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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课 反邪进校园”启动仪式举行
文见宝出席

本报讯 9 月 23 日上午， 淮南市
“开学第一课、 反邪进校园” 活动在淮
师附小洞山校区启动。 市委常委、 市
委秘书长、 市委政法委书记文见宝出
席并讲话。

文见宝指出， 近年来， 我市解放
思想、 攻坚克难， 高压严打各类邪教
组织， 常态化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等
活动 ， 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同时 ，
营造了浓厚的反邪教社会氛围。 “开
学第一课、 反邪进校园” 是以 “崇尚科

学、 拒绝邪教” 为主题的重要活动， 表
达了 “人心思正、 天下无邪” 的共同愿
望。 要凝心聚力、 亮剑铲邪， 坚决打赢
这场反邪教人民战争， 为祖国的花朵
茁壮成长保驾护航， 为淮南高质量转
型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启动仪式上， 表演了舞蹈 《祖国
颂》、 课本剧 《金色的鱼钩》、 男女声
二重唱 《春天中国》 等节目， 播放了
反邪教动漫宣传片。

（本报记者 刘银昌）

反邪教育
进校园
9 月 23 日上午， 由市

委政法委、 市反邪教协会
主办的淮南市“开学第一
课、 反邪进校园” 启动仪
式在淮师附小洞山校区举
行。 此次活动的开展， 旨
在教育、 引导全市青少年
认识到邪教的罪恶本质和
严重危害， 传播科学精神
和正确的价值观。 图为学
生们在表演反邪教文艺节
目。

本报记者 张 越 摄

市检察院举行“新媒体走基层看检察”采风活动

本报讯 日前，市人民检察院围绕
“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提升公民法治素
养”主题，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新媒体走基层看检察”采风活动。 省、
市主流媒体记者受邀深入基层检察院，
将“笔头”和“镜头”聚焦检察机关普法
和依法治理工作等， 传递检察好声音，
讲好检察好故事。

全市检察机关重视检务公开工作，

此次根据市委宣传部、市人大常委会监
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市司法局 “江淮
普法行”工作相关要求组织开展采访活
动。 采访团深入寿县、凤台县 、谢家集
区、八公山区检察院，与县区检察院干
警深入交流互动，并聚焦基层一线了解
检护民生、 公益诉讼等履职举措成效，
挖掘普法宣传品牌。

近年来，寿县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
职能作用 ， 紧扣寿县地域特色 ， 积极
破解文化遗产保护难题 ， 全程参与制
定 《寿县文物保护安全工作实施方
案》， 针对古城墙、 古建筑、 古墓葬及

文物保护工作先后向相关部门发出检
察建议 10 余份， 切实以检察之力助推
古城保护。 凤台县检察院立足党建和
轻罪治理检察工作实际， 抓前端调解、
中端惩戒、 后端延伸 、 末端落实 、 尾
端兜底， 化解矛盾纠纷 ， 强化多元共
治 ， 融入社会治理 ， 落实普法责任 ，
跟进司法救助， 锤炼高素质先锋队伍，
着力提升轻罪治理专业水平 ， 为助力
县域治理、 平安建设 ， 促进社会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力量。
谢家集区检察院借力 “府检联动 ” 平
台 ， 与政府 、 社会组织通力协作 ， 与

民政、 教育 、 市场监管 、 住建 、 公安
等 19 家单位建立“府检全域联动”机制
40 项，释放“1+1+N”联动效能，打造了
覆盖乡镇街道、厂矿社区 、社会家庭的
多层次全领域的“蔡楚政前方 ”工作品
牌。 八公山区检察院打造“八公畅晚”工
作品牌， 做好老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
“加法题”；创建“山水公益”公益诉讼品
牌，通过统筹分析、案件办理、督促整改
等多种方式，尽心守护“山水如画”的美
丽风景线； 强化社区矫正检察、刑罚交
付执行、财产刑执行，做优刑事执行检
察“大文章”。 （本报记者 何婷婷）

今年国庆假期，在寿州古城看见中国的美
本报记者 朱庆磊

醉美金秋时， 相约古寿州。 记者从 9 月 20 日举
行的 “在寿州古城看见中国的美” 寿县 2024 年 “十
一” 假期文旅活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为进一步丰富
国庆假期文化旅游产品供给， 持续推进文化和旅游深
度融合， 寿县县委、 县政府坚持旅游为民 、 旅游带
动， 精心策划打造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
活动。

