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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讯 4月3日，宿松县举办
2025 年“相聚‘醉’美湖乡 共

‘宿’门户未来”活动，宿松籍在外
各界知名人士和在宿松落户外地企
业负责人、各地商协会嘉宾齐聚一
堂，共叙乡情、共话发展，一批重
点项目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近20
亿元。

现场，该县重点推介了医康养
文旅大健康项目、纺织服装产业暨
省际毗邻示范区项目、二郎河和美
乡村农文旅融合示范带项目。举行
了返乡企业投资项目、异地商协会

“宿松滋味”特产推介合作集中签约
仪式，其中安徽中兴船舶新能源船

舶 （构件） 项目、沈阳军通智能开
味小菜以及香港晟隆年产12000吨棉
纱项目等5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近20
亿元，涵盖装备制造、食品加工、
纺织服装等领域。该县还与南通、
常州、合肥等5家异地商协会就“滋
味宿松”特产推介达成合作协议。

今年以来，该县紧扣经济高质
量发展主线，抓牢深层次改革和高
水平开放两个关键，做好环山、环
城、环水三篇文章，持续拼经济、
优环境，奋力推动县内产业链招大
引强。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
员 祝梦）

一批重点项目落户宿松
计划总投资近20亿元

本报讯 4月6日，记者从市林
业局获悉，由省林业局组织，市林
业局、岳西县林业局和安庆师范大
学共同实施的大别山五针松野生种
群调查已于近日完成，并为发现的
443株五针松建立了档案，自此大别
山五针松正式有了“户口簿”。

大别山五针松是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十四五”林业草
原保护发展规划纲要》中开展抢救
性保护的50种珍稀濒危野生植物之
一；仅分布于大别山区，种质资源
极其稀缺，具有巨大科研及保护利
用价值；岳西县五河镇和河图镇交
界处的大王沟是该物种的唯一集中
分布区。

1984年，安徽农业大学团队曾
在岳西大别山区调查，共记录胸径4
厘米以上的大别山五针松224株。此
后40余年，一直未再做全面系统调
查。今年2月，市林业局、岳西县林
业局和安庆师范大学调查团队再次
上山调查，历时30余天，共记录胸
径 1厘米以上大别山五针松443株，
其中胸径4厘米以上411株，较40年
前增加187株。本次调查，详细记录
了每株大别山五针松的经纬度、胸
径、高度、坡度、坡向等数据，并
拍照挂牌、建立档案，自此443株大
别山五针松均有了“户口簿”。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
员 张宏）

拍照挂牌 一树一档

443株大别山五针松有了“户口簿”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教体
局获悉，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即将开始，网上申报
分两段进行，第一次报名时间为4月
7日至4月18日，第二次报名时间为
6月16日至6月27日。符合认定条件
的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登陆中国
教师资格网进行报名。

今年上半年，我市面向社会认定
幼儿园、小学、初级中学、高级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和中等职业
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对象是未达
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取得《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师范生
教师职业能力证书》，或符合安徽省
直接认定条件的人员。

同往年一样，市教体局受理认
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和中等
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各县
（市、区） 教育局受理认定幼儿园、
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为方便
群众办事，今年上半年高中、中职
教师资格认定继续采取线上确认，
在网上报名时上传有关材料的 PDF
文件即可。

（全媒体记者 项珍）

2025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启动

挖机轰鸣声中，危房、违建和无功
能建筑被夷为平地，即将复绿复垦；近
万名干群分散在城乡各个点位义务植
树，为山地增添“绿富美”；村民在“板
凳会”上形成共识，自主筹资筹劳共
建美丽村庄……3月以来，一场覆盖全
域、为期两年的“宜居桐城”行动启幕。

近年来，该市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
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取得了
可圈可点的成绩。为补足乡村规划布局
美、村容整洁环境美、乡风文明身心美等
方面的短板，桐城市今年启动实施“宜居
桐城”行动，按照“一户一景”“一村一韵”思
路，统筹“产村人”要素，提升“居业游”品
质，聚力实现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乡土风
貌全面提升、“建管护”机制长效建立。

全员参与，促进城乡“向美而行”。
该市出台“宜居桐城”行动实施方案、评
价办法和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方案，确

定聚力攻坚、全民共建的行动指南；成
立工作专班，实行市级领导、市直单位、
镇（街）机关单位、村（居）党员干部包村
联户机制，推动“宜居桐城”行动到户到
人，目前，全市27名市级领导、162家市
直单位、15个镇（街）的机关单位已“一
对一”包保全市204个村（居）；市级财
政安排专项补助资金，构建“市级补助、
镇街补贴、群众自筹、能人捐赠、涉农项
目资金和金融资本、工商资本参与”的
多元化、可持续投入机制，合力促进城
乡“向美而行”。

全面攻坚，实现城乡“美美与共”。
行动中，该市聚焦“脏乱差”整治空白点、

“危违废”房屋建筑、村庄公共区域“杂污
闲”和公共设施“缺损旧”等问题，进行

“大整治”，着力提升群众房前屋后环境；
以“垃圾日产日清、水体清洁水系畅通、
公共设施完整好用、公共环境赏心悦目”

