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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养老保险补缴不会找
谁？找田大姐！”“就业困难找谁？找
田大姐！”“辛苦一年要不到工资找
谁？还是找田大姐！”这是12月2日下
午，发生在宿松县佐坝乡便民服务大
厅内的一幕。

“田大姐”名叫田萍，1975年出生
于佐坝乡洪岭村大塘组，1997年参加
工作，在该乡人社岗位上一干就是27
年。多年来她聚焦为民服务和矛盾化
解，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法。

“我的工作法就是脚下沾有泥土、

心中沉淀真情。”田萍说。
多年来，田萍始终坚持为民服

务。群众不会通过手机缴纳社保，她
手把手教；振昌村有位老人想补缴养
老保险，但对政策不了解，心有顾
虑。她和村干部一起上门，详细讲解
政策，给老人算了笔“多缴多得”的
经济账，帮助老人补足了养老保险费
……

不仅如此，她还以行动促和谐，
积极调解群众矛盾。不管是张家长，
还是李家短，矛盾纠纷到了她这里，

总能得到有效化解。
振昌村有两户居民比邻而居，一

家认为宅基地有高有低，且自己家的
大门正对着另一家宅基地的西北角，
这样会影响自家“风水”，两家因此结
怨。村干部多次调处，均以失败告
终。田萍了解情况后，对双方进行情
绪降温，并分别与当事人进行谈话。
经过反复十多次的调解，双方终于同
意她提出的建一道“共墙”的方案，
这样既解决了“墙角冲大门”的问
题，也符合村里的建设规划。这样的
例子还有很多。随着自媒体迅速发
展，田萍主动学习视频拍摄和剪辑，
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
在微信视频号和抖音上发布各类政策

视频，让群众第一时间了解党的政策
主张。

佐坝乡内，人们总能看到田萍忙
碌的身影。她工作热心、待人耐心、
做事细心，获得群众的认可和称赞，
大家一致尊称她为“田大姐”。该乡借
助田萍的影响力，设立“田大姐”工
作室，做响“田大姐”品牌，“有事就
找田大姐”成为该乡内的一句流行
语。今年以来，“田大姐”工作室已开
展为民服务事项200余件、成功化解
矛盾60余起。在田萍的带动下，佐坝
乡不少年轻干部都加入了“田大姐”
工作室。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陶志高）

脚下沾有泥土 心中沉淀真情

“田大姐”工作室让群众甜到心里

当今社会已进入数据信息时代，
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多了起来，一些
人就产生了“读不读党报无所谓”的
模糊认识，特别是有的自媒体为获取
点击量，散布虚假信息，制造谣言，
更是干扰了人们的视听。在这种情况
下，订阅党报党刊，聆听权威的声

音，显得尤为
重要。

党 报 党 刊
是党和人民的
喉舌，担负着
传 播 党 的 声
音、传递党的

主张、正确引导舆论、反映群众呼声
的重要使命，是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
方针政策的重要阵地，是党和政府联
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党员干部
读党报，既是统一思想、站稳立场的
重要途径，也是干事创业、克服本领
恐慌的“政治课堂”。一些爱阅读的
党员干部，谈起大政方针滔滔不绝，
制定工作计划倚马可待，常读善用党
报党刊是重要秘诀。

运用党报党刊指导工作，是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阅读党报党刊，是
党员干部的必修课。在媒体融合发
展的时代浪潮中，党报始终居于主

流地位。进入新时代，党报承担着
举 旗 帜 、 聚 民 心 、 育 新 人 、 兴 文
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面对零星
片面、支离破碎的快餐式阅读，面
对 真 假 难 辨 、 泥 沙 俱 下 的 庞 杂 信
息，党报在权威性、准确性和公信
力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犹如

“定海神针”，不断标注思想的“坐
标系”、凝聚价值的“公约数”，成
为 舆 论 场 的 “ 压 舱 石 ” 和 “ 定 盘
星”。广大党员干部应当“不畏浮云
遮望眼”，让读好用好党报成为思想
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特别是当前，面对新时代新问

