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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风易俗我们
必须遵从， 这样即能
节省花费， 又能把婚
事办得更好， 俺们打

心眼里愿意。” 近日，凤台县顾桥镇王庄村村民王启林告诉记者。
前不久，王启林儿子结婚，他认真遵从本村村规民约，为儿子

儿媳简单办了 4 桌酒宴。当初儿子听说结婚不办酒席，很不情愿。
经过王启林耐心做工作，终于把儿子思想做通。

今年以来，顾桥镇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出实招、解民忧、
见实效，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凝聚起乡村振兴的
强大精神力量。

党员示范带动，助推乡风文明落地生根。 该镇强化党建引领
作用，明确各村党组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按照要求抓好移风
易俗工作，党员干部带头示范，严格落实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
事宜有关规定，形成刚性制度约束。 同时，结合党员干部培训、顾
桥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主题党日”等，引导党员干部带头文
明节俭办事，自觉抵制陈规陋习，从而带动乡风民风的好转。

该镇北樊庙村党组织书记朱传学利用“1234”工作法，认真向
全村群众宣传文明节俭办事，倡导移风易俗新风，要求广大村民
自觉抵制陈规陋习。通过宣传教育，现在这个村不仅成立了“红白
喜事理事会”“说事会”。 今年以来， 全村村民不管办喜事还是丧
事，一律按照村规民约办，丧事不招待，喜事简办，受到广大村民
的欢迎和拥护。

注重文明实践，树立文明新风尚。该镇将农村环境整治、关心
关爱等行动与树立文明新风尚有机结合起来，在整合资源和凝聚
合力上下功夫，充分发挥党员干部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的先
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全面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乡村颜
值不断提升。 同时，依托“巾帼家美积分超市” “爱心理发室”等
新时代文明实践品牌，组织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常态化开展关
爱帮扶工作，切实提升了群众幸福感和获得感。

强化组织引领，健全移风易俗制度机制。 该镇充分发挥农村
基层党组织作用，坚持机制建设再完善、阵地建设再提升、队伍建
设再加强，把移风易俗、革除陈规陋习纳入村规民约，各村成立村
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自治组织。 引导村民杜绝铺张浪费、大操大办、高价彩
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等不良现象，组织群众破旧移新，形成健康生活、勤俭节约、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孝老爱亲的和谐新风。

加强宣传教育，推动移风易俗深入人心。 该镇充分利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广泛宣传移风易俗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引导广大群
众更新观念，提高认识。 同时，利用干部会议、入户走访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讲，引导村
民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争做移风易俗的倡导者、践行者，持续树立乡风文明新风尚。

全力推动皖北重点产业集群建设
本报讯 为推动皖北地区跟上长三

角地区高质量发展步伐，省委、省政府作
出了推进皖北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能
源、新材料、绿色食品等 4 大重点产业集
群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凤台县充分发挥
自身产业优势，大力推进全县 4 大重点产
业集群建设，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据了解， 该县现有新能源汽车零部
件企业 8 家，2023 年新能源汽车零部件
产业产值 1.75 亿元，2024 年上半年产值
2.7 亿元，同比增长 585%，产值增速位居
全市第一，今年上半年该县纳入省“双招
双引” 综合调度管理平台项目共 8 个，总
投资 72.1 亿元。 目前，初步形成风电、光

伏发电、先进光伏和高效组件的“2+1”新
能源产业体系，2024 年上半年，新能源规
上企业产业产值 15.6 亿元。 全县新材料
产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35 家，2024
年 1 至 6 月实现工业产值 6.55 亿元 。
2024 年上半年， 该县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4 亿元，同比增长 4.1%，现有规上农产品
加工企业 41 家，有国家、省、市级农业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 家、6 家、51 家，建成
长三角绿色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 3 个，入
选省第四批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供应基地创建名单 2 家，认定“两品一标”
农产品 91 个。 （本报通讯员 岳 荣

本报记者 刘银昌）

稻浪滚滚收割忙 田间奏响“丰收曲”
本报讯 金秋时节，稻谷飘香。 连日

来，凤台县钱庙乡全面开启水稻“收割模
式”，奏响乡村振兴的“丰收曲”。

稻田里机声隆隆，收割机开足马力、
来回穿梭， 一簇簇饱满的稻穗被快速卷
入收割机内，收割、脱粒、输出等工序一
气呵成，机械化作业为水稻收割按下“快
进键”。

据县农业部门测产， 亩产 650 公斤
左右。 从 9 月 28 日开始收割，目前收割
完毕，颗粒归仓。 该乡农技人员介绍，在
今年秋收工作中， 大部分村和秸秆收储
企业签订了秸秆打捆收购协议， 做到一
边收割一边打捆离田； 对少部分田块采