“寿县将集中展示和推广一大批涵盖沉浸式演
艺、 夜游、 展览展示、 交响乐和黄梅戏专场演出、 主
题街区、 国庆国潮戏剧周、 楚文化艺术嘉年华等文旅
新业态、 新活动， 让广大居民和游客体验到一场场别
开生面的文旅盛宴， 让每一位踏足寿州古城的游客体
验到 ‘有一种叫寿州古城的生活’。” 寿州控股集团党
委委员、 寿州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传年
说， 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州，
在今年国庆期间将打造全程 NPC 文旅体验目的地 ，
让每位游客在这里一秒穿越， 遇到最美最潮的古城。

多场主题晚会+无人机表演， 打造欢乐国庆。 寿
州古城将会有三场主题无人机表演， 再次点燃夜空之
美、 体验辉煌灿烂的古城文化。 从 9 月 28 日起， 多
场主题晚会精彩呈现， 让寿州古城国庆氛围拉满。 10
月 1 日， 《国庆青春歌会》 将在红色广场唱响。 9 月
30 日、 10 月 1 日， 两场国庆综艺晚会献礼新中国成
立 75 周年。 10 月 2 日， 《寿州古城篝火电音狂欢夜》
特邀全网热门艺人 “鬼手吉他”。 10 月 2 日、 10 月 3

日， 连续两天在宾阳门瓮城内带来 4 场专场演出。 10
月 3 日晚， 省黄梅戏剧院国庆专场演出， 让安徽文艺
品牌点亮寿州古城的夜晚。 10 月 4 日晚， 举办 《谁不
说俺家乡好》 寿州古城文旅推介暨抖音大赛颁奖晚
会。

国潮戏剧+NPC 环城观光， 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今年国庆假期， 寿州古城推出的 ‘国潮戏剧周’， 邀
请国内一线制作团队量身定制的 《春申君的生日会》
《战国卖货郎》 等街头戏剧和魔术喜剧将向社会精彩
呈现， 可喜的是该文旅产品今后也将在古城内常态化
演绎运营。” 张传年介绍说， 今年国庆期间， 寿州古
城将推出 NPC 深度环城观光游项目， 推出 《楚都往
事》 《寿州故事》 等四部 NPC 导览剧。 看完导览剧，
由“芈月”“黄歇”“屈原”“少司命”“楚庄王”“楚考烈王”
等资深 NPC 导游， 带领游客深度逛游古城。 用一座
古城的历史， 铺陈出极具文化内涵的欢乐之旅， 为年
轻人打造出极具特色的潮流文化体验地。 同时， 国庆
期间 “山海奇观” 巡游也将为古城助力， 与又潮又酷
的街头 “戏剧” 共同打造 “白+黑” 全天候的戏剧时
间。

孔庙、 时公祠沉浸式游览， 打造古城里的 CITY
WALK。 国庆假期， 寿州古城将打造沉浸式的文旅体
验， 自然缺少不了年轻人喜欢的 CITY WALK。 国庆
期间， 焕然一新的 “孔庙” “时公祠” 等， 以沉浸式
戏剧、 沉浸式互动作为特色， 让游客慢慢品古城历史
韵味。

美食街+楚文化艺术嘉年华， 寿州古城“楚里”“楚
气”。 “楚都寿春承载着楚文化的大成气韵， 尤其是今
年武王墩墓重大考古发掘， 更让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寿

州古城。” 张传年介绍说， 今年国庆期间， 依托历史
的真实场域， 寿州古城将推出 “楚文化艺术嘉年华”，
依托四座城门举办武王墩墓文物城墙艺术展。 同时，
寿州古城以国宝文物 “鄂君启金节” 为核心 IP， 推出
了大型通关活动。 游客可以持 “鄂君启金节通关文
牒”， 在古城里打卡经典景点， 这些景点将成为战国
七国的 “驿站”， 让游客通过盖章、 打卡的形式， 沉
浸式地走进寿州、 游览古城。 同时， 以春申君为主题
的 “下午茶” “选士活动” 等也将持续推出， 丰富多
彩的文旅体验活动， 让这里楚韵满满！ 针对沿袭楚人
精致生活的 “食文化”， 寿州古城箭道巷美食街将开
幕， 让寿春古城的楚都魅力尽释！