题，党员干部只有静下心来认真阅
读党报党刊，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
方针政策，及时了解党委和政府的
决策部署，及时了解群众的所想所
盼，思想认识才能与时俱进，工作
水平才能不断提高。相反，如果不
订阅党报党刊，不发挥党报党刊的
舆论引导作用，不从党报党刊中汲
取 营 养 ， 一 旦 面 对 新 决 策 、 新 部
署、新任务、新要求，就不能及时知
晓、准确把握、科学应对，就容易迷
失方向、浮躁消极、误入歧途，甚至
跌入深渊万劫不复。因此，订阅党报
党刊永不过时。

订阅党报党刊永不过时
鲁庸兴

本报讯 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发扬六尺巷“礼让”精神，营造交通安
全宣传浓厚氛围，12月2日，安庆交警
部门在桐城市府广场组织举办以“文
明交通 携手共创”为主题的第13个

“122”全国交通安全日活动，提升广
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法治意识
和文明意识，形成社会各界共同参
与、共享文明交通的良好氛围。

此次活动以设置展板、访谈、主
题宣讲、文艺表演、互动体验等形式
进行。活动现场，全市县（市、区）10

个交警大队设置宣传展板，宣传文明
交通礼让先行、骑车戴头盔、驾乘车
辆系好安全带、不购买不驾乘非标三
四轮电动车、被看见才安全、酒醉危
害大、车辆盲区要远离、平安上学遵
交规、交通信号知多少、分心驾驶要
不得等交通安全知识。桐城籍歌唱
家、音乐创作人张正扬作为交通安全
形象大使也到现场助力，为群众演唱
了他创作的歌曲《六尺巷》。

（全媒体记者 卢向波 通讯
员 姚笃留）

第13个全国交通安全日活动举行
提升广大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

本报讯 11月29日上午，怀宁县
金拱镇与凉亭乡交界处，高河大河与
大沙河的连接点，马踏石闸除险加固
工程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忙碌。

“我们每天安排80余人、10余台
机械，加班加点赶工期，力争12月底
完成主体工程，保证明年汛前工程投
入使用。”施工单位负责人童影说。

马踏石闸除险加固工程，批复总
投资为 3482 万元，设计排洪流量为
667立方米每秒。上游是三鸦寺湖、
高河大河，下游是大沙河、菜子湖。
上游涉及高河、茶岭、金拱、凉亭等4
个乡镇，受益农田面积 3.5 万亩，防
洪、灌溉、排水作用巨大。

“老马踏石闸建于1968年，因工
程无闸门控制且年久失修，导致防洪
和灌溉功能缺失，使得上游周边农田
频现旱期无水灌、汛期水漫灌现象，
因此要对马踏石闸进行拆除重建。”
项目法人驻工地代表程冬说。

马踏石闸除险加固工程于今年3
月开工，后因入汛等原因中断建设。
目前，闸身控制段及上游护底段已基
本完工，预计今年12月底完成主体工
程建设任务，2025年元月底完成整个
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可强化对三
鸦寺湖方向来水的控制能力，提升4
个乡镇1个万亩灌区和12个千亩灌区
的灌溉和防洪能力。

今年，怀宁县续建及新开工项目
32个、总投资25.9亿元。其中新开工
项目18个，国债项目10个。本轮项目
实施以后，该县主要支流、中小河流、
重点易涝区、山洪沟防洪排涝能力将
大幅提升、水利设施保障功能将大幅
优化。“我们将强化调度，确保资金按
时足量拨付，抢抓年内施工黄金期，
全力冲刺四季度。”该县水利局党组
成员余国华说。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
员 吴长征）

怀宁全力推进续建及新开工水利项目建设
32个项目总投资25.9亿元

12月3日，民警向社区居民讲解宪法知识，解答居民问题。
为迎接“12.4”国家宪法日的到来，迎江公安分局大南门派出所联合孝肃路

街道综治中心开展“树立宪法意识 维护宪法权威”主题宣传活动。
全媒体记者 江胜 通讯员 张丽慧 摄

（上接第一版）
近年来，安庆市搭建全国性戏剧

展演平台和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三年
来，先后有 28 个省 （自治区、直辖
市） 72个剧种 166家演出单位来宜参
演。五年来，组织黄梅戏院团赴国内
近30个省（区、市）的80多个城市、
俄罗斯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交流演出。

