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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9 月 30 日，“宜路同
行”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启动暨“大
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签约仪式举
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爱武
出席并讲话，副市长唐厚明出席。

王爱武强调，近年来，我市大
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广泛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为现代化美好安庆建
设做出了积极贡献。当前，安庆正
处在蓄势而发、大有可为的上升
期，对志愿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要建强青年学生“主力军”，打响
“宜路同行”青年志愿服务品牌；要
用好文明实践“大舞台”，展示文明
安庆良好形象，让志愿服务成为安
庆“最青春”的名片；要做强志愿
服务“正能量”，激励更多人崇德向
善、见贤思齐。

“宜路同行”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由市委宣传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市
文明办、团市委共同打造，在安庆站
成立安庆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王爱武在“宜路同行”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上强调

让志愿服务成为安庆“最青春”的名片
唐厚明出席

从只有一班车，到如今最高峰有
74.5对、150班列车；从2002年春运期
间客流量2000人次，到2024年春运期
间的64.44万人次……越建越好的安庆
火车站，是我们国家繁荣发展的一个
缩影。近日，三位身处不同岗位的安
庆站工作人员，通过亲身经历，向记
者讲述了安庆火车站的“蝶变”故事。

车站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1995年 10月 1日，安庆站正式通
车。那一年，安庆站仅有一班从安庆
开往合肥的火车。

安庆站办公室主任胡文华回忆
说，1996年，他进入安庆站工作，成
为一名扳道工，那时的列车进站，需
要人工改变进站铁轨线路。

2002年，无论是对胡文华，还是
对安庆站而言，都是一个转折之年。

那一年，安庆站行车组织设备升
级，接发车股道由 1995年的 3股道2
站台变成5股道3站台，同时，站场规
模得到扩建。当年春运期间，安庆站
日客流量首次达到2000人次。

电气集中操作的实现，提高了工

作效率和安全系数，结束了安庆站人
工扳道的历史，改为半自动化电气设
备控制。胡文华也从原来的扳道工转
为助理值班员，工作环境从铁路现场
转至办公室。

在近30年的铁路生涯中，2002年
的冬天最令胡文华难忘。2002年，原
为纯客运站的安庆站增加了货运业
务。那年冬天，电煤货车到达较为集
中，电煤因低温受冻，卸车耗时较
长。为防止发生列车拥堵，安庆站加
大冻煤卸车力量，在控制室工作的胡
文华跟同事们一起到铁路现场，冒着
凌冽寒风，投入到卸车保畅通工作中。

“这些年，看着安庆站设备设施条
件得到了很大提升，居民出行越来越
方便了，十分开心。”胡文华说。

车站发展迈入“高铁时代”

2013 年，因宁安高铁建设需要，
安庆站拆除老站房，设立临时过渡
站房。

宁安高铁建设的那两年，是当时
担任安庆站车站值班员的王四平工作
以来印象最深刻的两年。“当时的行车

室只是用蛇皮袋围挡一圈，没有安装
门窗，夏天非常闷热，汗流浃背是常
态。”王四平说。

2015年 12月，宁安高铁通车，安
庆站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王四平说，宁安高铁通车后，安
庆站的班次增加，日常开通14对高铁
动车，在春运等客流高峰时期，车次
达到35对。

那一年，除了班次的增加，车站
行车设备也升级了，从电气集中控制
变成微机联锁控制，不仅提高了效
率，也增强了安全性。

2019年，安庆站正式取消“绿皮
火车”（普快列车），成为一座纯高铁
站。行车设备也由微机联锁控制升级
为CTC模式（调度集中控制），控制室
从地方车站转移至位于上海的调度中
心。这提高了安全性，也让安庆站的
人员架构发生了变化。王四平从车站
值班员转为车务应急值守人员，主要
负责夜间值班和夜间维修。

“科技的发展，让高铁提速，也让
高铁更安全。我们会坚守岗位，为旅
客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王四平说。

车站为民服务不断升级

安庆站副站长程寒桦说，2023
年，她调至安庆站工作。这一年，
安庆站客运服务设施得到了多项升

级，增加了免费充电设备、安检快
递柜、进站应急通道等设施，但是
让她感触最深的，是车站服务的不
断升级。

2023年5月 17日下午，有旅客反
映有人在卫生间里呼救。闻讯后，程
寒桦和客运员李琦迅速行动，在一楼
候车室东侧卫生间找到了求助旅客。
原来是一位约莫六十岁的旅客患有高
血压，在上厕所时突感眩晕不慎跌
倒，身上、周围地面及墙壁上均沾满
了排泄物。大家赶忙将他扶起，帮他
擦干净身体，寻来干净衣服换上，随
后将他带到值班室休息、吃药。程寒
桦建议他休息好了再出发，但旅客表
示家中老父母双双生病住院，着急按
原车票回武汉。于是，程寒桦让李琦
通知站台客运员万波推来轮椅护送旅
客上车。在征得旅客同意后，他们致
电其家人，嘱咐他们到车站接人，接
到后再报个平安。