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 营造浓厚的节日氛
围。 节日期间，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将以 “非遗走进博
物馆” 和 “楚韵寿春 常来长寿” 为主题， 开展 10
场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社教活动。 寿县图书馆将连
续七天开展 “文脉传新 古籍风雅” 馆藏古籍文献展
活动， 将分别在寿县高铁站、 汽车站两个城市书房内
举办 “讲红色故事， 传扬中国情” “旅途中的家国情
怀” 等主题的读书分享会和 “爱国歌曲大家唱 ” 活
动。 县文化馆、 县美术馆 ， 除在景点孔庙院内安排
“迎中秋 庆国庆” 寿县非遗项目展演外， 还和县炳
烛诗书画协会联合举办 “炳烛光华二十载 翰墨飘香
润寿州” 书画作品邀请展、 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
“翰墨颂祖国 丹青绘华章 ” 青橙美术馆师生展 、
“山水清谧” 沐风堂师生画展活动等展览展示活动 。
此外， 各乡镇将举办 “升国旗 、 唱国歌 、 广场舞展
演、 歌咏比赛、 民俗踩街” 等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20
余场。

全省首台“大棚茄果类蔬菜
小型智能移栽机”在淮研制成功

本报讯 日前， 市科技局、 寿县
县政府组织的 “大棚茄果类蔬菜小型
智能移栽机” 研发成果现场观摩会在
寿县农门天下农业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召开。

大棚茄果类蔬菜小型智能移栽机
项目是 2024 年立项的省级科技特派员
农机揭榜挂帅项目， 由省农科院研究
人员组成的揭榜团队联合攻关， 经过
半年多艰辛努力， 商品机日前研制成
功。

经专家现场测试， 大棚茄果类蔬

菜小型智能移栽机由土壤开沟、 取投
苗 、 覆土和行走 4 个功能机构组成 ，
并采用机电、 电软件控制和油电混合
动力， 实现了开挖定植沟、 苗盘取苗、
送苗至定植沟内和苗根部覆土培土等
整个栽植过程的全自动化， 实现行走、
转弯调头全程遥控， 具有移栽速度快、
移栽成功率高、 作业灵活等特点。 该
机每小时移栽茄果类苗 3600 株、 移栽
成功率 98.5%以上 。 大面积推广使用
后 ， 大棚蔬菜每亩种植成本将降低
150 元以上。 （本报记者 周莹莹）

宣讲好人事迹 传递榜样力量
本报讯 9 月 20 日是全国第二十

二个“公民道德宣传日”。 当天上午，凤
台县举行 2024 年“公民道德宣传日”好
人事迹宣讲会， 用一个个可亲可敬、可
信可学的身边好人感召人、 影响人、带
动人，引导和激励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敬
好人、学好人、做好人，形成道德建设人
人参与、全民行动的生动局面。

宣讲会上， “安徽好人”、 凤台县
实验小学教师李晓娜讲述了自己 13 年
来悉心照顾因车祸致残的爱人和年迈
多病的父母 ， 用心抚育年幼的孩子 、
用情教书育人的感人事迹。 “淮南好

人”、 城关镇老党员陈国友讲述了自己
多年如一日义务为身体不方便的特殊
人群上门理发的点点滴滴， 赢得了在
场人员的阵阵掌声。

近年来，凤台县持续深化“好人凤
台”建设，涌现出一大批事迹突出、品德
高尚、群众认可的身边好人。 截至目前，
全县拥有“中国好人”16 人、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 2 人、“安徽好人”28 人、 安徽省
道德模范 4 人、“淮南好人”84 人、 淮南
市道德模范及提名 24 人。

（本报记者 贾 静
本报通讯员 常开胜）

“空港中心”项目正式开工
本报讯 9 月 20 日上午， 寿县经

济开发区 “空港中心” 项目正式开工。
据悉， 这一项目的正式重启， 是寿县
创新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又一突破 。
参与工程建设的各企业将按照 “建一
流工程 、 创一流质量 、 树一流品牌 ”
要求， 精心组织、 科学施工， 确保按
时完成建设任务。 相关政府部门将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 按照 “优质、 高效、
便捷” 的原则， 全力以赴做好服务。