不仅仅是黄梅戏，今年11月，宿
松县省级非遗“许岭花灯”入选2024
年长三角法治非遗作品展；今年 2
月，2023 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
最美公共文化空间大赛结果公布，
安庆博物馆荣获“优秀公共文化空
间案例奖”和“网络人气奖”两个
奖项；2023年8月，由15家省级公共
图书馆联合主办的“沿着长江读懂中
国”长江读书节第四届讲书人大赛在
安庆启动……

融入长三角，安庆以文化“寻
亲”，“走出去”也“引进来”，在共同
的文化基因中，安庆文化融入长三角
有所为、有所成。

走进安庆

以文促旅邀“四海”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而在2019年 5月，长
三角文化和旅游联盟成立，聚焦重
大产业项目，初步形成分工合理、
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旅协

调发展新局面。
在发展的浪潮中，安庆抓住机

遇，持续推动文旅事业融入长三角，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
键词，攻坚克难、砥砺奋进，融入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扎实推进。

多年来，安庆与上海、南京、杭
州、苏州、常州文旅部门签订合作协
议，建立文化旅游营销合作机制，安
庆市、天柱山、花亭湖入选长三角十
大“名城”“名山”“名湖”。

10 月 16 日上午，“走进长庚故
里——长三角地区京剧票友大赛”在
潜山市文化公园开幕，从10月16日至
20日，来自沪苏浙皖三省一市的400
多名京剧票友云集天柱山。据潜山市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华小芬介绍，下
一步，潜山将持续用心用力用情，打
造“京剧鼻祖”“徽班领袖”程长庚专
属文化 IP，发挥“名山、名人、名
戏”耦合效应，创造性推进京剧与旅
游融合发展，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多年来，潜山市深入实施“文旅
兴市”战略，抢抓“大黄山”“融入长
三角”发展战略机遇，积极培育文化
旅游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助推文旅
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旅游联盟，天
柱山风景区加入长三角跨行政区域旅
游联票机制，推出“徽风皖韵，诗画
江浙非遗文化体验”“乘动车看华夏、
皖浙好风光”等长三角旅游精品线

路。截至目前，长三角区域客源占比
达69.99%。

潜山市还抓住“康养”这一特色
资源，编制《长三角休闲康养目的地
建设方案》，稳步推进龙潭河景区、
天柱山研学营地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重要项目，着力打造长三角休闲康养
后花园，多领域推进文旅融合。潜山
市康养中心获定为“2024年长三角康
养基地”。

今年前10个月，潜山市接待游客
1512.7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
游 总 收 入 119.9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5.6%。天柱山风景区获评“大黄山区
域十佳场景”，接待游客256万人次，
同比增长17.6%。

潜山市以文促旅是安庆文旅融合
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安庆市持
续推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抓住文
化特色，促进文旅市场持续发展，擦
亮“来安庆，白天看景，晚上看戏”
文旅品牌。

安庆市按照“三年一届艺术节、
每年一次展演周”，持续举办中国黄梅
戏艺术节和安庆“十一”黄梅戏展演
周。今年闭幕的第十届中国 （安庆）
黄梅戏艺术节历时17天，共开展7大
类22项近100场活动，近4万人次走进
大小剧场观演，线上线下观看总人数
近3000万人次，全网信息总量超1.1万
条。此次艺术节参演院团之广、展演
剧目之多、活动规模之大、时间跨度
之长、参与人数之众创历届艺术节之

最。与此同时，安庆还创新实施安徽
（安庆）“四季有戏”黄梅戏展演百千
万工程，2024年以来共开展精品剧目
展演 83 场，创新剧目小剧场演出近
700场，百姓大舞台展演展示近7000
场，惠及城乡群众超800万人次。