同年5月24日，安庆站服务台收
到了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着一封感谢
信以及一面书有“安庆救人恩铭心”
的锦旗。

“收到老人家平安到家的消息后，
大家都放下了心，没想到旅客给予如
此高的评价，我们也很受鼓励。”程寒
桦说，这件事让她认识到服务好旅客
的重要性。

全媒体记者 管炜

追风逐梦“站”潮头

本报讯 随着国庆长假结束，
2024年法定节假日“余额”已全部
用完。节后返工第一天，冷空气已
过境，安庆气温逐步回升，从偏低
回归至往年同期正常水平。

回顾今年国庆七天假期，多云到
晴、大风、降温、降雨等一个不落，轮
番登场。假期首日，一股强冷空气

“到货”，安庆迎来“断崖式”降温，气
温从前期“3字头”直线下降来到25℃
上下。10月 1日至 10月5日，安庆连
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也就
是说，安庆已于10月 1日正式进入气
象意义上的秋天。

假期最后两天，天气又悄然发

生变化。10月5日夜里，随着一股弱
冷空气来袭，安庆再度降温，伴随
有弱降水，体感较冷。好在冷空气
实力不强，这轮弱冷空气影响结束
后，节后第一天，安庆气温回升，
晴好天气又当了主角。明后天虽然
又有冷空气过程，但影响地区总体
偏北，力度十分有限。

安庆市气象台提醒，眼下正是
季节交替之际，入秋后冷空气将频
繁南下，气温多起伏，早晚气温
低，市民需注意气温变化，及时
添 衣 保 暖 ， 可 采 用 洋 葱 式 穿 衣
法，谨防感冒着凉。

（全媒体记者 程呈）

安庆正式入秋

本报讯 “食安名坊”培育工
作是我市 2024 年 50 项民生实事之
一。今年以来，我市加快推进“食
安名坊”培育工作，以点带面推动
食品小作坊产业高质量发展。目
前，望江县思味园食品加工厂等12
家小作坊被确定为安徽省“食安名
坊”培育推荐对象。

为更好地发挥优质食品小作坊
在保障和改进民生中的积极作用，4
月起，我市开展“食安名坊”培育
工作，各地在对食品小作坊全面普
查的基础上，认真梳理研究食品小
作坊发展状况，加强宣传引导，有

20家基础条件较好、产品质量较优
的食品小作坊自愿申报成为“食安
名坊”培育对象。市县两级市场监
管部门对培育对象制定了“一坊一
策”培育方案，采取集中培训、现
场指导等多种形式，指导推动培育
对象开展生产条件再提高、生产工
艺再优化、生产管理再规范等相关
工作，帮助培育对象逐条对照评分
标准补缺补差、规范提升。在此次

“食安名坊”培育工作中，申报培育
的食品小作坊合计投入约30万元改
造提升资金。
（见习记者 杨浔 通讯员 黎斌）

培育“食安名坊”办好民生实事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城镇燃
气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燃气
安全事故发生，今年以来，我市制
定了《安庆市城镇燃气领域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 （2024—
2026年）》，有序推进城镇燃气领域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市城管部门深入推进城镇燃气
安全专项整治，紧盯气、瓶、管、
阀、网、用气环境六个方面，对企
业经营、生产充装、输送配送、用
户使用、燃气具生产流通等全链条
各环节，开展全覆盖检查、全链条
整治；持续推进老旧燃气设施更新

改造，建设燃气安全监管平台。打
造燃气安全监管系统，实现液化气
瓶检测、充装、存储、配送、入户
安检、回收等全流程可追溯、可倒
查，督促企业加强对送气服务人员
的管理；加快推动小散乱液化气企
业整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
统一标准、统一服务，实现规模化
发展、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运营、
专业化服务。同时，常态化开展员
工安全风险教育和应急处置技能培
训，建立企业安全风险隐患台账清
单并实行闭环管理。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
规范城镇燃气安全管理

本报讯 黄梅声声唱，票友大联
欢。10月6日晚，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
戏艺术节——第三届“严凤英杯”全国黄
梅戏票友会在皖江广场完美落幕。此次
大赛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主办，市文
化馆承办，最终评出“黄梅戏金牌票友”10
名、“黄梅戏银牌票友”20名。

本次大赛于9月初启动报名，得到
全国各地广大戏迷票友积极响应和支
持。初评收到全国15个省市500多名
选手的视频节目，经过专家评审，最终
评出 120 个节目入围第三届“严凤英
杯”全国黄梅戏票友会复评，其中外省

