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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永向党 翰墨育新苗
本报讯 童心向党， 书画传情。 3

月 27 日， 淮南市暨田家庵区第十三届
“党是阳光我是苗” 少幼儿书画大赛开
幕式在洞山中学北校区举行。 市关工委
主任王玉成， 常务副主任戴多斌出席。

此次大赛由市关工委联合相关部
门开展， 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
想，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达到以
美育人、 以文化人的教育效果。 开幕

式展出的作品围绕 “传承文脉、 致敬
经典 ” 主题 ， 涵盖诗意画 、 词意画 、
硬笔书法等多种形式， 表达少年儿童
们爱党 、 爱国 、 爱传统文化的情怀 。
一幅幅作品意境深远、 内涵丰富， 充
满童真童趣， 彰显了少年儿童的丰富
观察力、 想象力和创造力。

（本报通讯员 王凤语
本报记者 李东华）

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交通运输支撑
———我市聚焦乡村振兴目标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 建设

本报记者 张 鹏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蓝图中， 农村公路建设是至关
重要的一环。 我市聚焦乡村振兴目标， 全力推进 “四
好农村路” 建设， 在优化路网布局、 提升管养水平、
促进城乡交通一体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农村
地区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2024 年我市 “四好农村路” 建设目标任务 530 公
里， 其中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目标任务 120 公里，
年底前全部完工； 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目标任务 410 公
里， 农村公路安防工程目标任务 400 公里， 截至 2024
年 9 月底都已完工， 完工率 100%； 农村公路危桥改
造工程目标任务 2 座， 已经全部完工。

为加强 “四好农村路” 示范引领作用， 我市在寿
县、 凤台县成功申创 “四好农村路” 省级示范县的基
础上， 在全市范围继续开展 “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区

创建活动， 组织各县区农村公路管理部门学习借鉴
“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创建单位先进经验做法， 拓展
工作思路。 目前寿县正在积极开展 “四好农村路” 国
家级示范县申创工作， 潘集区、 毛集实验区正在准备
“四好农村路” 省级示范县申报资料。

为了确保我市 “四好农村路” 建设顺利开展， 高
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我市提前部署， 明确任务， 多措
并举推进工作， 形成调度机制， 定期召开 “四好农村
路” 建设调度会议， 听取农村公路工作开展情况汇
报， 阶段性部署农村公路建设任务， 细化任务分工，
严格把握节点， 抓细抓实农村公路建设； 同时加大巡
查， 开展农村公路日常巡查， 加大监管力度， 去年 1
至 9 月共开展巡查 67 次， 现场查看了农村公路建设
项目， 核实建设进展， 督导县区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前
提下， 序时推进工程进度。 2024 年 “四好农村路” 建
设项目全面开工以来， 开展综合检查 5 次， 督查县区
建设项目进展、 安全生产等情况， 根据检查结果进行
通报， 督促县区及时整改检查通报中发现的问题。

今年我市将继续围绕新一轮 “四好农村路” 建设
目标， 持续发力。

据公路部门介绍， 首先是实施 “四好农村路” 建
设 600 公里项目建设 ， 进一步优化农村公路网络布
局， 根据农村地区发展需求， 建设更多连通乡村与城
镇、 产业园区的资源路、 产业路和旅游路， 提升农村
公路通达水平， 扩大辐射范围。 再就是启动农村公路
危桥改造工程凤台县康圩大桥建设项目建设， 计划新
建桥梁长度 530 米， 宽度 8.5 米， 投资 6300 万元。 凤
台县康圩大桥作为连接淮南市凤台县与亳州市蒙城县
的重要交通枢纽， 建设完成后将解决群众出行安全隐
患， 优化区域路网结构， 为农产品运输、 乡村旅游提
供更高效的基础设施支撑。 还有就是深入推进农村客
货邮融合发展， 完善乡镇综合运输服务站功能， 提升
农村物流配送效率， 促进农村电商等产业发展， 让农
村公路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为农村地区的经
济发展和群众生活水平提升提供更加坚实的交通保
障。

加快城市更新 强化城市功能
本报讯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城

市更新力度， 加快相关工程推进速度，
使得一批项目如期竣工， 发挥了应有
的社会经济效能。

首先， 老城区环境品质得到不断
改善 ， 北赵店一 期 等 12 个 城 中 村
（棚户区） 改造项目建成交房， 前锋、
淮化等 100 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 惠
及群众 7 万余人。 改造提升农贸市场
88 个， 打通城市 “断头路” 21 条， 新
增公共停车泊位 6012 个、 街头游园 21
个、 城市绿道 36 公里， 建成省级以上
示范性户外劳动者服务驿站 35 个。

其次 ， 我市更新改造地下管网
306 公里， 消除城区易涝点 19 处。 群
众期盼已久的淮南淮河大桥、 十涧湖

东路改造工程开工建设， 中兴路下穿、
凤毛快速通道建成通车 ， 合周高速 、
淮桐高速、 淮扬高速、 淮南国际物流
港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进。

山南新区功能配套加快完善、 活
力明显提升， 安理大一附院 （市一院）
南区、 北师大淮南实验学校南区等 37
个项目建成投用 ， 爱琴海商业综合
体 、 万洋科技城等 46 个项目加快建
设， 产业和人口加速集聚。 城市消费
场景提档升级， 春申里商业街、 寿县
恒太城、 凤台环球港等 “火爆” 开业，
新引进首店 30 余家， 相关部门表示，
下步将按照上级指示， 进一步加快城
市更新进程， 为淮南市的跨越式发展
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张 鹏）

