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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请从这里搭乘电梯上二
楼候车 。” 春节期间 ， 在淮南南站 ，
大学生志愿者一声声热情的指引， 温
暖着来往的旅客 。 在 2025 年 春 运
“暖冬行动” 志愿服务活动中， 全市
100 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其中， 为

广大旅客营造温馨、 安全的出行环境。
汇聚志愿合力， 欢度幸福佳节。 市委社会工作部提前谋划， 2024 年 12

月底， 在淮南日报、 淮南发布等媒体上发出 《“甘甘为淮·暖冬行动” 主题
志愿服务活动倡议书》， 号召各行各业志愿者深入城乡村 （社区）、 交通枢
纽、 公共场所及孤寡空巢老人、 残障人士、 孤残儿童、 农村留守儿童等家
中， 广泛开展 “邻里守望” “春运暖程” “新春五送” “暖 ‘新’ 关爱”
等志愿服务活动； 联合有关单位、 县区， 在寒假期间， 设置 77 个青少年志
愿服务岗位， 让青少年在志愿服务中受教育、 长才干、 作贡献； 安排各县
区委社会工作部积极对接辖区各单位、 社会工作机构、 志愿服务组织、 社
区等， 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

“今年元旦、 春节期间， 全市共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300 余场次、 参
与志愿者达 1 万余人、 服务群众 33 万余人， 志愿者们在奉献中书写了一个
个温暖故事， 让这个春节有年味更有温度。” 市委社会工作部主要负责同志
告诉记者， 淮南志愿服务活动引起了各级主流媒体的关注， 《中国志愿》
《安徽日报》 等媒体刊发宣传稿件 50 余篇， 吸引更多市民加入到志愿服务
中来， 进一步打响了 “甘甘为淮” 志愿服务品牌。

“邻里守望” 互助关爱。 开展 “圆梦微心愿” 活动， 2024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淮南市新时代志愿者联合会发布爱心圆梦志愿者招募通知， 公布
100 名农村留守、 困境儿童的新年 “微心愿”， 并建立活动爱心志愿者对接
群， 仅仅 8 个半小时， 所有心愿全部结对完成， 为谢家集区 100 名农村困
境、 留守儿童送去新年礼物。 组织 230 余名返乡大学生参与 “爱心托管”
“陪伴就医” “社区治理” 等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们用行动诠释着对家乡
的热爱与责任。 市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组织开展 “博爱送万家今年我参与”
等活动， 志愿者们走进全市 200 余户家庭、 8 家敬老院和市麻风病院， 慰
问困难群众、 烈属、 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等， 慰问款物 30 余万元， 近千名
志愿者参与活动。

“春运暖程” 温暖归途。 1 月 13 日， 淮南市 2025 年春运 “暖冬行动”
志愿服务在淮南南站拉开帷幕， 借助长三角铁路 “小甜橙” 志愿服务联盟
平台， 招募了 100 多名淮南籍大学生开展春运志愿服务活动， 并对青年志
愿者进行铁路客运知识、 服务礼仪、 劳动安全、 应急救援等岗前专业培训。
青年志愿者们分布在淮南站、 淮南南站、 淮南东站等主要客运站， 共 5 个
站点 18 个岗位， 为旅客们提供引导咨询、 秩序维护、 应急救援等服务， 并
针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群体提供车票购买、 行李搬运等帮助。 1 月 27 日，
向日葵志愿者协会在毛集高速收费站出口， 为返乡人员送上淮南牛肉汤、
春联、 矿泉水等大礼包。