市入选节目20个，省内外市入选节目
60个，本市入选节目40个。10月2日
至 6 日，在皖江广场接连举办三场复
评、两场终评。

来自六安市的“黄梅戏金牌票友”
文继领表示，自己从小就喜欢黄梅戏，
可以说黄梅戏是一生挚爱。这次参加
第三届“严凤英杯”全国黄梅戏票友会，
是抱着学习的态度，在比赛之前做足准
备，包括唱段的选择等方面。很开心被
评为“黄梅戏金牌票友”。“以前我来过
安庆很多次，感觉每次来都有不小的变
化。这次比赛，安庆各项工作都做得非

常细致，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能够
全身心投入到比赛中。”文继领说。

来自芜湖市无为县的“黄梅戏金牌
票友”丁江涛表示，无为县共有3名黄梅
戏爱好者进入第三届“严凤英杯”全国黄
梅戏票友会复赛，经过激烈的比拼，2人
进入终评，一人被评为“黄梅戏金牌票
友”，一人被评为“黄梅戏银牌票友”。“我
是第一次参加‘严凤英杯’全国黄梅戏票
友会大赛，感觉非常好，给全国各地的戏
迷票友搭建了一个交流展示平台，能够
让更多人了解黄梅戏、喜爱黄梅戏，有利
于黄梅戏艺术的传承发展。”丁江涛说。

市文化馆副馆长姚刚说，第三届
“严凤英杯”全国黄梅戏票友会是第十届
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一项重要群众
文化活动，旨在搭建全国戏迷票友展演
平台、传承发展黄梅戏艺术。我们将努
力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办赛质量，进一步
建好平台、做大舞台、做优展台，竭诚为
广大票友提供高质量服务，让更多人喜
欢黄梅戏、同唱黄梅戏，不断提升戏迷票
友参与度和“有戏安庆”影响力，促进黄
梅戏传承传播和创新发展，更好满足新
时代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黄梅声声唱 票友大联欢

第三届“严凤英杯”全国黄梅戏票友会圆满落幕

10月7日，游客在宿松县博物馆参观。国庆长假期间，不少游客走进宿
松县博物馆参观文物展览，学习历史知识，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乐享假期。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刘晓斌 摄

乐游博物馆

10月7日，安庆火车站，旅客有序进
站上车。安庆火车站迎来旅客返程高
峰，当天火车站发送旅客约3.76万人。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返程高峰

本报讯 10月 7日晚，由望江县
黄梅戏艺术传播有限公司演出的新编
黄梅戏《皖山情》在安庆石化俱乐部
精彩上演。

该剧是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
艺术节期间展演的优秀剧目之一，改编
自安庆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讲述满族女
教师完云燕作为随军家属来皖山中学
任教，不久丈夫因公牺牲，她忍着悲痛
坚守岗位，后因婆婆坚持返回故里，在
走留问题上十分纠结，最终为实现丈夫
遗愿，决心扎根皖山的故事。

演出现场，动人的黄梅韵推动剧情
的发展，观众既为主角与丈夫天人永隔
而泪下，亦为主角坚守信念、扎根山村

而叫好、鼓掌。
“这是一出现代戏，对于习惯演出

古装戏的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经过反
复排演、打磨，我希望能把最好的状态
呈现给观众。”剧中完云燕饰演者甘露
说，非常荣幸参加第十届中国（安庆）黄
梅戏艺术节。作为一名黄梅戏演员，登
上这样一个面向全国的舞台，感受到一
份责任，也备受鼓舞、激励，希望能为观
众带来精彩的演出，让更多人了解黄梅
戏、喜爱黄梅戏。

“这部戏在部分唱段中融入了一些
龙腔的腔调。龙腔是一种黄梅戏腔体，
根植于望江方言。”剧中关友南饰演者
盖学泉是东北人，之前在中国评剧院工

作，后改唱黄梅戏，去年进入望江县黄
梅戏艺术传播有限公司工作。“到了望
江，接触到龙腔后，感觉非常独特，很有
魅力。传承发扬好地方腔体，对黄梅戏
发展很有意义。所以，来到剧团后，我
一直在学习龙腔，希望可以把龙腔传
承、发扬好。”盖学泉说，安庆有名角、有
名戏、有名团，而且整个城市的黄梅戏
氛围很浓厚，希望能在安庆精进技艺、
打磨表演，不断提升自己，唱好戏、演好
戏，为戏迷朋友带来更为精彩的演出。

“演出非常精彩，很有意义。我为
主角的坚守而感动，对哭坟那场戏印象
非常深刻。演员的表演恰到好处。”来
到现场看戏的南京观众王小利在安庆
看了7天戏。“受父亲影响，我从小喜欢
黄梅戏，也在那个时候知道了严凤英的
故乡安庆。这几年经常来安庆看戏，觉
得安庆的戏曲氛围很浓厚，城市也很
美，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在安庆的假期
很愉快。”王小利说。

（全媒体记者 管炜）

《皖江情》唱响安庆动人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