为标准，提升城乡公共区域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护能力；对城区、城郊、乡村实行
差异化整治，从“清脏治乱”向“扮美显
美”拓展，真正实现“城有品位、镇当城
建、村要自然”，全力打造“时时净、处处
美”的人居环境，实现城乡“美美与共”。

全域提升，彰显城乡“发展特色”。
该市坚持在“精”字上做文章，在城市社
区突出精细化，落实微改造、精提升，提
升城市文明形象；在农村强调乡土化，
利用乡土文化、地域风情、自然人文景
观，打造“一村一景”“一户一韵”。坚持
在“特”字上下功夫，城区以六尺巷等历
史文化街区为核心，城郊以“市区四门”
建设为重点，乡村以集镇和省级美丽乡
村中心村、和美乡村建设精品示范村为
支撑，把9个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
打造成9个“景区”，把“市区四门”建成
宜居宜业和美桐城的“璀璨明珠”。坚

持在“融”字上增动能，结合乡村产业振
兴，组织群众集约利用“四旁”空地和自
留山、自留地发展“五小园”、栽种“摇钱
树”，实现增绿又增收；依托自然山水、
美丽田园生态本底，加大重点镇村旅游
基础设施、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因地
制宜发展田园采摘、农耕文化体验等新
业态，以农文旅融合带动就业创业、强
村富民；结合“美丽庭院”“最美家庭”等
文明创建活动，引导群众养成良好生活
方式、践行文明风尚，培育弘扬文明乡
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结合乡村治理
提优，深化“乡亲乡建”行动，融合自治、
德治、法治，在城乡形成“自家事自己
干、村庄事大家干”和“桐城是我家、美
丽靠大家”的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实现

“产村人”共荣、“居业游”共进，把桐城
建成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城市。

通讯员 杨璨 孙炳龙

全员参与，促进城乡“向美而行”

桐城市全域共建“宜居城”

本报讯 清明小长假过完了，
但好天气还没完，节后最高气温将
直冲30℃大关。

自上周以来，安庆一片春意盎
然，多云到晴覆盖整个清明节假
期。如此好天气，正是出游、野餐
的绝佳时机，公园里、郊外到处是
一番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的景象。

随着阳光持续“充值”，气温也
呈现阶梯式攀升。上周初还在下

“桃花雪”，到了周中冲上“2 字
头”，刚结束的清明节，气温又刷新
近期新高。4月6日14时40分，全市

有43个站点气温升至28℃以上，潜
山市梅城镇气温更是突破30℃。虽
然白天温暖，但昼夜温差仍维持在
10℃左右，气象专家建议采用“洋葱
式穿搭”。

眼下正是“最美四月天”的顶
配版本，公园里的花朵争相开放，
大家不妨穿上春装，不负春光，外
出踏青。

今明两天具体天气情况为：今
日，多云转晴，15～26℃；明日，
多云到晴，18～28℃。

（全媒体记者 程呈）

清明后“晴歌”高唱

本报讯 线下实地瞻仰、线上寄语
先烈、讲述红色故事……清明节前夕，
迎江区各中小学、幼儿园通过各种形式
广泛开展以红色教育为主题的清明节
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缅怀、铭记
和尊崇革命烈士，厚植爱党爱国情怀，
让红色血脉和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延乔中学、华中路第一小学、华中
路第二小学、四照园小学、依泽小学先
后组织团员和少先队员到安庆籍烈士
陈延年、陈乔年故居开展祭扫活动，向
烈士鞠躬致意。“龙华的桃花凋谢在你

们盛开的年华，但前赴后继的脚步从未
停止；延年、乔年，我们将以你们为榜
样，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在陈
延年、陈乔年烈士的雕像前，来自延乔
中学909班的团员向思璇朗读了自己
写给两位烈士的信件。

“从艰苦卓绝的长征岁月，到战火
纷飞的革命年代，黄镇将军用画笔记录
历史，用行动诠释忠诚……”在安庆市
革命文物陈列馆，来自绿地实验学校的
红领巾讲解员杜沐晨和同学们生动地
讲述了黄镇将军的传奇故事。在对革

命先辈的深深敬意中，少先队员们齐声
朗诵红色诗歌《七律·长征》，激昂的声
音在展厅中回荡，展现出新时代少年对
革命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华中路第二小学、健康路小学港青
路校区、滨江实验学校则组织学生登录

“中华英烈网”，通过为英烈献花、向英烈
默哀、对英烈留言、观看英烈视频等形式
深入了解英烈的英雄事迹。“您用生命换
来的和平，吾辈少年一定会守护好。”滨
江实验学校606班学生陈言在英烈网上
写下自己对革命烈士的真挚留言。更多