“新春五送” 欢乐祥和。 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单位开展 “一杯姜
茶·寒冬送温暖” 志愿服务活动， 青少年志愿者将提前熬制好的姜茶和 “温
暖大礼包”， 送给辛苦工作的环卫工人、 公交车司机、 快递小哥等户外工作
者。 1 月 21 日上午， 2025 年全市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集中示范服务活
动在寿县窑口镇窑口村文明实践所广场举行， 寿县及来自市文旅、 科技等
17 家市直部门的志愿者们， 为当地群众带来了文艺演出、 医疗义诊、 农业
技术咨询、 法律法规解读、 义务写春联等服务活动， 推动 “三下乡” 常下
乡、 常在乡，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暖 ‘新’ 关爱” 以心连 “新”。 作为新就业群体的 “娘家人”， 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相关单位
组织开展 “腊八送福 ‘粥’ 到暖 ‘新’” 公益活动， 为 600 名辛勤工作的快递员、 网约配送员、 网
约车司机、 货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 送上热腾腾的腊八粥和装满春联、 红包等节日用品的幸福大礼
包。 市市场监管局高新区分局携手爱心商家开展 “百碗牛肉汤 情暖劳动者” 慰问公益行动， 为
100 多名辛勤工作的一线环卫工人和网约配送员提供了一顿丰盛的淮南牛肉汤早餐。 谢家集区志愿
者为新就业群体送上了精心准备的 “暖心礼包”， 并与快递员、 网约车司机等 10 名代表进行了座
谈， 耐心倾听新就业群体的困难及诉求。

“小小志愿者” 展现青春力量。 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 青少年志愿们作为红领巾讲解员、 展览
服务人员、 展厅秩序维护员， 引领游客穿梭在各个展厅。 从精美的青铜器到古老的铭文， 青少年志
愿者们凭借扎实的知识储备， 绘声绘色地讲述着楚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 将每一件文物背后
的故事生动地呈现出来。 蚂蚁力量青少年志愿服务队组织写 “福” 送 “福”、 致敬 “守夜人” 等 17
场志愿服务活动， 近 800 名志愿者家庭参与， 为 600 余名新就业群体、 户外工作者、 困难群众等送
去温暖。 1 月 1 日凌晨 6 点， 八公山区 30 余名 “星火八公” 青少年志愿者， 将亲手制作的热气腾腾
的早餐送给外卖小哥、 环卫工人等 “城市的守护者”。

任泽锋在市委专题会议上强调

抓住《六姊妹》热播机遇 用“电视热”带动“文旅热”
张志强出席

本报讯 2 月 8 日上午，市委书记任泽锋主
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听取电视剧《六姊妹》宣
传推介及下一步工作安排情况汇报。 市委副书
记 、市长张志强 ，市领导邬平川 、王启超 、从永
刚，市政府秘书长戴宜斌出席会议。

2 月 3 日晚，首部以淮南为背景并在淮南本
地拍摄的电视剧《六姊妹》在中央广电总台综合
频道黄金档时间播出后，反响热烈、好评如潮，
收视率冲上全国榜单第一名， 有效提升了淮南
的知名度。

任泽锋在讲话时指出， 要紧紧抓住电视剧
《六姊妹》在央视热播机遇，及时跟进做好深度
宣传报道、文旅宣传推介等各项工作，真正把流
量转化为推动淮南文旅高质量发展、 提升城市
形象的重要契机。

任泽锋强调，要切实抓好环境整治，紧盯时
光小镇、淮上码头等重点部位，推进环境卫生治
理，完善停车、餐饮等公共服务， 进一步增强出
游体验感， 让打卡游客不虚此行。 要深入挖掘
历史文化， 通过多种形式， 生动展现我市灿烂

辉煌的发展历程、 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 让更
多人认识淮南、 了解淮南， 进一步提升城市形
象。 要延展历史与现实， 依托淮南的美景、 美
食等独特资源，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做好旅游
宣传推介， 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 要汇聚宣传
合力 ， 整合力量 、 集中攻坚 ， 推出一批有深
度、 有冲击力的宣传精品， 加快形成规模宣传
声势。 要加强对外沟通联系， 延续电视剧后期
影响力， 持续提升淮南城市美誉度。

