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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甘 霖 润 乡 土
———记铜陵市郊区安铜办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先礼

安徽日报记者 刘 洋 通讯员 陈 磊

人物名片
陈先礼， 铜陵市

郊区安铜办关工委常
务副主任。 潜心研究
孝道文化， 编印出版

乡土教材 《安铜家风家训家教》， 创作 23 部本土剧目，
牵头打造“孝廉安铜、 好人之乡” 文化品牌。 获省优
秀文化辅导员、 省优秀文化志愿者等荣誉， 其家庭获
评省首届“书香之家”。

人物寄语
继续扎根基层， 挖掘和弘扬本土文化， 创作优秀

的文艺作品， 同时积极引导更多文艺工作者加入乡土
文化传承队伍， 让文化甘霖润泽乡土。

2 月 19 日， 记者在铜陵市郊区安铜办文化站看到，
舞台上， 演员们或婉转悠扬地唱着黄梅调， 或生动传
神地演绎着各自角色， 举手投足间透着自信、 热爱。

“这儿的老百姓热爱文化 ， 尤其热衷于本土黄梅
戏。” 郊区安铜办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陈先礼介绍， 当前
他们正在排练新剧目，“一部以本地故事为蓝本的孝廉
文化黄梅戏。”

在安铜办文化站内走访， 记者发现， 这里的门头、
墙壁以及图书室内，处处都有“孝”“廉”文化的宣传标
语。

“孝廉文化是我们安铜办的特色文化品牌， 陈主任
将特色文化、 本地故事和黄梅戏结合起来创作剧本 ，
演起来不但好听好看， 还能展示我们自身特色。” 安铜
办 “黄梅飘香” 文艺志愿小分队副队长康冬梅告诉记

者， 志愿小分队正在加紧排练， “未来不但要演给家
乡群众看， 还要积极走出去。”

深耕本地文化， 以黄梅戏为载体， 组建月芽黄梅
戏小艺术团和月圆黄梅戏艺术团， 采用 “老曲新唱 ”
形式， 让群众感受到家乡的独特文化魅力， 进而推动
传统艺术、 特色文化 “飞入” 寻常百姓家， 陈先礼久
久为功。

在安铜办 “孝廉读吧” 内， 书架上摆满了关于文
明、 家风类的书籍， 陈先礼的 《安铜家风家训家教 》
读本也陈列其中。

“这儿民风好， 不少优秀家风故事值得深入挖掘。”
陈先礼介绍， 他用时一年多走访了 100 多名老人， 挖
掘出了 12 个有影响力的乡贤家训、 家风故事， 结合从
历史遗存中整理出的优秀家训， 编印出了 《安铜家风
家训家教》 读本。 该读本不仅陈列在 “孝廉读吧” 内，
还走进了周边学校， 成为了校园的 “本土教材”。

陈先礼曾担任安铜办文化站站长长达十年。 期间，
他积极争取国家配套政策， 申请多项文化惠民工程，推
动建成全国第一批一级乡镇文化站、国家级全民健身文
化广场等惠民服务场所。牵头打造“孝廉安铜、好人之
乡”文化品牌，推动建成了“孝道长廊”“孝廉文化公园”
“孝廉文化馆” 等一批特色文化景点和场所； 创作了 23
部本土剧目， 并组织建立业余文艺团队和文化志愿团
队，每年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100 多场。

“我将继续扎根基层， 挖掘和弘扬本土文化， 创作
优秀的文艺作品， 同时积极引导更多文艺工作者加入
进来， 让文化甘霖润乡土。” 陈先礼表示， 将退休不褪
色， 继续为繁荣乡村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转载自 2 月 25 日 《安徽日报》）

（上接一版）
在被遗忘的角落， 它变出了 “共享客

厅”。 附近的居民再也不必担心寂寞，下棋、
唱歌，一天的时光在欢声笑语中悄然划过。

城市更新还将学校、 医院搬到了家门
口，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更有“医”靠，
“近”享教育。安徽理工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南
院、山南市中医院、春分中学等拔地而起。淮
南入选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国家公
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范项目支持城
市，医疗与教育资源更加均衡。

城市更新，带我们与过去告别，与新生
活握手。

那些正在发生的改变，无论你看得见还是
看不见，都在延续着烟火的气息、人情的味道、
创新的基因，以及那些勇立潮头的精神。 这座
城市，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每一个明天。