近年来， 寿县县委、 县政府坚持
“南工北旅” 发展格局， 以县城古城、
新桥新城双城建设为支撑， 抢抓长三

角一体化 、 合肥都市圈等战略机遇 ，
举全县之力支持县经开区建设发展 。
2023 年， 该县经开区经营性收入同比
增长 44.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66.4%，
其中工业、 制造业、 技改投资均实现
三位数增长 ， 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6%， 税收收入增长 42.8%。 同时， 新
桥国际产业园荣获 “安徽省投资环境
十佳开发区” 称号， 寿蜀现代产业园
在合作共建园区考核中位居全省第一，
寿县经开区在全省 126 家园区排位中
跃升至第 26 位。

（本报记者 张昌涛）

“童言童语”讲红色故事传历史文化
本报讯 近期每逢节假日， 走进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时都能看到 “红领
巾讲解员” 为游客讲解的身影， 他们
从容自然 、 落落大方 ， 用 “童言童
语” 讲好红色故事， 传播历史文化。

经过前期招募、 选拔、 培训与考
核， 寿县第二批红领巾讲解员本月在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正式上岗， 40 名复
聘、 76 名新聘红领巾讲解员均具备扎
实的专业知识和良好的表达能力， 在
实践中逐步成长为专业的讲解员。

中秋假期期间， 红领巾讲解员们
积极响应， 把握实践锻炼的机会， 发
扬志愿服务的精神。 假期首日便有 22
名讲解员上岗 ， 他们身着统一的服
装， 佩戴鲜艳的红领巾， 以饱满的热

情和专业的态度， 向来自四面八方的
游客讲述楚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
涵。 9 月 7 日至今， 总计 92 小时的讲
解时长， 体现了红领巾讲解员们热爱
实践、 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彰显了
寿县在青少年培养方面取得的显著成
效。

下一步， 团寿县县委、 寿县少工
委将持续深化 “红领巾讲解员” 活动
品牌， 带动更多的少先队员活跃在少
先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不断推进少
先队员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者、 家乡
文化的推介者， 努力培养担当时代重
任的新时代好队员。

（本报记者 吴 巍
本报通讯员 汪丹丹）

喜迎佳节 温暖相伴
本报讯 为进一步传承民族文

化 ， 担起爱老敬老的社会责任 ， 近
日， 国网淮南供电公司皖美共产党员
服务队来到孔店乡河沿养老服务中心
开展 “迎佳节 送爱心 话祝福” 节
前慰问活动。

当天上午， 服务队员们来到养老
服务中心后， 向敬老院的老人们分发
慰问品； 为老人们打扫房间卫生、 整
理衣物 、 剪指甲 ； 与老人们亲切交
谈 ， 嘘寒问暖 ， 了解他们的身体状
况、 日常起居和用电情况， 并叮嘱他
们要保重身体， 保持乐观心态， 安享
幸福晚年。 当得知部分老人房间的线
路老化、 用电存在安全隐患后， 共产
党员服务队立即对受损线路进行更
换， 并对养老服务中心的配电箱 、 水
泵电源、 电表等重要用电设施进行了

仔细、 全面地检查， 坚决不放过任何
一处隐患， 切实做到为老人们生活安
全用电保驾护航。

“感谢你们一直记挂着我， 今天
大伙能来看望我 ， 帮我扫地 、 叠被
褥， 一直忙前忙后， 我这心里呀， 很
开心、 很温暖 。” 交谈中 ， 84 岁高龄
的王奶奶紧紧握住共产党员服务队队
员的手， 边笑边说道。 一声问候， 三
两细语， 活动现场洋溢着浓浓情意和
节日氛围。

临别之际， 共产党员服务队贴心
地给孔店乡河沿养老服务中心留下了
电话号码， 并嘱咐他们日常注意安全
用电， 遇到用电困难时及时打电话反
映， 确保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本报记者 周莹莹
本报通讯员 李小双）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上接一版） 在中共苏皖省委的配合
下， 第四、 第五支队挺进到津浦铁路
两侧地区开展抗日斗争。 11 月， 中共
中央代表、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化名胡
服)来到皖东 ， 领导淮南军民于 1940
年创建了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
路西根据地和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
的津浦路东根据地。