（本报记者 朱庆磊）

淮南“六姊妹”，魅力“何”在？
柏 松

红火日子甜， 姊妹
人团圆；家“何”万事兴，
欢乐满门庭。

2 月 3 日（年初六）
晚，由楼健执导，梅婷、陆
毅领衔主演的电视剧《六
姊妹》 在 CCTV-1 播出。

播出当日，酷云收视率突破 3%，获得同时段全频
道全栏目收视率第一名。 2月 4日，CCTV-1电视
收视率 3.4809%，黄金时段收视率霸榜 TOP1。

一部电视剧， 刚开播便引发共鸣、 赞誉如
潮，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流量密码？

一
人生跌宕起伏，家的温馨却始终如一。《六

姊妹》剧中充满着浓浓亲情：岁月更迭，四世同
堂情愈暖；朝夕相伴，六姊妹暖聚爱长留。

该剧以 20 世纪 6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的安
徽小城淮南为背景， 细腻地讲述了田家庵区何
家老一辈及六个女儿的人生故事。 女儿们在各
自的人生轨迹中，经历婚恋、工作等命运起伏，
却始终姊妹连心，共同抵抗人生的风雨波折。

该剧以温情十足、不疾不徐的镜头语言，描
绘了立体的家庭群像：作为何家的大家长，何文
氏是主心骨一般的存在， 为整个何家的后辈提
供避风港；刘美心、何常胜相濡以沫多年，把六
个女儿抚养成人， 看着她们各自拥有日渐丰盈
的人生； 性格各异的姊妹六人虽然拥有着不同
的人生轨迹，却始终与彼此紧紧相依，哪怕偶有
分离争执，最终也都汇于圆满的一点。

淮南市作协主席金妤表示， 该剧以小见大
地呈现中国家庭形态的变迁与生活发展历程，
通过更具家庭凝聚感的人物关系塑造， 让观众
一窥家庭真谛，并与自己的家庭互相印证，从而
收获力量。

春节，象征着家的团圆、兴旺。过年回家，仿
佛离雁归巢、孤帆靠岸，家的模样就是光阴的肖
像。 大年初六，《六姊妹》热播，广大观众与家人
一起，在温暖旋律中找到心的归处，家的暖意化
作力量，成为心中永恒的港湾！

二
《六姊妹》是首部剧情以淮南为背景，并在淮

南本地拍摄的电视剧，打着深深的“淮南烙印”。
这也是淮南籍作家伊北第四部拍成电视剧

的小说，之前三部是近几年热播的《小敏家》《熟
年》《小日子》。

伊北人生的前 18 年在淮南度过，淮南人的
质朴和平实，对他的艺术创作有着深刻影响。每
个作家都有个心心念念的故乡， 并在写作中完
成自己与故乡的精神连接。伊北同样如此，他从
过往深刻的记忆中提炼出故事框架， 并第一次
亲自操刀做编剧。

剧组在淮南实景拍摄了 124 天， 先后在大
通区、田家庵区等地现场取景、搭景、拍摄，真实
展现了淮南的地貌建筑和风土人情。

《六姊妹》播出后，淮南万人空巷追剧，好比
当年看《渴望》。 淮上码头、老北头菜市、老造纸
厂大院、九龙岗民国小镇，这些日常熟悉的地方
出现在电视剧中，有种“陌生化”的亲近与骄傲。

当“何老太”带着孙女“何家丽”出现在淮上
码头，那渡船，那铁缆桩，那大坝涵洞口上方的
字（田家庵），剧情就和回忆交织在一起……

剧情紧凑、角色生动、情感真挚，观众好评
如潮，有“一口气刷四集完全停不下来”的感觉，
还有人将其与《父母爱情》《人世间》等爆款年代
剧相比较，认为它有望成为又一部经典之作。

三
人生漫漫，有你相伴；体贴入微，弥足珍贵。

由 LUMi 献唱的暖心片头曲《有我在呢》，唱出了
六姊妹半生情：“你懂的， 我想过， 你陪我每一
刻。 ”