用了自带粉碎功能的半喂入式收割机收
割作业，将秸秆直接打碎，再使用旋耕机
将秸秆旋耕还田。

近年来， 钱庙乡始终把粮食安全摆
在重要位置高位推进，坚持“稳字当头”，
以“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为重要抓手，以
“党建引领增动能、 乡村产业促振兴”为
突破口，秉承“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的理念，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通
过实施农业大托管，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农机购置补贴、 推广高标准农田建设等
措施，全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繁荣。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栾绪标）

日前，凤台县第三幼儿园开展“梦幻海陆空·夯筑强国梦”亲子国防教育活动。 活
动中，英勇威武的“小兵”们身穿迷彩服、朝气蓬勃、精神抖擞、整装待发，他们和家长
一起升国旗、宣誓、练军体拳、出营训练，挑战艰巨任务，体验军旅生活。

本报通讯员 孟凡静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摄

创新跑出“加速度” 经济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岳 荣

“从 2022 年起，凤台县确定新能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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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两精’产业为主导产业，并将招商引资
作为工业立县和经济发展的‘第一战场’，聚焦重点、
聚焦精准、聚焦突破，以科技作为支撑，不断提升产业
发展能级。 ”凤台县科技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凤台县扎实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的深度融合，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合作，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全县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强化主体培育，蓄能“创新动力”
走进凤台县丁集采煤沉陷区 200 兆瓦光伏电站

项目，一排排蓝色的光伏板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水面光伏+采煤沉陷区” 综合治理一体化示范项目
是安徽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 “光伏+采煤沉陷区治
理”示范项目，入选 2023 年“安徽省十大低碳应用场
景”。

在凤台县顾桥采煤沉陷区实施“采煤地表沉陷区
水面种植关键技术及模式研究与示范”项目，打造 50
亩“漂浮式稻田”，水稻“漂”在水面上，在漂浮的稻田
里，采用纳米膜、种养、浮筒 3 种模式培育的 6 个品种
水稻长势良好，绿油油的稻田成为万亩采煤沉陷区水
面的一道别样风景。

凤台县持续构建“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
企业———科技领军企业” 梯次培育体系，“储备一批、

培育一批、认定一批”，培优存量、提升增量，不断推动
科技创新资源向科技企业聚集。 截至目前，全县新增
评价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 44 家。

搭建平台建设，增强“创新能力”
该县加强以重点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创新体系

建设，引导支持产业链企业与省内外高校院所、科研
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全面调动各类创新主体和载体平台的创新活力
和动力，不断提升科技支撑产业发展能力。

凤台县城北湖渔场经认定通过首批“安徽省企业
研发中心” 并与省农科院合作共建水产博士工作站；
安徽润航果桑产业化生态种养循环利用科技特派员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经绩效评定为“优秀等次”；支持坤
泰车辆、浩智增程、中环低碳新能源和皖淮机电 4 家
企业申报省级企业研发中心， 二季度初审通过 3 家；
重点推进中环低碳新能源与阳光电源合作共建的“光
伏技术联合创新实验室”积极组建安徽省重点实验室
建设并启动开展前期筹备。 截至目前，全县共有 2 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 家省级企业研发中心 、1
家省级科技孵化器、20 家市级研发平台。

推动成果转化，激发“创新活力”
该县坚持创新驱动，发挥创新主导作用，增强科

技创新支撑能力， 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和产业化水平。 全县上半年，
吸纳技术合同成交额 29 亿元，全市第 3；输出技术合
同成交额 11.03 亿元，全市第 3。

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半年吸纳沪苏
浙高校院所技术合同成交额 191.22 万元，入库科技类

项目 2 个 （浩智科技增程与热管理技术服务平台项
目、 海螺水泥工艺研究开发与产业化项目）， 均实现
“零突破”；全面做好“第十三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淮
南赛区参赛工作，其中浩智增程获得初创组第三名的
好成绩，打破以往“颗粒无收”局面；组织中环新能源
“高效大面积钙钛矿以及钙钛矿———晶硅叠层电池研
发项目”和城北湖渔场“地方特色瓦氏黄颡鱼良种选
育及养殖项目” 申报 2024 安徽省科技创新攻坚计划
项目；支持创亿食品等科技型企业申报淮南市“双创
之星”， 重点加强凤台县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
设，激发产业创新活力。

把握战略机遇，提升“创新实力”
新形势下，把握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科技招商在

创新资源集聚、高新企业培育、科创平台打造的重要
作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企业创新多层次深
度融合，提升创新实力。

以重点产业和企业为依托， 先后与上海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安徽农业大学以及江苏
省农科院和中科院植物所、安徽省农科院等高校院所
建立长效联系机制，不断深化对科技型项目创新资源
的源头供给，推动科研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
势；深入推进新材料产业专班工作，深化电子新材料、
煤电固废等研发利用和产业化方向，重点培育煤电固
废领域延伸新型建筑材料、墙体材料等应用市场，“变
废为新”，探寻走出煤电固废“困局”新路径。

凤台县将积极开展创新型县建设，加大创新主体
培育、优化科技项目申报、深化科创平台建设、凝聚科
技创新合力，营造良好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为建设新
阶段现代化美好凤台贡献科技力量。

