电梯应急更换“畅通无阻”？《住宅老旧电

梯应急更换程序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对电梯应急更换进
行全过程的指导。例如，针对提取“大修金”应急维修问题，根
据《指引》，投入使用时间超过20年、按照《电梯制造与安装安
全规范》GB7588—1995及更早标准制造，且运行故障率高、群
众反映强烈的在用老旧电梯可应急更换。当电梯定期检验
报告结论为不合格且有一个以上重点检验项目不符合，发生
危及安全使用情况时，可以申请应急支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针对谁来申请的问题，《指引》明确，物业服务人、业
委会（物管会）、相关业主均可申请应急支取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无需业主共同决定，同时引入专户管理银行提
供第三方服务机制，进一步加强施工过程管理，减轻业
主全流程管理负担。《指引》还提供了更换电梯的使用建
议书、告知书、使用方案、工程验收单等所需材料的参考
模板，为申请人支取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提供了便利，也
为电梯以旧换新全流程缩短了时间、提高了办理时效。

北京是全国最早在住宅楼装备电梯的城市之一，也是最
早进入电梯老龄化的城市之一，居民对老旧电梯应急更换或
更新改造需求迫切，而更换进度往往卡在“钱”上。如何最大
限度减少居民经济负担，强化资金保障，拓宽资金来源，确保
老旧电梯应急更换“畅通无阻”，期待北京在这方面取得更大
突破，造福全市居民，也为其他城市提供可复制的模式。

让住宅老旧电梯应急更换畅通无阻
□ 付彪

9月 9日，北京
市住建委等三部门
印发《住宅老旧电梯
应急更换程序指
引》。对于投入使用
超20年、配置水平
低、运行故障率高、
电梯定期检验报告
不合格的住宅老旧
电梯，可由物业、业
委会（物管会）、业
主申请应急支取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更
换电梯。（9月10日
《北京日报》）

今年，首届养老专业本科生毕业，被众
多养老机构“抢聘”。通过契合市场需求的
学习和实践，这些“青春养老人”具备扎实的
专业基础和实践能力，实现了从校园到工作
岗位的无缝衔接。9 月 3 日，山东女子学院
迎来2024级新生报到，该校备受关注的养老
专业也迎来了一批“萌新”，养老服务管理和
健康服务与管理两个专业共迎来本科新生
473人。 （9月9日《工人日报》报道）

首批养老专业本科生

为何这么抢手？
漫画/王铎

■网红李维刚称承包鱼塘遭
村民哄抢，村干部回应：断章取义

近日，网红“体德学院校长李维
刚”发视频称，自己花22000元在湘潭
市金凤村承包一处鱼塘，在放水捞鱼
之日，鱼塘里的大鱼遭当地村民哄
抢，鱼塘里只剩下不值钱的小鱼，最
后算账发现自己亏了17000元。这一视
频迅速引发网友热议，不少网友怒斥
金凤村村民“素质很差”，还有网友把
金凤村称作“抢鱼村”。金凤村村干部
周文虎表示，李维刚视频中的内容与
事实不符，“他是为了引流量，叫他们
（村民）过来免费抓鱼。但是现在已经
变性了，变成抢鱼了。”

（9月5日 九派新闻）
微评：数百万粉丝的网红，为一个

地方做正面宣传的话，很可能掀不起什么
波澜，大不了有些忠实粉丝在评论区赞一
赞。与之相对，要是网红的视频中某地形
象不那么正面的话，大概率效果“炸裂”，
招来大量路人的围观和议论。对于事发
地的人们来说，这些议论不会很悦耳，如
此次事件中，“人性经不起考验”之类已算
是客气的了。

遗憾的是，在一大波流量袭来之前，
在事发地陷入舆论漩涡之后，当地政府
前缺位后失声，堪称毫无作为。可以预
见，未来人们在讨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如何维护好地方形象”时，金凤村“抓鱼”
变“抢鱼”一定会成为一个生动案例。

■泸沽湖景区“圈路”收费？
当地回应：防游客逃票

“为什么先收我费用，再决定是否
退我费用，这是剥夺我自由的权利。”近
日，有网友从四川到云南，途经S307省
道时，被泸沽湖景区收取70元/人的门
票费，质疑“景区建在省道上收费不合
理”。四川凉山州相关部门回应，此举
是为防游客逃票，过境收费、先付后退。

（9月7日 《南方都市报》）
微评：泸沽湖景区“防游客逃

票”，与当年梅里雪山景区“防游客偷
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生怕

“白给人看了”，“吃不了一点亏”的心
态太过明显。

姑且不论随着旅游市场的发展，
“门票经济”必将难以为继的趋势，即
便“防游客逃票”，景区也不应将自身
应当承担的管理责任转移到游客身上。

■工会驿站不让劳动者进？
最新回应：无志愿者期间需下载
App扫码进入

9月5日，有网友发视频反映，位
于山东聊城东昌府区的一处工会驿站
大门紧闭，导致劳动者无法进入。9
月6日，东昌府区柳园街道一位工作
人员告诉顶端新闻记者，目前工会驿
站已做了整改，具体整改情况后续会
发布一个通报说明。

（9月6日 顶端新闻）
微评：当人们看到大门紧闭的工

会驿站与睡在路边的劳动者出现在同
一帧画面时，很难不产生“工会驿站是
不是浪费钱的面子工程”之类的质疑。

至于要下载 APP 才能进入工会驿
站，看似数字化、智能化，实际上是对被

“数字鸿沟”阻碍的劳动者的隐形歧视，
背离了服务劳动者的初衷。

何飞 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