的少先队员则表示，鼠标的一次次点击，
不是虚拟的祭奠，而是精神的接力。

据了解，为传承红色基因和厚植爱
国情怀，今年迎江区进一步深化馆校合
作，鼓励辖区学校用好安庆博物馆、安庆
市烈士陵园、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读书处、
黄镇纪念馆等红色资源，在重要时间节
点通过专题讲座、艺术化宣讲、团队实践
活动等方式，上好理论溯源、研讨交流、
实践体验“三堂课”，加强对安庆红色故
事的宣讲，推动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全媒体记者 项珍 通讯员 方迪）

清明追思祭英烈 红色基因永传承

本报讯 非遗文南颂古今，古曲传
韵唱新声。4月3日晚，大型古装文南
词剧目《月照云楼》在安庆黄梅戏艺术
中心大剧院精彩上演，一场融合传统戏
曲精粹与现代舞台美学的艺术盛宴，让
戏迷久久回味。

“常听黄梅戏，文南词还真没听
过。今晚我和老伴特意来看《月照云
楼》，没想到剧目文辞典雅、有板有
眼，这么好看。”老戏迷马建中说。当
锣鼓响起，幕布拉开，行云流水般委

婉清新、细腻动人的唱腔回荡在人们
耳畔。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如卷轴
般流畅地延展开来。

《月照云楼》改编自明代作家高濂
创作的传奇（戏剧）《玉簪记》，讲述的是
北宋末道姑陈妙婵与书生潘必正冲破
封建礼教和道法清规的约束，有情之人
终成眷属的故事。作为一出以才子佳
人之间爱情故事为核心的剧目，演出剧
本在吸取原作精髓的基础上有所取舍，
在老故事中植入新观念，对剧中的人

物、情节进行了大刀阔斧地修改和再创
作，使人物性格、关系、行为、情感更符
合当下现实生活。

“这场戏是县里重点文化支持项
目，我们前前后后准备了1年多，今天是
首演。”国家级非遗（文南词）代表性传
承人、宿松县黄梅戏剧院演员、《月照云
楼》主演吴海荣介绍，《月照云楼》在保
持其原汁原味的同时，频出新招做了进
一步地精心加工，在唱腔、伴奏、排演节
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尝试，力求在舞台

上展现文南词更生动现代的审美情韵。
文南词因剧种主要声腔为“文词”

和“南词”而得名。文南词承载了宿松
地区的方言、音乐、民俗记忆，是皖西南
民间艺术的“活化石”。“与妇孺皆知的
黄梅戏相比，文南词知晓的人不多。作
为地方剧团，我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文
南词这一鲜活的地域文化广为流传，为
更多观众所喜爱。”国家级非遗（文南
词）代表性传承人、宿松县黄梅戏剧院
副院长周天柱说。（见习记者 刘丹）

大型古装文南词剧目《月照云楼》唱响宜城

本报讯 潜山市油坝乡以“油”事
好商量为主线，发动“群众议、群众办”，
将基层治理由“村委的事”变成“家家的
事”，引导群众从“旁边站”到“一起干”，
有效激发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带动了
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
量。该乡搭建交流平台、畅通诉求渠道，
持续开展“油”事好商量乡村夜话，乡包
村干部每月到联系村至少召开一次乡村
夜话，与老百姓面对面座谈交流，听取

意见建议。2024年全乡共开展夜话活
动73次，解决各类问题200余件。2025
年春节期间，张祠村召开乡村夜话，发动
村民捐资支持家乡修路，目前已有240
余人捐款，累计捐款近55万元。

乡村治理“我”参与。去年该乡在3
个村推广设立“五老”工作室，引导乡内
能力强、威望高、热心公益的老同志，积
极参与乡村治理。“五老”在美丽乡村建
设、村主干道路拓宽、高标准农田项目建
设、邻里纠纷调处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累计成功调解矛盾纠纷40余起。
该乡“五老”工作室被评为安庆市“新时
代六尺巷工作法”基层优秀实践案例。

抓人居环境整治，就是抓社会治
理。该乡结合和美乡村建设、自然村整
治和美丽庭院创建等，将每周五定为全
乡人居环境整治日。在包组村干的引
导下，以村民小组为单元，党员、村民代
表和村民组长带头，动员在家的老百姓
齐上阵、共参与，聚焦房前屋后、进出道
路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全年累计

开展人居环境整治215次，使村庄环境
得到了明显改善。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
上交。该乡还在各村日常排查和网格
化管理的基础上，用好“油”事好商量，
做到矛盾隐患摸排在一线、化解在一
线；针对村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乡党
委、政府每月召开矛盾隐患化解调度
会，从源头上加强防范，做到早会商、早
处置、早化解。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仰琼英）

引导群众从“旁边站”到“一起干”

油坝乡“油”事好商量让基层更善治

4月1日，怀宁县石牌镇万全电排站正在进行机电安装。该排电站是市级
重点工程，总投资4000余万元，承担着周边五个村共1.5万余亩的排水任务。
预计4月底建成投入使用。 通讯员 檀志扬 张翔 摄

万全电排站即将建成投用

4月4日，迎江区长风沙花溪谷内
春意盎然，熙熙攘攘的游客穿行于青
苗与花海之间，尽享春日的美好时
光。生态美景与假日人气交融，展现
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花溪谷迎春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