新时代，“非遗”之花绽新彩
本报通讯员 徐艳友 本报记者 刘银昌

天凉好个秋。 一大早，吕薇便匆匆
起床洗漱，吃点早饭，骑上电动车赶到
团部六楼排练厅，换上演出服装，压腿、
下腰……做起了热身运动。 此刻，偌大
的排练厅，陆续有演员进来，热热闹闹
的一天又开始了。

“我们这几天几乎是紧锣密鼓地饱
和式排练， 为凤台县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非遗文化专场做好充足准备 ，
这次我参演的是花鼓灯传统剧目《夫妻
观灯》……”吕薇边压着腿，边气喘吁吁
地告诉记者。

90 后的吕薇，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凤台花鼓灯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头
顶国家三级演员、凤台县花鼓灯艺术团
副团长、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安徽省
花鼓灯艺术研究会理事等多个头衔。近
年来，由其主演的花鼓灯群舞《八月桂
花》入围第十八届“群星奖”决赛作品、
花鼓灯群舞《桂花母亲》获第十三届全
国舞蹈展演“优秀节目”和淮南市第十
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
作品。 2023 年 9 月，吕薇被授予淮南市
第二批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称号。

锣鼓锵锵，秋风漾漾。一个兰花指，
一记颤颠抖，排练大厅内，吕薇和同事
们将花鼓灯舞蹈的经典动作演绎得美
妙动人。 一通排练下来，吕薇和同事们
的脑门上已沁满了汗珠。 “我们花鼓灯
舞蹈里男角统称鼓架子， 女角统称兰
花，演出时，鼓架子要把兰花扛在肩上，
要比我们兰花累得多。 ”

花鼓灯相传最早起源于夏代，是汉
民族舞蹈中一支极具代表性的民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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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
花鼓灯是花鼓灯艺术的一个重要流派，
有 400 多种语汇、50 多种基本步伐，讲
究男女角色配合，着重感情描绘，动作
细腻，扇花变化多样，其典型动作“三道
弯”，是东方舞蹈的重要特征。凤台县被
评为中国花鼓灯之乡， 每年地方春晚、
送文化下乡等大型文艺活动，花鼓灯都
是必选项目。

“多年来， 艺术团始终把挖掘、继
承、宣传、提升花鼓灯艺术为己任，依托
一团一校，在整理提炼传统花鼓灯元素
的同时， 根据时代发展要求进行创作，

《瞧这帮鼓架子》《千里长淮一条线》《板
凳龙》 等一批时代感强的花鼓灯剧目，
不仅在国内舞台上频频亮相，并走出国
门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演出。 ” 凤台县
花鼓灯艺术团团长、花鼓灯艺术中专学
校校长王利梅说。

为破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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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县接续培养传承人，将“一团一校”作
为文化大县建设的重要抓手，积极为花
鼓灯搭建展示、表演平台，并在陈派花
鼓灯艺术的发源地凤台县新集镇陈巷
村建成安徽省首家花鼓灯村史馆，进一
步让非遗文化走入千家万户。

据王利梅介绍，目前凤台花鼓灯还
有两位国宝级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邓虹和张士根，虽然他们均已年逾
八旬，却依然精神矍铄，对花鼓灯艺术
的情感丝毫不减，经常走进花鼓灯艺术
学校，点拨青年演员的动作细节，现场
跳上一段，演示给他们看。

近年来，凤台县坚持“二为”方向、
“双百”方针，非遗项目不断推陈出新，

焕发光彩，花鼓灯多次在国家级、省级
比赛和大型活动中取得佳绩，前不久凤
台县花鼓灯艺术团还荣获了 “顶尖舞
者”安徽赛区第一名等奖项，受到业内
人士高度赞誉和一致好评。如今在凤台
县，乃至淮南市，花鼓灯都是大型晚会
的必备演出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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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为传承好花鼓灯， 我县还连续多
年举办了花鼓灯业余大奖赛，鼓励文艺
爱好者参赛， 发掘培育传统艺术人才，
我们艺术团也一直在推进花鼓灯进校
园精品工程，将花鼓灯艺术带入校园，让
学生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为让更
多的人熟悉花鼓灯文化， 这两年我们还
组织专班整理出一系列凤台花鼓灯舞蹈
组合，录制成视频，在我们艺术团的官方
新媒体上推出花鼓灯公益课堂， 为喜爱
花鼓灯的人们提供了更便捷的了解、学
习花鼓灯的渠道。 ”王利梅告诉记者。

文艺演出
表达家国情怀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近日，由中共凤
台县委、凤台县人民政府
主办，凤台县文化旅游体
育局承办的“金秋礼赞
同庆华诞”专场文艺演出
在县人才公园举行。本次
演出通过不同的艺术表
演形式，表达了全县干群
热爱祖国、热爱党、永远
跟党走，共建美好家园的
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刘明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