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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大引强助力
高质量发展
凤台县聚焦新能源、新能

源汽车核心零部件、新一代信
息技术、精细化工、绿色农产
品精深加工“两精三新”主导
产业， 深入开展产业招商，鼓
励同行业企业、产业链上下游
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加快推进
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 图为日前，在位于凤台县
凤凰湖开发区中环低碳（安
徽）新能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凤台光伏产业基地高清洁度
的现代化生产车间里，全自动
化生产线正在生产 6GW n-
TOPCon 光伏电池。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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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座城市建筑，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 它见证
着时代变迁，折射出文明与进步，记录着城市的崛起
和繁荣。

在田家庵区淮滨街道，以淮河路为代表的建国时
期的公共设施、城市建筑，以港口一路为代表的锚具
修造业，以港口二路为代表的街景，以太平街为代表
的市井文化等，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记录了一
代人的年少芳华。 如今，当我们穿梭其间的大街小巷，
去追寻时光印记，依然能感受到上世纪这座城市的工
业气息和人间烟火。

焕新历史文化，助推城市发展。 田家庵区经过大
量走访调研，对淮河路沿街老建筑进行了梳理，规划
建设“淮南记忆街区”项目，将打造集旅游观光、文化
展示、影视拍摄、美食品尝、休闲娱乐、特色购物、主题
住宿于一体，展示田家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
背景下的城市生活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旅游街区。

工商银行旧址、淮南市老市委、淮河商场、国营东
风旅社、红旗照相馆、淮河港口候船室旧址等，这些典
型的老街现存建筑如此亲民，实在值得深度挖掘并精
心规划设计，以“传统文化+时下潮流”结合模式，以创
意焕新老城区， 让城市记忆与现代文化在此和谐共
生、工业文化与人间烟火在此全景交融。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淮南记忆街区”是淮南历史上最具烟火气
的街区之一。 做好老城区精细化更新治理，既要留住历史与记忆，延续城
市人脉，又要与时俱进，激发城市活力。

城市的核心是人， 老百姓对美好城市生活的向往是一座城市的活力
之源。我们期待项目的实施，既能修旧如旧保护历史建筑、保留风貌特色，
又能充分挖掘标志性建筑历史内涵和文化底蕴，打造出“淮南记忆”标志
性示范点，让这片老街区更好展示淮南历史风貌，也真正让老街区“火起
来、活起来”。

聚力人居环境整治
擦亮乡村幸福底色

本报讯 为进一步巩固人居环
境整治成果， 持续打造干净整洁、和
美宜居的生活环境，连日来，八公山
区山王镇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措
施，不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再强
化 、再提升 ，切实提升群众 “幸福指
数”。

该镇强化组织领导，将环境治理
落到“实”处。 立足人居环境整治实
际，召开专题会议部署 ，进一步明确
责任分工，细化工作措施，狠抓问题
整改，对重点区域、难点问题逐个攻
坚突破，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不断档”“不停歇”，推动整治工作走
深走实。 聚焦重点环节，将整治工作
做在“细”处。 镇机关和村（社区）网格
员、志愿者克服酷暑高温，奋战在环

境卫生整治第一线。 集中力量对房前
屋后、道路两侧、沟渠河道进行全方
位整治提升，全面消除盲点、解决难
点，确保“天天有行动，日日有提升”，
全面推动人居环境整治见实效，今年
8 月以来全镇共清理垃圾杂物 950 余
吨。 巩固治理成效，将宣传工作做在
“广”处。 充分利用微信群、宣传栏、入
户宣传等形式，全面宣传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让环境整治深入
人心，在辖区形成上下一心推动人居
环境整治向纵深发展的良好氛围。 今
年 8 月以来全镇共发放调查问卷
3000 余份， 组织移风易俗宣传 80 余
次，清理各类小广告 580 余处。 下一
步， 该镇将进一步提升工作标准，压
实工作责任，不断巩固人居环境整治
成果， 切实提升群众幸福感和获得
感，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再上新台
阶。 （本报通讯员 唐 倩

本报记者 何婷婷）

登门入户宣传
筑牢禁毒“防护网”

本报讯 为加强毒品预防宣传
教育工作，广泛普及禁毒知识，提高
广大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
能力，近日，寿县瓦埠镇工作人员联
合瓦埠派出所民警， 深入辖区宾馆、
洗浴中心、各村组，登门入户开展禁
毒宣传活动。

活动中，宣传人员通过挨家入户
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毒品相关知
识， 使在场人员认清毒品对个人、家
庭、社会的危害。 工作人员还就如何
识别毒品原植物、 如何防范新型毒
品、如何拒绝毒品等进行宣传，号召
群众积极揭发检举种毒、吸毒等违法

