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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畔幽兰”竞芳菲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本报记者 刘银昌

仲春，乍暖还寒。
3 月 28 日清晨 6 时许，吕薇起床、洗漱，匆匆吃过

早餐，骑上电动车赶往集合地，登上大巴车，和其他演
员一道向乡村进发。

“这段时间，每天都是这样，今天是今年送文化下
乡的第 11 场演出，地点是岳张集镇的前岗村，那里的
村民们都在等着哩。 ”吕薇一边化着妆，一边和记者说。

吕薇是一名 90 后，系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凤台花
鼓灯新生代的佼佼者， 如今已成为凤台花鼓灯艺术团
副团长，并被列为淮南市“文化名家”培养对象。

在乡道上颠簸了 50 多分钟，终于到了前岗村。 大
家七手八脚地搬道具、搭舞台，村民们也都陆续聚拢而
来。 锣鼓锵锵、春风漾漾，一个兰花指，一记颤颠抖，将
花鼓灯舞蹈的经典动作演绎得美入骨髓， 不时博得台
下阵阵掌声。

一段花鼓灯传统舞蹈《新花场》下来，吕薇和演员们
已气喘吁吁。 吕薇说，花鼓灯舞蹈里角色繁多，分工也较
为细致，男角统称“鼓架子”，女角统称“兰花”，演出时，
鼓架子往往还要把兰花扛在肩上，要比兰花们累得多。

锣鼓一响， 兰花和鼓架子们轮番登场。 《凤登台》
《家乡美》《欢腾的故乡》等花鼓灯舞蹈陆续登场，给村
民们带来一场形式活泼、色彩饱满的视觉盛宴。

“还是我们花鼓灯看着好，够味！ ”岳张集镇前岗村
村民高丽激动地说。

“一天下来，我们至少要跑两个村，中午时间很紧

张，我们就在附近超市里，买方便面泡着吃。 但能够让
花鼓灯走进更多人的视野，苦点、累点都值得。 ”吕薇告
诉记者。

花鼓灯，是汉民族中集舞蹈、灯歌和锣鼓音乐、情
节性的双（三）人舞和情绪性集体舞完美结合于一体的
民间舞种，也是安徽省重要的一张文化名片，入选首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花鼓灯相传最早起源于夏代，
至宋朝时，已发展成为比较系统的艺术形式，在民间舞
蹈艺术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每年举行的艺术灯会，
花鼓灯都是作为压轴戏，因此被称为“缀大灯”而闻名
于世。 清朝初期，花鼓灯艺术得到迅速繁荣，著名剧作
家孔尚任在观看花鼓灯表演后，曾写下《舞者词》一阙：
“一双红袖舞纷纷，软似花鼓乱似云，自是擎身无妙手，
肩头掌上有何分。 ”描绘了花鼓灯优美的舞姿和精妙轻
捷的技巧。 新中国成立后的 70 多年来，花鼓灯艺术迎
来了高峰期，形成了以安徽蚌埠、淮南、阜阳等为中心，
辐射淮河中游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二十多个市、
县的播布区。

凤台花鼓灯，作为花鼓灯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有
四百多种语汇、 五十多种基本步伐， 讲究男女角色配
合，着意感情描绘，动作细腻，扇花变化多样，其典型动
作“三掉弯”又名“三道弯”，强调腰部的扭动，是东方舞
蹈的重要特征。 因此，凤台县也被评为“中国花鼓灯之
乡”，每年送文化下乡，花鼓灯舞蹈成为必选项。

近年来，凤台县始终把挖掘、继承、宣传、提高花鼓
灯艺术作为自身的责任， 依托花鼓灯艺术团和花鼓灯
艺术中专学校，在传统花鼓灯元素的整理、提炼上，力
求保护其原有的艺术风格， 同时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
进行作品创作， 在不失传统色彩的基础上又添入了新

