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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丹

近年来，我市抢抓国家战略机遇，大力推进文
旅深度融合，精雕细琢文旅项目和景区景点建设，
释放出新业态、新政策、新线路，安庆文旅正不断
以开放姿态，加快融入长三角“朋友圈”。

戏从宜城来 韵动长三角

2024年11月29日晚，华灯初上，安庆黄梅戏
会馆坐满了观众。由青年演员带来的经典剧目

《春香传·爱歌》热闹开唱，引来台下观众一片喝
彩。“都说只有在安庆才能听到地道的黄梅戏，今
晚在会馆听了一会，很快上瘾了。”74岁的杭州人
张伟表示。

离安庆黄梅戏会馆不足3公里的菱湖公园入
口处，再芬黄梅公馆坐落于此，吸引八方来客。该
馆自2013年底正式开业以来，累计为来自全国各
地的观众呈献了千余场演出，并于2021年开辟线
上剧场直播栏目，成为本地以及江浙沪等地戏迷
朋友乐此不疲的好去处。

沿菱湖公园东门步行5分钟至黄梅戏艺术中
心，2024年国庆前后，第十届中国（安庆）黄梅戏艺
术节在这里拉开帷幕，当京剧《游龙戏凤》、昆曲

《世说新语》、越剧《女驸马》《孟丽君》等来自各剧
团的曲艺精品呈现于安庆的各大舞台，长三角戏
曲交流新局面缓缓铺开。

方言相近、地缘相亲，黄梅戏在长三角一带一
直颇有人气，除了迎客来，走出去亦让安庆戏曲艺
术焕发新的生机。

2024年7月，安庆市文化馆联合安庆市黄梅戏
艺术剧院，组织演出团队赴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上海市徐汇区、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传唱安庆好
戏；8月，“黄梅飘香 戏满申城”再芬黄梅·上海演
出季重游“福地”，4台大戏、6场演出，让沪上观众
在家门口乐享“安庆好声音”……

“满城尽是戏中人，一曲黄梅调，谁人不知是
安庆。”一首黄梅歌，传唱大江南北，道出宜城深厚
的戏曲文化底蕴。在安庆，当饱满的艺术种子，与
适宜的温度、土壤相遇，便释放出旺盛的生命力。

文脉绽新彩 闪耀长三角

“件件精美文物都是安庆历史文化的缩影，到
这里，感受到的不仅是深厚的历史，更有璀璨夺目
的戏曲文化。”2024年11月30日，在安庆博物馆黄
梅戏艺术陈列展厅，游客纷纷表示。

近年来，安庆大力推动“文博+旅游”融合发展，
通过承办文博盛会、举办主题展览、打造新馆陈列、
馆店业态融合等方式，为长三角旅游注入文化灵魂。

2024年5月中旬，安庆首次作为“国际博物馆
日”安徽省主会场，推出中华汉服秀、黄梅戏名家展
演、非遗技艺及传统文化体验等系列主题活动和特
色展览，成为全省各地文博场馆交流互鉴的窗口；9
月，“2024长三角阅读马拉松大赛”在沪苏浙皖三省
一市同时开赛，安庆85名参赛者17支队伍在市图书
馆参赛，与长三角书友共沐书香，分享喜“阅”……

推动本土文化加速出圈，实现文创产业与城市
“双向奔赴”。2024年11月，第五届长三角国际文化
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安庆7个
展位，4天共展销商品728件，线下成交金额近3万
元；12月3日，“江苏南通·安徽安庆版画作品交流
展”在启东美术馆开展，两地48位版画家共80件版
画精品汇聚于此，以独特视角和手法展现时代的辉
煌与梦想，记录着两地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

围绕打造文化地标，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

等公共文化场馆早已成为探寻安庆文化产业的重
要窗口，是市民群众“首展首秀”的舞台，更是孕育
长三角文化创新的大平台。

城乡新花样 相约长三角

2023年12月，第三批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名
单公布，长三角有10条街区上榜，安庆古城·倒扒
狮历史文化街区位列其中。