犯罪行为，务必远离毒品、选择健康
的生活方式。

为更好地引导青少年拒绝毒品，
宣传人员抓住暑假时机，在各村村委
会给中小学生发放禁毒知识小手册，
讲解毒品的种类特征，并重点讲解伪
装性强的新型毒品危害，引导学生们
自觉远离。 宣传人员还通过趣味提问
等形式，引导学生们拒绝陌生人给予
的食品。 现场不少孩子全神贯注听、
认真仔细学，还表示回家后要把学到
的知识分享给家人、邻居，努力做禁
毒小先锋。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余 涛 黄友庆）

“育才关怀”情暖莘莘学子
本报讯 日前，淮南东华实业集

团举行 2023 年“育才关怀”活动，为
考取大学的职工子女送上关怀和祝
福。

据悉， 淮南东华实业集团改制
19 年以来， 先后为 802 名考上本科
院校的职工子女发放“育才关怀”助学
金 79.37 万元。 一直以来，东华实业
集团始终坚持为职工办实事，解决职
工急难愁盼问题，助力职工子女顺利

完成学业，真正把企业的温暖送到职
工心坎上，让企业发展成果进一步惠
及职工。

此次活动，该集团为考取本科院
校的职工子女发放助学金、行李箱及
笔记本等学习生活用品。考上大学的
莘莘学子纷纷表示，今后一定努力学
习，不辜负社会的关爱。

（本报通讯员 李馨婷
本报记者 鲁 松）

徐梦周：忠贞可嘉的安徽早期党组织创建人
———纪念中共小甸集特支成立 100周年专稿之六

本报通讯员 沈婷婷

在淮南寿县这片红色土地上， 走出了无数革命志
士，徐梦周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 徐梦周参与创建
了安徽省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成为把
党旗插在安徽这片热土上的首功者之一。

思想启蒙
1904 年，徐梦周出生在寿县小甸集李山庙。徐家是旧

式封建大家庭，祖父一辈是当地的地主，家境还算殷实。
父亲徐士端是家中的长子，受过很好的教育，毕业以后一
直从事教育工作。 徐家兄弟姐妹六人，徐梦周排行老六。

在书香家庭长大，受到父亲的影响，徐梦周从小就
开始上学读书。 10 岁左右，他和哥哥徐梦秋一起在堂叔
徐子香办的私塾读经史。 长兄参加过辛亥革命，经常给
家里邮寄一些报纸，徐梦周在小学时就得以了解外面发
生的事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到进步的思想。

1919 年五四运动后，革命思潮席卷而来，激荡起徐
梦周立志报国的壮志。 1920 年，徐梦周得到姐姐的资助，
进入寿县芍西国立小学上学，一年后，转入芜湖安徽省
立第二农业学校学习。

求学芜湖
安徽省立第二农业学校时任校长王永湘是进步人

士，学校的民主、革命气氛十分浓厚。 陈独秀、恽代英等
中共早期革命家都被聘请来担任教学工作。 徐梦周得到
恽代英的教诲，进步很快，随即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芜湖，徐梦周还结识了人生的挚友曹蕴真，两人不仅
是老乡，而且志同道合，经常一起畅谈人生和理想。

当时安徽省立第二农业学校是免学费的，在这里上
学的学生大约 400 人，多数都是穷人家的孩子。 他们成
立读书协会，研究社会问题。 徐梦周在芜湖求学期间，参
加学生运动，当时领导学生运动的高语罕、薛卓汉与徐
梦周都是安徽寿县籍老乡，徐梦周深受两人影响，开始
接触共产主义思想，他渴望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

远走上海
怀揣着远大的理想抱负，1922 年， 徐梦周和老乡曹

蕴真一起远赴上海，到上海大学求学。 当时的上海大学
是国共合作创建的，校长是于右任，很多共产党员在上
海大学担任要职并任教，包括教务长邓中夏，还有瞿秋
白、蔡和森、张太雷、施存统等。

徐梦周在上海和寿县老乡同学同吃同住，他们一边
学习，一边成立“爱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等进步组
织，进行革命宣传活动。 1922 年春天，经入党介绍人施存
统介绍，徐梦周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全国党员数量并
不多，安徽省仅有 6 位，这 6 位分别是：曹蕴真、薛卓汉、
鲁平阶、徐梦周、毛延桢、高语罕。 在上海大学革命领袖
的教育和引导下， 徐梦周的革命觉悟有了跨越式的进
步，人生也渐渐有了明确的方向。

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徐梦周第一次接触到了《共产
党宣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样的呐喊，让徐
梦周激动不已。 怀抱一腔救国热血的徐梦周，和他的寿县
老乡、同志一起在学习实践中探索改造社会的新路。