剧中，暖阳倾洒，邻里姊妹们嬉笑寒暄；许
下祈愿，暖心共赴生活新篇。 回头看，姊妹一定
在！

作品首播后， 引发各大主流媒体好评。 其
中，大皖新闻推出的融媒报道“电视剧《六姊妹》
让亿万观众认识安徽淮南”， 登上微博热搜第
10 位。

浓浓的“淮南味”，不仅让观众感动，也吸引
了人们到线下打卡、怀旧。九龙岗民国小镇的复
古街景、充满烟火气的田家庵区“老北头”菜市，
历史悠久的淮上码头……跟随《六姊妹》 的脚
步，仿佛穿越旧时光，每一处场景都蕴含着淮南
的历史韵味。

如此，游客不仅能探寻剧中同款场景，还能
感受淮南的地道美食、烟火气息。

而对淮南本地人来说， 作品更显亲切。 剧
中，何文氏炼了几粒油滋啦，准备给刘美心补身
体。为了能让观众看得懂，在“油滋啦”后面做了
备注“油渣”。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油滋啦是极为
珍稀之物，只有逢年过节，凭票买到几两宝贵的
猪肉，才能吃到油滋啦。

“老鳖”（甲鱼），“串钩”（插队）……剧中人
物的对话，穿插着方言和俚语，这不仅是语言的
艺术，也是淮南文化的生动体现，勾起很多淮南
人的童年记忆与乡愁。

如今，淮南市正在推进将《六姊妹》拍摄取
景地打造成文旅新高地，将更多《六姊妹》元素
融汇其中， 带动新一波文旅发展。

朝夕相伴， 点滴美好汇聚日常； 心意相知，
幸福瞬间有迹可循。 跨越五十年沧桑时光， 汇
聚线上线下热情， 《六姊妹》 用真情告白：

祝大家“何” 家幸福， 愿生活“何何”美美！

企业忙生产 力争“开门红”
新春开年，淮南高新区产业园区一片繁忙景象，各企业纷纷按下复工复产“快进键”，开足马力赶订单、忙生产，车

间里机器轰鸣，生产线上热火朝天，呈现出一幅幅“起步即冲刺、开局即决战”的生动图景。图一、开沃汽车淮南有限公
司正加紧装配轻型商用车。图二、埃夫利舍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赶制钢制板式散热器。 本报记者 倪 军 摄

全市市场监管工作会议召开
张志强作出批示

本报讯 2 月 8 日下午，全市市场监管工作
会议在市市场监管局召开。 会议学习传达国家和
省市有关会议精神，梳理总结工作，部署下一阶
段重点工作。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志强作出批示，
副市长陆晞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志强在批示中指出，2024 年， 全市市场监
管系统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履职尽责、积
极作为，坚持强基固本、 创新突破， 深入推进质
量强市、 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工作， 在优化营商
环境、 守护市场安全、 维护消费者权益等工作
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推动淮南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值得充分肯定。 新的一年，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
话精神， 按照省、 市工作部署， 聚焦持续推进
“五大攻坚行动”、 加快实现 “六个新突破” 目

标要求， 进一步创新监管模式、 提高监管水平、
奋力争先进位， 争当深化改革的先行者、 公平
竞争的维护者、 安全底线的守护者、 营商环境
的建设者， 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淮南崭新
篇章作出更大贡献。

陆晞要求，要认清形势、精准发力，主动服务
高质量发展。 要凝心聚力、善作善成，统筹活力与
秩序、发展与安全、质量与创新，在优化环境、坚
守底线、助力发展、优化执法上下功夫，高标准推
进各项工作。 要优化作风，积极担当，着力抓好考
核工作、提升工作效能、强化作风建设，奋力实现
争先进位。 要咬定目标不放松，干字当头勇争先，
努力开创市场监管工作新局面， 奋力交出开门
红、全年胜的答卷。

（本报记者 周莹莹 本报实习生 朱钰珍）

一一 二二
（详见二版）

吹响复工复产“集结号” 奋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CPI 涨幅扩大 PPI 同比下降
———透视 1月份物价数据

（详见 A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