的创新模式，其代表性舞蹈《瞧这帮鼓架子》《千里长淮
一条线》《兰花嫂》《鼓乡俏媳妇》《板凳龙》等，不仅在国
内舞台上频频亮相，同时又把花鼓灯推向了国际舞台，
并出访新加坡、阿联酋、美国、塞尔维亚、泰国、埃及进
行国际文化交流演出，得到了外国友人的一致好评。 凤
台花鼓灯艺术团也被纳入第二批安徽省国际交流合作
基地。

为解决非遗文化传承中普遍存在的 “人走技失”
“后继乏人”难题，将这一富有地方特色的非遗文化传
承下去，凤台县接续培养非遗文化传承人，将“一团一
校”作为文化大县建设的重要抓手，让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入当代生活，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参与度，积极为花鼓
灯搭建展示表演平台， 并在安徽陈派花鼓灯艺术的发
源地———凤台县新集镇陈巷村落成投用了我省首家花
鼓灯村史馆，进一步让非遗文化走入千家万户，让人民
群众在非遗体验中共同参与非遗保护、共享保护成果，
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特别是“非遗”传承上，该县注重传帮带作用。 在凤
台花鼓灯艺术团多功能演出厅，记者看到，年届八旬的
国家非物质遗产花鼓灯艺术传承人邓红、 张士根走上
舞台，点拨青年演员的细节动作，并现场跳上一段，演
示给他们看。

“邓老师和张老师就是我们的宝， 虽然年岁高了，
但一有时间，他们就会来到团里走走看看，现场指导教
学。 ”凤台花鼓灯艺术团负责人说。

如今在凤台县各个村级文化中心，花鼓灯更是舞台
上的主力军。 凤台县通过汇报演出、巡演、送文化下乡等
形式，把花鼓灯送到百姓身边，在弘扬非遗文化的同时，
不断丰富和活跃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精 准 帮 扶 纾 困 解 难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丁玉娟

“感谢镇党委政府和纪委的同志 ，
帮我家解决了大问题。 ”近日 ，凤台县
凤凰镇酒东村种植户李坦对进行回访
的镇纪委工作人员说道。

2022 年， 酒东村种植户李坦承包
了酒东村 160 多亩低洼地 ， 用来种植
水芹， 并成立果之丰家庭农场 。 春节
前，正值水芹上市之际，新冠疫情的来
袭使水芹销售渠道受阻 。 面对滞销的

水芹，李坦每天忧心忡忡。 凤凰镇纪委
在走访时了解情况后 ， 立即向镇党委
政府及县纪委第一协作区汇报 ， 统筹
协调各部门共同发力 ， 及时联系周边
各大蔬菜批发市场 ， 帮助李坦联系销
路。

1 月 28 日， 省持续深化 “一改两
为”全面提升工作效能大会召开 ，第一
协作区督促凤凰镇纪委再次来到果之

丰家庭农场了解水芹销路情况 。 在这
次走访中， 凤凰镇纪委又发现了新的
问题，水芹销路有了，但由于春节期间
工人难找， 大批成熟水芹在田里无人
采摘。 镇纪委负责人又帮助其联系酒
东村 “两委 ”干部 ，村 “两委 ”干部积极
帮助农场联系闲散工人 ， 既解决了水
芹无人采摘的问题 ， 又帮助了酒东村
30 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实现双赢。 目前

果之丰家庭农场每天销售成品水芹
3000 多斤，销售额达 10000 多元。

“我们将严格按照省持续深化 ‘一
改两为’ 全面提升工作效能大会的要
求，及时解决群众身边的操心事 、烦心
事，以实际行动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 ，
勇于担当作为，充分发挥作用 ，切实帮
助企业纾解困难，帮助群众解忧愁 。 ”
凤凰镇纪委负责人说。

烈士业绩照千秋 星星火炬指向前
本报通讯员 刘长明 本报记者 刘银昌

“烈士业绩照千秋 ， 星星火炬指
向前 ，千言万语表决心 ，革命遗志我
继承 。 ”清明时节 ，凤台县尚塘镇组
织退役军人服务站 、 关工委 、 民政
所 、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有关单位
负责人及黑河小学部分少先队员 ，
满怀崇敬心情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
勇牺牲的革命烈士高长庆的衣冠冢
前集会 ，缅怀烈士功绩 。

