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0月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大永 电话:5325920 5325924

要 闻

田畴披锦绣，乡野奏强音。作为
安徽省农业大市，安庆近年来聚焦农
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色，纵深
推进乡村振兴，“三农”发展亮点纷
呈，共绘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
基层治理焕发文明新气象，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不断提升。近日，记者走访
了我市三个村庄，听村里人讲述“三
农”发展过程中的亲身经历。

农民变市民
日子越过越好

农业产业化快速发展，使得一批
农民变身成为市民。大观区十里铺乡
十里村村民、现年75岁的张秀英，对
此印象深刻。她说小时候经常吃不饱
饭，变化发生在上世纪 80 年代，在

“包产到户”后，家里有6亩地，生活
质量大幅提高。“从那时候开始，终于
吃上大米饭了，真幸福。”张秀英说。

1995 年，随着集贤北路拓宽建
设，张秀英家里的田地被征收。自此

她和家人便开始了市民化进程。“当时
女婿和女儿都在企业上班，我帮着带
孩子。”张秀英说，2002年，女婿辞
职，在村内九华工业园租了 3 亩地，
办起了汽车车厢拼装企业。目前有7
名工人，年收入约30万元。

不仅是张秀英一家人，如今十里村
所有村民都从农民变身市民。近年来，
我市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战略，完善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
套政策，持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
走好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张秀
英和十里村的故事，就是一个缩影。

返乡助振兴
村子美了富了

2014年起，我市全面推进脱贫攻
坚，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6万以上，成
功让375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个贫困
县全部摘帽。近些年，我市全力巩固
脱贫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推深
做实“五大”帮扶、促进群众稳定增

收。都说乡村振兴，关键靠人。姚有
志就是能人之一。

现年47岁的姚有志，是岳西县菖
蒲镇毛畈村党支部书记，在外地事业
有成后，毅然返乡助力乡村振兴，获
得过“安徽省劳动模范”称号，还上
过央视新闻，可以说是妥妥的名人。

毛畈村位于岳西县东南边陲，辖
14 个村民组、370 余户、1400 余人。
在姚有志的带领下，村里人将土特产
卖出去，将游客引过来，毛畈美了、
富了、火了，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超500万元，
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多元，受此
影响，在外地务工的年轻人也回来了。

姚有志说，这两年自己开设了抖
音号“有志者事竞成”。在镜头里，给
村里带货的他又蹦又跳，又说又唱。
互联网让他更红了，也让毛畈村的特
色农产品销售火热，乡村旅游蓬勃发
展，村民顾家赚钱两不误。

资源变资产
人人吃上“生态饭”

走进宜秀区五横乡杨亭村，只见
白墙黛瓦、垂柳依依，干净整洁的文
化广场毗邻农舍，小学、幼儿园、卫

生室等一应俱全。该村面积12平方公
里，总人口3360人，已成功摘得中国
美丽休闲乡村、中国美丽宜居示范村
庄、国家级森林乡村、全国生态文化
村四块“国字号”牌子。村党支部书
记杨江勤说，杨亭村地处丘陵，多山场
少水田，曾经是一个偏僻的穷山村。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穷，村民被迫上
山砍树卖钱养家糊口。那时候大家想
过招商引资、想过发展工业，但工业进
村的结果是村内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曾
经的青山一度变成荒山。

“生态也是生产力”“不准在山上伐
一棵树”1998年，杨亭村定下规矩。在
关停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后，该村开始种
植枫树、杨梅树等，实现见缝插绿、四季
有景，使曾经的青山又有了雏形。2017
年，杨亭村幸运成为了安庆市林长制改
革示范村，走上绿色发展之路。从此杨
亭村的生态变得更好了，经济效益也提
高了。坐拥2700亩集体林场，该村发
展茶园，创办茶厂，打响龙山野茶品
牌。如今，该村正加快推进和美乡村精
品村建设，以“微休闲、微度假，打造家
门口的诗和远方”为发展定位，大力发
展茶叶产业和乡村旅游业，助推村级集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共绘“三农”新画卷
本报讯 国庆假期，公安部门全

力以赴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
促发展各项工作。全市社会大局稳
定，治安秩序良好。

高速公路方面，公安交警部门全
力疏堵保畅，分流车辆2.7万余台次，
协同救助救援车辆、人员340余起，处
置简易交通事故873起，避免重大风
险隐患16起，全市高速公路未发生亡
人交通事故，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
序。同时，圆满完成第十届中国（安
庆）黄梅戏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广
场舞展演、“黄梅戏韵”青年音乐节、

“古城记忆”戏曲文化活动、“热辣滚

烫”黄梅戏文化市集、专场花车巡游、
第八届“京黄故里”石牌戏会、大学生
航模展和无人机飞行表演等活动安
保工作，累计投入警力5000余人次，
确保200余场次活动安全有序。