★文旅融合：融，美美与共！
淮南的文旅叙事远不止于 《六姊妹》的

镜头语言， 早已突破影视取景地的场景复
刻，这座被绵厚历史、工业遗存、山水风光浸
润的城市正以“时空折叠”的独特叙事，展开
文旅融合的立体画卷。

当游客在千人豆腐宴席间品味“菽水之
道”， 在楚文化数字馆触摸全息投影的青铜
鼎 ， 在废弃矿区改造的露营基地仰望星
空———他们邂逅的，是中华文明演进的鲜活
现场，是传统与现代共生的城市诗学，更是
文旅融合创新的“淮南范式”。

一声“鼎”好，点燃了探究八百年楚国遗
风的热情。我们见证着武王墩跨越两千多年
的岁月长河，向新而生———这座迄今规模最
大的楚国王级墓葬，位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024 年国内十大考古新闻第二位， 成为淮
南历史文化的璀璨名片。

一碗香辣牛肉汤，香迷糊了来淮南的旅
人。日常三餐与四季更迭，有滋有味有清欢。
去年 9 月 18 日，“橘生南”淮南牛肉汤登陆中
央电视台，作为安徽特色美食向全世界推介，
连演员陆毅也忍不住在抖音上点赞称绝。

我们揽浩浩古城，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真
意。 寿县城墙的对联、全国赛龙舟的热闹场
景，无不展现着淮南的文化底蕴。 千人共品
淮南豆腐的盛况，更是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
录，让这座古城焕发新的活力。

我们惊艳于非遗之美，也看到热爱可抵

岁月漫长。非遗工坊的剪纸在玻璃幕墙上投
下楚韵剪影， 豆腐冰淇淋店前排起 Z 世代
的打卡长龙，战国编钟纹样化作潮流卫衣的
时尚符号。 这种古今对话的美学张力，让淮
南被授予“二十四节气之城”称号，并入选全
国小长假最热门的“50 个小城”之一。

我们把古韵穿在身上， 也以悦己的姿态
面对生活。 在山南春申里文化街区商铺进驻
签约率达 85%，首批开业商户 82 家，带动就业
超 3000 人，展现的是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

年光来去中，我们把一个个文旅融合的
瞬间，化成万千滋味，丰盈了岁月，温润了时
光。

★生态修复：护，执笔青绿！
“追《六姊妹》打卡淮南，才发现蓝色可

以是天空、是水流、是生命，也可以是矿坑。”
网友伊凡所感叹的是经自然沉淀后的天目
湖。

镜头下的淮南正以生态革命颠覆 “煤
城”标签。曾经的沉陷区化为湿地公园，它将
黑色记忆炼成绿色诗行。

每一帧，质感，意犹未尽……
直面短板弱项的现实考量，污染防治攻

坚战刷新“生态颜值”，看那“无边光景一时
新”的水晶蓝，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优良天
数比例稳居皖北首位；

瞰那“翩翩起舞穿云霓”的梦幻白，天空
纯净得让人心醉；

观那 “碧波荡漾涟漪起” 的生态绿，国
控、 省控断面和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达
标；

顾那“林间鸟语草木跻”的纯粹青，废弃
矿山生态修复 1.46 万亩 ， 人工造林 8700
亩，绿意盎然；

还有那“庭清径洁童翁乐”的温暖橙，城
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居全省首位，非正
规垃圾堆放点治理项目更是入选全国示范。

目之所及，一幅幅生态淮南的“多巴胺
画卷”正徐徐展开。

困境倒逼转型，治理赋能新生。
曾经的“生态欠账”如今转化为“生态红

利”， 利用沉陷区水面约 2.3 万亩建设光伏
电站，装机容量约 71 万千瓦。

丁集采煤沉陷区上，眺眼一看，就是“格
雷风”的风光无限———这里是安徽省十大低
碳应用场景之一，也是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

“光伏＋采煤沉陷区治理”示范项目。
春申湖生态湿地公园里， 随手一拍，就

是“美拉德风”的绝美大片，占地 10745 亩，
是市民打卡的热门地。

而在顾桥采煤沉陷区边， 抬头一望，就
是“森系风”的生机呈现———全国首次试验
的水面种植浮床水稻在这里获得成功，亩产
高达 980 斤，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执笔青绿，净美善治；山川相缪，绿意满
城。 淮南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 4 家，中安联
合入选工业和信息化部重点行业能效“领跑
者”企业。 淮南经开区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
工业园区，淮南高新区入围省首批零碳产业
园区筹建名单，毛集实验区更是获评省级绿
色低碳试点城市。