活动现场 ，全体人员向高长庆烈
士墓敬礼默哀并三鞠躬 ，学生代表和
退役军人代表向烈士墓敬献花篮。

高长庆是凤台县尚塘镇黑河村
高庄人 ，1951 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 ，
1952 年在上甘岭战役中 ， 面对美国
飞机的突然袭击 ， 时任十五军四十
五师班长的高长庆 ，英勇奋战 ，第一
个冲出山洞侦查敌情 ， 不幸被敌人

的飞机炮弹击中 ，壮烈牺牲 ，年仅 28
岁 ，被国家民政部授予 “中华人民共
和国革命烈士 ”称号 。

黑河小学少先队员王晓雅在向
革命烈士献词时说 ：“烈士英勇顽强
的故事 ， 仿佛又将我们带到了上甘
岭战役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 烈士
们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生
命的代价 ，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立

志成才报国 ， 以告慰他们的在天之
灵 。 ”

最后 ， 整齐的凭吊队伍举起右
手 ，握紧拳头 ，以红领巾 、团徽 、共产
党员的名义发出宣誓 ： 人民为先 ，祖
国至上，诚实勇敢，自律自强 ，奋发有
为，誓作栋梁，振兴中华，再造辉煌。

铿锵有力的铮铮誓言 ，在烈士墓
上空久久回荡 。

缅怀革命先烈
赓续红色精神
清明节前夕， 凤台县桂集镇黄庙

社区党支部组织社区“两委”人员、部
分党员及志愿者来到凤台县板张集革
命烈士陵园开展我们的节日·清
明———烈士陵园祭扫活动。 大家参观
了陈列室内烈士们的革命故事和图
片， 倾听陵园讲解员对革命事件的讲
解，为革命烈士献上花篮。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冯 岭 摄

凤台县名优农产品亮相上海农交会
本报讯 近日， 第二十二届中国·

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
（2023·上海）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举办。 安徽省共组织 18 个展团 、1000
多家展销主体 、4000 余种展品集中展
示，凤台县共有 6 家企业参展。

据了解，在本届农交会上，我市组
织了 33 家企业参加展示和展销活动，
凤台县参展的主要有凤台国武粮油工
贸有限公司的糯米粉、淮南市润丰园食
品有限公司的牛肉制品、安徽康饮商贸
有限公司的甜瓜西瓜、安徽州来绿港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番茄黄瓜、安徽

省顾桥醋业有限公司的陈醋、凤台县粮
旺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粉丝。

凤台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凤
台县将以本届农交会为平台，抢抓沪苏
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工作机
制良好机遇，以展示展销、项目合作、要
素对接为内容，充分展示凤台县农业产
业化的新成果、新技术、新信息，并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对接沪苏浙，全面
融入长三角，以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耿文娟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讯 凤台县朱马店镇纪委围
绕主责主业， 以优化营商环境、 构建
“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切实将营商环境优化工作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推动经济
社会实现稳步健康可持续发展。

提高政治站位，开展企业走访大排
查。 该镇纪委坚持问题导向，向营商环
境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在
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党员干部
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
“亮剑”，推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良
性互动。采取每月组织班子成员联系企
业的方式， 定期到企业开展调研和暗
访，听取企业意见建议，为企业发展排
除阻力、保驾护航。截至目前，该镇共组
织 75 次走访工作， 为企业解决了五条
营商环境困境，企业满意度百分百。

推进“三务”公开，促进权力公开透
明。为进一步打好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组

合拳 ，该镇纪委坚持做到从 “量 ”变到
“质 ”变 ，从单纯的检查 “三务 ”公开数
量，到逐条逐项审核公开的内容是否规
范、是否应公开尽公开，紧盯“三务”公
开平台中信息公开是否及时、公开内容
是否全面、公开形式是否规范等方面开
展不定期监督检查，确保基层“三务”公
开的及时性、准确性、持续性和实效性。
截至目前，班子成员实地督查 46 次，整
改完成 23 个发现的问题。