个性十足、特色鲜明、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不断吸引着各地游客
入宜。如今，安庆立足自身文化优
势，在保护与传承中创新发展，形
成优质文旅资源，进而广邀四海，
走进安庆，有风景、有戏韵，更有
历史、有文化。

发展安庆

文化产品闯“江湖”

文化寻亲走出去，文旅发展引进
来，若没有优质的文旅产业、产品，
不着眼经济发展，文旅事业的“流
量”也必将是一时之欢。

为此，安庆大力支持文化企业做
强做优，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加
快提升文化生产力，推动文化产业成
为支柱性产业。

12月1日上午，在潜山市舒席文化
产业园施工现场，福泰多竹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唐满结正在现场查看进度，
他说：“我早上六点半过来，已经有附
近村民送来舒席。”施工现场旁，是福
泰多竹业的旧厂房。

当天8时不到，旧厂房门前已经
排起长队，20余位村民拿着自己制作

的舒席等待公司检验、收购。王河镇
河镇村村民施洁莲就在其中，她做舒
席已有8年，每天到公司领竹丝，抽
农闲时间制作后送到公司收购，1个月
能挣3000元左右。“等我学会了新技
术，收入还可以增加。”最近，她又在
公司老工人的教带下，开始学习舒席
竹编花孔技艺。

凭借非遗技艺，从小作坊到带动
周边上千户村民就业增收的文化产品
企业，王河舒席走上一条在保护中形
成产业的发展之路。如今，该企业年
产值近2000万元，其中60%销往江浙
沪地区。

这样的例子在安庆并不少见，安
庆非遗文化在保护传承中形成产业，
拓宽市场，从文化发展中拓展经济效
益，用经济效益反哺保护传承。

在太湖县，市级非遗碉情食品手
工技艺也从小作坊发展至年产值300
多万元的食品企业，每年前往长三角
地区参加展会10余次。

在刚刚闭幕的第五届长三角国际
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安庆7个展位4天
展览共展销商品728件，线下成交金
额近3万元，2个展位开启线上直播，
线上销售近 300 件，成交金额 26400
元。其中，安徽利霞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腊货系列和安徽晶熠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手工粉丝，其制作技艺皆为
岳西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小作坊到
公司，再到热销文博会，2个县级非遗
在文博会上收获了诸多好评。

近年来，安庆不断延伸国家级非
遗黄梅戏的市场价值，多元化的黄
梅戏衍生产品层出不穷。融入黄梅
戏 元 素 的 折 扇 、 茶 具 、 灯 具 、 摆
件、挂件等成为热销单品，也成为
网红旅游商品。黄梅戏衍生品在长
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深圳文
博会等文化博览会上成为推荐安庆
文化、讲好安庆故事的吸睛元素，
在长三角文博会，黄梅戏印章一天
吸引上千人打卡；在深圳文博会，
黄梅戏剪纸、《女驸马》 联名款风味
牛肉佐餐酱等引人注目。

近年来，安庆聚焦文旅产业发展
重点，通过“请进来和走出去”积极
争取老乡带项目、引项目落户家乡。
今年上半年各类文化旅游企业来安庆
考察洽谈超 30 批次，签约项目 35
个，涉及金额47.2亿元；建成并运营
长风花溪茶谷等重点文旅项目31个，
涉及投资金额35.8亿元；大观亭历史
文化街区获中央预算内投资 2 亿元，
是安徽唯一入选项目。1至7月全市文
旅产业“招商引资”项目签约、开
工、投产项目总数和登记金额均居全
省第三。

架起文化“连心桥”，走出文旅
“富裕路”，安庆紧抓“融入长三角”
发展机遇，必将让更多文化资源转变
为文化发展优势，让更多优秀传统文
化转化为文化品牌，让更多青山秀水
成就文旅融合的“诗与远方”。

全媒体记者 管炜

11月30日，在岳西县来榜镇来榜村
一带，来榜大桥宛如长虹雄跨山间。

近年来，岳西持续加大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力度，扎实推进道路提质改造和

“瓶颈路段”改建工程，构建布局合理、
衔接顺畅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通讯员 吴均奇 摄

道路改造提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