喜欢时代剧，因为时光，因为怀念，因为
放不下，还因为幸福与遗憾。

生活在淮南这座城市的我们，既是历史
的见证者，也是未来的缔造者。

我们目睹过它的辉煌与荣光，那是物质
与精神的双重丰碑；

经历过它的沉浮与迷茫，那是命运与选
择的深刻对话；

亦欣喜于它的重振与崛起，那是时间与
意志的永恒博弈。

曾经的煤都，象征着工业文明的厚重与
力量；

如今的“网红”，则折射出信息时代的轻
盈与多元。

《六姊妹》的热潮终会退去，我们该留下
什么？

答案或许藏在某个细雨蒙蒙的清晨：
老矿区改造的煤炭记忆馆内，中学生正

用 VR 设备重现父辈井下作业的场景；
九龙岗小镇外墙的剧照海报下，新增了

本地作家撰写的煤炭史诗选段；
而那棵被万人合影的“剧中柿子树”，枝

桠间除了许愿笺，更多了记录工业往事的小
卡片在风中沙沙作响……

这座城市早已参透：真正的破圈从不是
追逐流量， 而是让每个慕名而来的探寻者，
都能在齿轮与炊烟的交织中，触摸到那始终
炽热的城市心跳。 它把辉煌铸成锚，把迷茫
炼成帆，在跌宕起伏的惊涛中，永远保持着
坚韧向上的姿态： 根系缠绕着大地的记忆，
枝桠却永远向星空生长！

政策加力，城市更新提速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 年全国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8
万个，超额完成 5.4 万个的年度目标任务。

今年以来， 国务院常务会议、 全国城
市更新工作部署视频会议等陆续研究推进
和实施城市更新， 各地也纷纷加大政策出
台力度。

多点开花 城市更新提质
加速

遇到好天气， 家住成都市锦江区金红
苑的甘阿姨和邻居们都爱搬椅子在小区院
坝晒太阳。“以前路面坑洼、下雨积水，过道
黑灯瞎火、线缆杂乱，大家都想着往外搬。”
甘阿姨说，“改造以后楼面刷新、楼道整洁、
雨污分流，大家又舍不得走了。”

2024 年， 成都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工程， 全年改造小区 455 个， 相较于
上年增加 209.5%。

放眼全国， 多地正持续加快城市更新
节奏。 驱车来到上海市普陀区 “真如境”
片区， 商业综合体、 写字楼群、 剧院、 公
园、 住宅等功能一应俱全。 谁能想到， 这
里曾是上海中心城区规模 最大 的 城 中
村———红旗村。

“城市更新不仅改善了城中村的破旧
面貌 ， 还通过腾笼换鸟进行产业升级 。”
原红旗村村委会干部归伟俊说， 这里以前
充斥众多传统初级市场， 如今正成长为数
字科创产业集聚区。

2024 年， 上海加快推进 “两旧一村”

改造攻坚， 全市完成零星旧改项目 13.6 万
平方米， 完成旧住房成套改造 31.11 万平
方米， 启动城中村改造项目 21 个。

在天津， 土地、 工业、 商业 、 学圈 、
轨道上盖、 风貌建筑等各类资源盘活更新
项目分类推进。 目前， 天津已审定、 招标
城市更新项目 29 个， 先农大院、 第一机
床总厂等 22 个项目已启动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部数据显示， 2024 年城
中村改造扩围至 300 多个城市， 实施城中
村改造项目 1790 个， 改造城市危旧房 7.4
万套 （间）。

多方发力 推动城市高质
量发展

当前， 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增量扩张进
入存量优化的阶段 。 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 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
统筹推动城市结构优化、 功能完善、 品质
提升， 打造宜居、 韧性、 智慧城市。

先体检、 后更新， 体检出的问题就是
更新改造的重点。 “我们不断更新完善体
检指标库， 建立常态化群众参与机制， 从
住房、 小区、 社区、 街区、 城区、 城市六
个层级， 系统查找群众身边难点堵点和城
市发展短板弱项。” 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
委城市更新处副处长魏海军说， 目前天津
正组织编制 2025 年城市更新年度实施计
划， 明确年度建设、 投资内容。

在成都 ， 原为工业遗址的猛追湾片
区， 在城市更新时将滨江车道改为人行街

区， 7 条街巷连成一片 ， 沿街引进书店 、
咖啡馆、 餐饮店、 文创空间等， 还保存了
有几十年历史的川剧俱乐部和老剃头铺
子， “烟火气” 与 “时尚范儿” 并存， 如
今成了年轻人的热门打卡地。