“今天来古城倒扒狮街，赏夜景、吃美食，再到国
风馆拍一组黄梅戏戏服写真，十分惬意。”2024年12
月5日，上海人刘静特意坐高铁来安庆旅游打卡。

“2024年9月下旬艺术节开幕以来，倒扒狮历
史文化街区客流量出现‘小高潮’。国庆假期，街区
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倒扒
狮历史文化街区运营企业负责人王金萍介绍。

近年来，安庆先后启动钱牌楼街东扩、二陈故
居修缮、大南门街复建等一系列古建筑修缮保护
开发工作，带动历史街区夜经济和旅游消费，实现
街区从保护、修复到复兴的华丽蜕变。

“目前，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现有历史建筑58
处、文物建筑29处，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明清、民国
时期的建筑风貌，另有非遗项目11余项、4家‘中
华老字号’门店，‘戏曲+’餐饮、文创、民宿等新业
态下的经济效应逐步显现。”王金萍说。

在安庆各大休闲消费街区，咖啡店、休闲书
房、特色民宿等消费和服务空间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少间·临江隐民宿2024年建成并投入运营，累
计收入约86万元；跟随总书记的脚步，全国各地游
客慕名来到安庆桐城六尺巷，日均游客过万……

“推动文旅合作走向纵深，从‘好邻居’变为
‘一家人’，‘拥抱’长三角要‘抱’得更紧。”市文旅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庆将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把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理念充分贯穿于文
旅事业各个环节，不断完善旅游设施，丰富业态产
品，更好推向长三角客源地市场。

一座城 广揽盛邀天下客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黄定龙）记者从市林业局获
悉，当前我市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全
市各地紧盯防火巡护、火源管理、日
常检查等关键环节，全力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

加强网格化管理，市级将全市
800 万亩山场划分成 8878 个网格单
元，发挥镇、村、组等“防火关键人”作
用，打通“最后一米”。探索应用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推动实现从管住火、
预测火、发现火到灭小火、防大火的全
链条“五火”共治。深入开展“五进”宣
传活动，目前已发放宣传单页 75 万
份，播放宣传视频2万余次。

强化“打”的力度，目前全市已设
立森林防火检查站 832 个，流动卡口
5503 个，选聘 12823 名护林员，结合
视频监控系统、无人机等科学监测手
段，实时监控火灾隐患，杜绝火种进
山入林。市级还向各地调拨防火储
备物资，累计储备防火物资价值1000
余万元；争取中央预算内资金 4425
万元，建设视频监控探头 129 处、消
防水池 144 处、采购各类扑火机具
1000余台套，有力夯实了森林防火基
础设施水平。

紧盯关键环节

筑牢森林“防火墙”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胡仁栋）
1月15日，记者从全市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工
作座谈会上获悉，市慈善总会向各区民政部门捐赠慰问
物资和慰问金共计78.61万元，惠及2029户困难家庭。

2024年，全市民政系统着力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
度，稳步提高救助水平，积极引导社会慈善力量参与，
全市共支出社会救助资金10.82亿元，救助保障13.02
万城乡低保对象和 2.77 万特困人员，实施临时救助
8210人次，确保困难群众应享尽享、应救尽救。

2024年，社会参与救助工作更加充分，我市推进
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全市共整合资金约三千万元，

初步形成“物质+服务”的社会救助模式。市民政部门
会同市慈善总会积极推进政府救助与慈善救助有效衔
接，截至目前，市慈善总会设立各类慈善基金227只。
积极做好村（社区）“救急难”互助社工作，全市1555个
村（社区）均完成“救急难”互助社登记或备案，实现村
（社区）全覆盖，累计募集资金5586万元。

今年，我市将持续推进政府救助和慈善帮扶有效
衔接工作，积极构建“政府+慈善”工作体系，落实“兜
底+提质”分层救助，优化“需求+资源”匹配模式，持续
推动社会救助提质增效，积极引导慈善力量广泛参与，
更好惠及困难群众。

去年支出社会救助资金10.82亿元

1月15日，天天高速怀宁县
小市段皖水河特大桥施工现场，
技术人员正在加紧施工，确保工
程如期完成。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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