路东地区是淮南根据地的主要部
分， 包括安徽省的来安、 天长、 嘉山、
盱眙 （现属江苏） 等县的绝大部分地
区和江苏省六合、 仪征县的大部分以
及高邮、 宝应、 江都、 江浦县的各一
部分， 日本投降前夕， 该区已发展到
南京城郊。 路西地区处于津浦 、 淮南
两条铁路之间， 包括定远 、 凤阳 、 滁
县的大部分和嘉山东 、 全椒 、 寿县 、
合肥、 和县、 含山、 怀远、 巢县各一
部分， 今天的淮南市区是淮南根据地
的边缘。

路东和路西各有特点 ， 路东地区
社会秩序比较稳定 ， 环境比较安全 。
而路西地区却是战争频繁， 斗争尖锐，
环境很不安全。 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
很多， 主要就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
进攻。 路东地区自 1940 年春半塔反顽

自卫战胜利及平定路东恶霸地主暴乱
后 ， 特 别 是 同 年 开 辟 淮 （阴 ） 、 宝
（应） 地区， 将韩德勤部赶过运河以东
后， 就不再受到顽军的直接进攻 ， 情
况一直比较稳定。 又因为是丘陵山地，
部队活动空间较大， 便于粉碎日伪军
的 “扫荡”。 而路西抗日军民， 虽然始
终把对日伪军的作战放在斗争的首位，
但国民党桂系顽军对我军的进攻 ， 分
散了我军对日作战的力量 ， 而且成了
对我军进攻最凶恶， 对抗日根据地威
胁最大的反动势力， 斗争环境异常艰
苦。 说淮南根据地是比较巩固的根据
地 ， 主要指路东而言 。 路东的安全 ，
因为有路西的屏障； 路西能坚持 ， 也
是路东的支援 。 两个地区互相依赖 ，
互相配合， 互相支持， 成为一个不可
分割的敌后巩固的根据地。

1941 年 1 月 “皖南事变 ” 发生
后，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属第四 、 第
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整编为新四军

第二师， 师长张云逸、 副师长罗炳辉、
政委郑位三， 下辖第四、 第五 、 第六
旅 ， 全师计 15000 人 。 另有独立旅和
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所辖地方武装
8000 余人。 1941 年 5 月， 华中局决定
将皖东津浦路东和路西两个省委改为
路东、 路西两个区党委， 由以郑位三
为书记的皖东党政军委员会统一领导。
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1942 年， 淮南根据地军民坚持对
敌斗争， 实行精兵简政， 积极开展了
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 。 整风运动极
大推动了淮南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 经
济工作尤为显著。 二师在 1943 年开展
了反贪污浪费斗争， 增加收入 2000 万
元。 在大生产运动中， 分区以上机关
和直属部队以及地方武装部门自给蔬
菜 6 个月 ， 地方党政机关自给蔬菜 8
个月。 无论机关、 部队、 学校每人种
菜 2 斤， 自给草鞋 2 双 ， 吸烟的自种
烟叶。 这样， 大大地充实了财政 ， 改

善了部队生活， 减轻了人民负担 。 各
级都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统一领导和
检查、 监督工作， 整顿和健全了供给
机构和财经制度， 制定了奖励生产的
办法， 对克服经济困难， 保证军需起
了很大作用。

1943 年 2 月 ， 淮南根据地实行
党、 政、 军一元化领导 ， 统一成立了
淮南区党委 、 淮南行署和淮南军区
(二师兼 )。 淮南根据地军民主动对日
出击， 夺回部分失地， 成为扩大解放
区的先锋。 1944 年和 1945 年上半年，
淮南军民向津浦、 淮南铁路两侧地区
的日、 伪进行全面战略进攻 。 抗战胜
利后 ， 新四军第二师主力奉命北上山
东。

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极其艰苦的环
境中能够坚持巩固， 是我党坚强领导
的结果。 在八年抗战中， 根据地坚持
了党的领导， 坚持了党领导下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坚持了加强武装建设、
政权建设， 坚持了群众路线 ， 在人民
的支持下， 走过了艰苦的历程 ， 经受
住了严峻的考验 ， 为全国抗日斗争的
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其历史地位
不可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