“城市发展不是摊大饼， 特别是在老
城区， 要将城市更新与保存历史文脉有机
结合。”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院
院长陈明坤说。

适应现代都市发展要求， 重塑城市形
象和功能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涵 。 在上
海， 从城中村蝶变重生的蟠龙天地商业区
将历史文脉和新功能同时植入古镇空间肌
理， 至今还在向新求变。

上海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上海
正竭力盘活低效用地， 实施区域更新改造，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的双提升。

根据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部
署， 2025 年， 我国将谋划实施一批城市更
新改造项目， 全面完成 2000 年底前建成
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同时， 将持续
实施完整社区建设、 既有建筑改造利用和
老旧街区更新改造、 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
造等民生工程、 发展工程。

多措并举 健全可持续的
城市更新机制

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要支持各地因地制宜
进行创新探索， 建立健全可持续的城市更
新机制。

在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董煜看来， 城市更新蕴含巨大的市
场潜力， 要深化城市建设、 运营、 治理体
制改革， 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
策法规。

当前各地正在因地制宜进行城市更新
的创新探索———

为促进存量资源盘活利用， 江苏省苏
州市支持各类实施主体利用存量建筑发展
新产业新业态， 提升公共服务功能， 允许
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 建立功能转换正
负面清单， 保持土地使用权和土地用途 5
年过渡期不变。

为进一步加大城市更新资金保障， 重
庆市把政府专项债作为城市更新重要资金
来源， 挖掘项目长效收益， 做好 “肥瘦搭
配”， 加强各类资金整合投入。

为加强资源统筹和产业策划， 成都划
定 78 个重点更新单元和 119 个一般更新
单元， 由各区政府组织编制更新单元实施
规划， 加强业态运营策划， 有序引导项目
实施。 成都建工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政府
的政策、 规划和指引越完善， 企业参与城
市更新的发力点就更清晰。

住房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要
构建城市管理新模式， 完善 “一委一办一
平台”， 推动城市管理融入基层治理， 形
成智慧高效治理新体系， 提高城市管理科
学化、 精细化、 智能化水平。

（新华社北京 2 月 25 日电
记者 胡 旭 郑钧天 隋福毅）

我国科学家制备出
可控手性石墨烯卷

新华社天津 2 月 25 日电 （记者张建新 栗雅婷） 日前， 我国
科学家开发了一种名为 “石蜡辅助浸入法” 的新技术， 成功让二维
材料 “卷起来”， 制备出具有可控手性的石墨烯卷， 为未来量子计
算和自旋电子器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天津大学教授胡文平、 雷圣宾、 李奇峰和副教授沈永涛带领
团队取得的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 《自然·材料》
上。

手性是指物体与其镜像不能完全重合的特性， 就像人的左右手
互为镜像却不能完全重合。 在材料科学领域， 手性材料的开发对于
推动光学器件、 自旋电子学和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石墨烯作为一种经典的二维材料， 其电导率高、 机械强度高和
化学稳定性强， 但石墨烯本身是无手性的。 科学家们尝试通过卷曲
等方式将手性引入石墨烯和其他二维材料中， 以探索其潜在的新特
性和应用。 目前， 能够实现自旋电子学功能的手性二维材料非常有
限， 且缺乏普适的制备方法。

天津大学研究团队针对这一难题开发了一种名为 “石蜡辅助浸
入法” 的新技术， 能够以可控的角度卷曲石墨烯， 从而制备出具有
特定手性的石墨烯卷。

实验结果表明， 制备出的左旋和右旋石墨烯卷表现出显著的光
学活性和优异的自旋选择性效应。 通过精确控制手性角度， 研究人
员还实现了手性诱导的自旋选择性调控， 这一特性使石墨烯卷在自
旋电子学领域具有独特的应用潜力。

此外， 研究团队还发现， 电子主要沿着石墨烯卷的一侧移动，
从而产生优先自旋极化。 这种手性诱导的自旋选择性效应为开发高
效的自旋滤波器和自旋电子器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项研究成果不仅为非手性二维材料的手性调控提供了一种
通用方法， 还为探索量子行为和开发室温自旋电子技术开辟了新的
方向。” 雷圣宾介绍， 未来， 这项技术有望在自旋电子器件、 量子
计算、 光学器件、 材料科学等领域实现超越传统碳材料的独特功
能， 也为自旋电子学和量子技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