传播真理
“寿县在民国十一年就有二三同志的组织， 当时是

党的婴儿的时候”，这是 1929 年 5 月 9 日中共寿县县委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的一段话。 “二三同志的组织”指的就
是徐梦周、曹蕴真、鲁平阶三人在 1922 年暑假返乡成立
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甸集特别支部，简称 SY，直属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 徐梦周等人在成立了小甸集
社会主义青年团特支后， 临时形成了中共小甸集小组。
寿县建团为后来寿县建党作了组织准备。

徐梦周在上海主动与家乡进步知识青年联系，函寄
《资本论》《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帮助他们了解进
步思想。 他利用暑假时间返乡教书，以教书身份为掩护，
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传播救国真理。 同时，他还利用串亲
访友的机会以各种形式向老乡宣传马列主义和反帝反
封建思想。 经徐梦周介绍，上海大学学生方运炽、宣城省
立第四师范学生陈允常、小甸集小学校长曹练白 3 人纷
纷入党。 随着党员人数的增加、革命队伍的壮大，在寿县
地区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

筹建特支
1923 年冬，受党中央指示，徐梦周再次返乡。 在小甸

小学一间极不起眼的普通教室里，曹蕴真、徐梦周、薛卓
汉、王坦甫、徐梦秋、方运炽、曹练白、陈允常 8 个人，组
织成立了安徽省第一个党支部： 中共小甸集特别支部。
小甸集特支直属党中央领导，曹蕴真任书记，徐梦周任
宣传委员。

特支的主要任务是“对内发展党员、团员，对外建立
农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斗
争”。 在特支的影响和领导下，小甸集一带的群众运动风
起云涌。 短短半年时间，在小甸就发展了党员二十余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甸集周边陆续成立了党的支部：
瓦埠小学、城关、窑口、堰口等支部。

特支成立后不久，徐梦周又回到上海，转入上海大
学社会科学系学习。 毕业后受党中央派遣，长期在陕西
从事情报工作。 1944 年，办理公务中不幸因车祸而殉职。
得知此消息，周恩来将徐梦周之侄徐枫召到杨家岭面告
噩耗。 国家安全部在关于徐梦周生平事迹的公函中，对
徐梦周的评价是“忠贞可嘉”。

“巡”出一池清水 百姓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贾 静 本报通讯员 杨子萱 常开胜

每到傍晚， 凤台县杨村镇彭庄村村
口的水塘边， 散步休闲的村民就多了起
来，大家感受着微拂的晚风，惬意十足。
往年这个时间， 根本没有人能在水塘边
站住脚。

彭庄村村口水塘的整治还要从凤台
县委第四轮巡察说起。今年 3 月，县委第
一巡察组在进驻杨村镇例行走访时接到
彭庄村村民反映， 该村路口的大水塘淤
泥堆积好几年了，一到午季农忙天热时，
水塘就发出阵阵恶臭， 严重影响居民正
常生活和出行。

“这个水塘是死水还是活水？” 巡察
组负责人询问身边的彭庄村村干部 。村

干部说：“是活水， 你看这岸边的柳树长
得多粗，我们小时候都在这玩，这里的水
能够一直流到港河。”

“既然是活水，怎么现在又堵了呢？”
巡察组负责人接着问 。“这就说来话长
了，多方面原因都有：岸边树多，树枝树
叶落到水里没有及时清运； 附近村民有
时候扔点生活垃圾； 还有人在塘边堆土
种菜等原因， 让这个水塘变得越来越小
越来越窄，我们以前也整治过，但治标不
治本，没有形成长效管护机制，最近三四
年基本上水就流不动了， 淤泥最深的地
方差不多有 2 米。”

查出问题不是目的，也不是终点，确

保暴露出来的问题及时得到整改才是关
键。原因找到了，就能“靶向发力”。巡察
组第一时间向杨村镇党委予以反馈，经
县委第一巡察组、 镇党委、 彭庄村村支
“两委”共同商讨研究 ，决定对该臭水塘
进行排水清淤。

通过多方协调， 在国土部门的指导
下，三台挖掘机同时进驻彭庄村，拉开清
淤帷幕。 整个清淤工程预算 13 万元，工
期 15 天，清理水域长度 390 米 。清理出
来的淤泥晒干后， 填充到临近一个废弃
的水塘， 能够重新整理出 6 亩土地用来
耕种，一举两得。

“巡察组帮了我们大忙，老百姓高兴

啊，这个水塘以南住着三个生产队 100 多
户 500 多人呢。下一步，我们还要安装护
栏，保证大家的出行安全，再结合美丽乡村
建设，把水塘两岸都做好绿化，群众住着更
舒心。”彭庄村党组织负责人高兴地说。

“巡察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价值取向， 用心用情用力帮助群众解决
‘急难愁盼’问题，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写好巡察整改 ‘后半篇文
章’，充分发挥好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
巡促治的利剑作用， 让人民群众感受到
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凤台县委第一
巡察组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