严格监督执纪，精准运用“四种形
态”。加大精准执纪执法力度，对发现和
受理的侵害企业合法权益、损害营商环
境的问题线索，以“零容忍”态度，优先
处置、直查快办、严肃查处。 坚持“一案
双查”， 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中主体责
任履行不力、监督责任缺失、监管责任
缺位等问题，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最大限度发挥震慑作用， 实现政治效
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以铁
的纪律推动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工作各
项措施不折不扣落地生效。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万计燕）

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点燃乡村振兴“引擎”

本报讯 凤台县钱庙乡多措并举，
组织乡村干部和农技人员深入一线为
春耕生产献良策、出实招，积极助力产
业发展，确保农业丰收开好局、起好步，
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强化惠农政策宣传。紧紧围绕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内部融
合、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展乡村新产
业新业态，壮大乡村产业，扩大农民持
续较快的增收渠道。 采取“线下+线上”
模式，认真做好农业政策宣传。 乡农技
人员走进田间地头现场指导 220 余人
次，将农机购置、耕地保护等一系列惠
民政策宣传到农户家中，发放宣传材料
600 余份，充分调动农户春耕生产积极
性，提振发展信心。

强化产业谋划布局。 该乡根据区位
优势，因地制宜，加快调整优化现代农业
布局，持续扩大特色产业规模，乡村干部
和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 开展春耕需
求调研，了解基层群众心声，征求群众在
春耕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协助群
众解决春耕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打造关庄村瑞禾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

米吴菁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 “村集
体+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该乡多
方引导帮助村民走规模化、 规范化种植
的路子， 钱庙村建立了大棚草莓生产基
地， 关庄村建立了西甜瓜生产基地等初
具规模，打造了“一村一品”的产业发展
目标，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强化生产技术指导。产业发展是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重要标志，钱庙乡结合实际，带动农
民增收， 呈现出产业发展活力焕发、乡
村振兴动力十足的生动局面。走进钱庙
乡田间地头， 各村春耕生产有序开展，
到处都是群众忙着春耕的身影。农技指
导服务人员对农机日常保养、科学田间
管理、病虫害防治、麦田施肥、除草等进
行指导，为农户开出农技“良方”，当好
产业发展“指导员”。

强化生产物资监管。 该乡抽调人
大、纪委代表市场监管所工作人员和乡
农技人员对辖区种子、农药、化肥、农技
产品经销点进行检查监督，严厉打击假
冒伪劣产品，杜绝不合格农产品流入市
场，确保群众用上“放心种、放心肥、放
心药”，切实保障农户利益不受侵害，为
助力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栾绪标）

乡村振兴在行动

不负好时光 春耕正当时
本报讯 凤台县顾桥镇为守好“三

农”基本盘，提高粮食产量，夯实粮食根
基，因地制宜对全镇春耕生产、实现粮
田增产增效并作了安排部署。

该镇邀请县农业技术专家和技术
人员深入生产第一线，开展苗情、墒情
和病情调查，强化田间指导，为麦田“问
诊把脉”，加强了田间病虫害监测预报，
及时提供病虫害信息与防控技术，指导
农民科学防治， 大大提高了管护效率。
结合本地实际，按照“优化农作物种植、
培育特色农业”的发展思路，主动调整

农业结构，进一步扩大油菜、蔬菜、葡萄
等非粮作物面积，使农业种植结构更加
优化。该镇组织农户做好种子、农药、化
肥等农资储备工作，指导农户对农机具
提前进行检修，确保春耕生产和全年农
业生产开好头、起好步。 在做好农资储
备的同时，该镇还加大了对农资市场的
监管力度， 力保春耕期间农资供应充
足、质量有保障，让农户买得放心，用得
安心。

（本报通讯员 王玉进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构 建 亲 清 政 商 关 系
助 力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