国庆假期，全市共开通政务服务窗
口95个，累计接待群众3340余人次，
办理各类公安政务服务事项4000余
个；严格落实快速反应机制，依托10个
公安武警联合执勤点、39座街面警务
站，布设345支巡控组，日均投入警力
1600余人次，显性用警，拉满“安全感”。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通讯
员 房君）

国庆假期全市社会大局稳定
治安秩序良好

本报讯 10月9日，民政部2024
年第七期儿童主任示范培训班在安
庆开班，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郭玉
强、副市长唐厚明出席开班式。

郭玉强指出，儿童主任是儿童福
利和保障工作政策落实“最后一公
里”的具体执行者。开展好儿童主任
示范培训工作，有助于提高儿童主任
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让儿童主
任真正成为点亮困境儿童人生之路
的明灯。

唐厚明表示，安庆市不断完善儿
童福利保障机制，组建“儿童督导

员+儿童主任+志愿者”的关爱帮扶
队伍，形成完备的儿童关爱服务阵
地体系，全市儿童福利工作取得积
极成效。

此次培训为期 5 天，来自安徽
省、山东省、河南省、宁夏回族自
治区民政部门的儿童福利工作业务
骨干及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代表
100人参加培训。

开班式后，郭玉强一行前往安
庆市社会（儿童）福利院调研。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
员 谢晓东）

民政部儿童主任示范培训班在安庆开班

提高儿童主任工作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唐厚明出席

本报讯 戏腔一起，烟火万里。
国庆假期，怀宁县石牌镇好戏连台，
在这里举行的“京黄故里”石牌戏会
以“源于石牌、聚于石牌”为主题，共
展演《白蛇传》《八大锤》《红丝错》《西
楼会》《张郎休妻》《牙痕新传》等31个
剧目，让广大游客和市民充分享受戏
曲艺术之美。

10月4日下午，石牌镇戏曲文化
服务中心小剧场，人气十足，“流量”
满满。由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带
来的黄梅戏《西楼会》精彩上演，吸引
众多游客和市民来这里赏景看戏。
当晚，在石牌镇永兴苑广场，掌声、喝
彩声不断，孔雀东南飞黄梅戏剧团带

来了《珍珠塔》，表演者妆容精致、情
感充沛、步伐轻快，精湛的表演令观
众为之动容。来自合肥市的游客翟
先生说：“今天带家人来石牌旅游，恰
好碰到了黄梅戏表演，很好看。感觉
怀宁人特别热情，以后还会来玩。”

近年来，怀宁县积极响应并推进
实施“黄梅戏曲本典藏工程”“四季有
戏展演百千万工程”“地方戏曲振兴工
程”，落实“送戏进万村”“戏曲进校园”

“戏曲名家走基层”，不仅丰富了群众
文化生活，还提升了游客的文化体验
感，实现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为文
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通讯员 檀志扬）

“京黄故里”好戏连台

31场大戏让游客乐享文化盛宴

本报讯 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
试院获悉，202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10月 9日至
10月 12日，网上报名时间为10月 15
日至10月28日，网上确认时间为11
月1日至11月5日。

今年我市设置了安庆市教育招
生考试院报考点和安庆师范大学报
考点两个报考点。安庆师范大学本
科应届毕业生可以选择在安庆师范
大学报考点报名，原则上不接收安庆
市户籍的外地高校本科应届毕业生，
该类考生可以选择在就读学校所在
市的报考点报名。往届生方面，户籍
在安庆市的考生可以在安庆市教育
招生考试院报考点报名，非安庆户籍
但在我市有正式工作的考生，需提供

安庆市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材料
和工作单位人事证明，否则此类考
生需重新选择其他报考点报名。

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提醒广大考
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并通
过网上支付的方式缴纳报名考试
费，否则不能进行网上确认，逾期
无法补报。如果报名信息错误，须
在网上报名期间进行更正，网上确
认期间研招网系统不提供修改功
能。未在规定时间进行网上确认以
及审核未通过的考生，报名信息无
效，将无法参加考试，建议考生不
要在网上确认的最后一天提交审核
材料，以免材料审核不通过但又没
有充足的时间准备补充材料。

（全媒体记者 项珍）

硕士研究生招考网上报名15日开始
9日至12日预报名

10月7日，迎江区长风沙花溪谷景区，游客在鲜花盆景前打卡拍照。国庆假期，近3
万名游客选择到长风沙花溪谷景区游玩。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杨磊 摄

10月9日，在桐城市范岗镇文化广
场，健身爱好者正在表演舞蹈 《站在
草原望北京》。

当天，由桐城市委宣传部、桐城市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桐城市文明办主
办的“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文艺汇演
在范岗镇举行。该市老年健身爱好者
们欢聚一堂，展演了舞蹈、旗袍秀、黄梅
戏、太极、柔力球等多个节目，展现老年
人的别样风采。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陈小玉 摄

情暖金秋

爱在重阳

本报讯 5月 16日入夏，10月 1日
入秋，随着国庆假期结束，4个半月的
夏季画上句号。今年夏天不仅漫长，持
久的高温热浪更令人难忘，一组气象数
据盘点今夏天气的“不平凡”。

平均气温成同期榜首

今年夏天真的很热，而且是热到
同期罕见。

据气象台统计数据显示，今夏安
庆平均气温高达27.6℃，较往年同期
偏高2℃，“击败”2022年，成为同期
平均气温榜首。

不但平均气温高、高温范围广，
今夏高温日数在历史上也排得上号。

首个高温日在6月 15日，这天午
后，市区气温首次突破35℃高温线。
此后气温不断走高，8月7日出现了今
夏安庆站最高气温38.9℃。受地形和
环境影响，局部地区气温更高，岳
西、桐城等多个自动气象站就监测到
了40℃的超高温。

在这个漫长季节里，全市平均高
温日数达35.2天，位列历史同期第4。
各县（市、区）里，怀宁县最受高温
煎熬，高温日数高达45天。

预计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在35℃
以上，市气象台会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信号。今夏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频繁现
身，且有多个预警升级为橙色。据统
计，今夏安庆市气象台共发布29个高

温预警，其中高温橙色预警有17个。

整体降雨量偏少

今年夏天之所以格外炎热，还有
个原因不得不提——“降温雨”偏少。

众所周知，雨水和冷空气是高温
两大克星。冷空气在夏季往往不活
跃，而今夏全市平均降水量为798.5毫
米，也较常年偏少。

最重要的是，大部分雨水降落在
6月下旬至7月中旬的梅雨季。今年安
庆遭遇“暴力梅”，梅雨强度为“偏
强”等级，全市平均梅雨量达538毫
米，较常年梅雨量（384毫米）偏多4
成，排历史第8位。

今年梅雨期共有 3 次强降水过
程，分别发生在6月21至22日、7月1
至2日及7月 13至 14日，呈现区域分
布不均、多局地强降水的特征。其中
7 月 13 日的暴雨猛烈程度历史罕见。
当天13时20分至16时20分，市区3小
时降水累计达196.2毫米，为近20年来
最大值。

梅雨季降水量就占今夏总降水量
的一大半，此后降水只是“小打小闹”，
撼动不了高温。7月15日出梅后，副热
带高压迅速占据“C位”，高温热浪无缝
衔接，安庆有近一个月没有下雨，直至
8 月 12 日，一股强冷空气带来充足水
汽，安庆才盼来一场“清凉”雨。

（全媒体记者 程呈）

今夏天气“不平凡”

平均气温高 降雨量偏少

本报讯 10月 9日晚，长三角戏
曲交流活动之傩戏《千年傩》在安庆
石化俱乐部上演，为广大戏曲爱好者
奉献了一场别具韵味的艺术盛宴。

《千年傩》是在池州市贵池区乡间
世代传承的傩事活动的基础上，“挖
掘、整理及创排”的一部大型仪式
剧。该剧由序及四个篇章组成，其中

“洪荒裂变”呈现阴阳交合、开天辟地
的景象；“古祠钩沉”绵延先民请神敬
祖、祈天迎新的仪典；“驱邪祈福”展
示了降除鬼妖、正邪较量；“太古遗
音”在演绎故事的同时，展现五百年

前的“青阳腔”和更为久远的“傩
腔”；“国泰民安”再现了朝庙盛况以
及古傩传承的乡风民俗。

“2018年，《千年傩》曾在安庆首
演，受到不少观众的喜爱。今年是第
二次来安庆演出。我们从剧本、服
装，到道具、舞台排练，都进行了反
复精心打磨，使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
手段结合得更加完美，以全新的面貌
充分展现了池州独具特色的历史人文
景观、民族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风
貌。”池州市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该
剧导演兼主演胡杰告诉记者，作为

“戏曲活化石”，傩戏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在于表演人员都会戴上各种面具，
这些面具代表着人鬼神妖魔、以及天
地，小舞台演绎着大世界，给观众带
来不一样的体验。

锣鼓声声，头戴傩面具、身披红
底碎花彩衣的傩戏师登台表演。他们
时而呢喃哼唱、时而歌舞跳跃，似
从远古穿越而来，让观者为之震
撼。“我对傩戏早有耳闻，但是从来
没有看过。这次在家门口能看到这
么精彩的戏曲表演，特别开心。”安
庆市黄梅戏戏迷协会会长盛晓萍

说，“整场演出的水准是非常高的。
长三角一体化不仅是生活上的，也应
该是艺术和精神上的。”

此次长三角戏曲交流活动共邀请
京剧《风还巢》等7台曲艺精品来安
庆展演，交流曲艺成果，展示曲艺
风采。“长三角戏曲交流活动是加
强 区 域 性 文 化 交 流 的 重 要 举 措 ，
希望通过黄梅戏与其他剧种的交流
学习，共同推动曲艺艺术的创新与
发展。”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总工
程师王勇表示。

（见习记者 刘丹）

大型仪式剧再登安庆舞台

《千年傩》展现古腔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