温馨提醒营造平安畅通交通环境
本报讯 为营造平安畅通的交通

环境， 让外来游客、 本地市民更加愉
快、 暖心地享受假期 ， 充分体现城市
管理的温度， 市城市管理局决定在淮
南牛肉汤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期间
（2025 年 3 月 27 日至 3 月 30 日） 和清
明节期间 （2025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6
日） 对城区占用人行道和公共绿地的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违停行为采取张贴

温馨提醒告知单、 教育劝离、 口头警
告、 联合交警部门进行电话或短信通
知等柔性执法方式予以劝导纠正， 免
予处罚。

市城管部门同时提醒 ， 对拒不听
从劝阻、 严重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且
情节恶劣的违法停车行为， 将依法予
以查处。

（本报记者 张 鹏）

排查隐患
守护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本报讯 破旧的广告招牌不仅影
响市容颜值， 还存在坠落伤人的安全
隐患。 近日， 淮南经开区城管执法大
队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 对辖区破损
的门头广告招牌依法进行拆除， 全力
保障群众 “头顶上的安全”。

精心组织， 隐患排查无死角 。 执
法人员对辖区沿街商铺门头招牌地毯
式摸排， 着重强化对交通流量大和人
员密集区域的排查， 全面掌握破损门
头招牌相关信息， 确保整治行动无遗
漏。

温暖执法， 普法宣讲入人心 。 执
法人员坚持教育为先、 整改为主， 与
商铺负责人充分沟通 ， 告知其相关法

律法规及破损门头招牌的危害， 使其
充分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从心底树
立规范经营 、 安全至上理念， 确保户
外广告内容健康、 安全稳固。

规范拆除， 共绘城市新画卷 。 对
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广告牌， 执法人
员及时组织专业人员进行拆除。 拆除
现场， 执法人员拉起警戒线并做好周边
巡查， 全力防止拆除过程中发生意外。

目前， 该大队已拆除存在安全隐
患的广告牌 10 余块。 下一步， 该大队
将继续关注户外广告招牌的设置情况，
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行动， 助力城市
“高颜值” 和 “安全感” 双向提升。

（本报记者 吴 巍）

淮南牛肉汤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志愿者接受岗前培训

本报讯 3 月 26 日晚， 市委社会
工作部组织有关单位对 2025 淮南牛肉
汤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志愿者进行了
岗前培训， 着力提升志愿者的专业素

养与服务能力 ， 为来淮嘉宾和游客提
供高质量的志愿服务 ， 展现淮南热情
好客的良好城市形象。

为保障大会顺利进行 ， 市委社会
工作部联合团市委 、 安徽理工大学团
委等部门 ， 精心选拔招募了 220 名高
素质大学生志愿者 ， 全力做好精准 、
精细、 精致的志愿服务保障 。 根据岗
位需求 ， 志愿者被科学分为交通组 、
会场组、 活动现场组， 提供接站引导、
会场服务、 活动现场秩序维护等服务。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实践”“分类+
综合”的立体化模式，由市委社会工作
部、市农业农村局、团市委、市消防救援
局、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淮南传媒集团
等单位的资深专家联合授课，从淮南文
化 、服务礼仪 、沟通技巧 、火情预警处
置、 紧急情况应对等方面进行培训，帮
助志愿者更好地理解自身角色，提升应
急处置能力和专业服务水平。

据市委社会工作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 ，此次培训以 “零失误 、高质量 ”为

目标 ，全 力 打 造 一 支 “拉 得 出 、顶 得
上 、干得好 ”的志愿服务队伍 ，为擦亮
“淮南牛肉汤 ”金名片 、推动产业高质
量发展贡献志愿服务力量 。志愿者们
表示 ，将以饱满的精神状态 、专业的
服务水平 ，为大会提供 “有温度 、有特
色 、有 品 质 ”的 志 愿 服 务 ，全 面 展 示
“甘甘为淮 ” 志愿服务品牌魅力和城
市文明良好形象。

（本报通讯员 刘 丹
本报记者 朱庆磊）

乡 村 馓 香 赓 续 传 统 味 道
本报记者 刘银昌 本报通讯员 唐家林

“馓子这个传统食品是淮南城乡
居民熟悉和最爱的味蕾， 也是俺们全
家享受幸福生活的主要创收渠道 。 父
亲母亲炸馓子做了几十年 ， 后来又把
技术交给我们弟兄三个。 这些年 ， 家
里建房子， 娶媳妇， 买小车的钱主要
还是依靠这个生意挣来的。” 近日， 凤
台县关店乡集市上， 馓子经营户唐国
书满面笑容地打开馓篓子 ， 喷香的馓
子吸引了三五成群的顾客前来购买品
尝。 他一边干活一边向人们介绍这些
年做馓子生意的经历。

家住凤台县关店乡陈庙村的唐国
书 16 岁就和父母学习做加工馓子生
意， 如今已经整整 50 年了。 他一条扁
担挑着两个馓篓， 卖馓子的吆喝声音
传遍了大街小巷 ， 馓篓子更换了 100

多个。 记者在他的作坊看到 ， 他那一
双 2 尺多长的竹筷子， 由于长时间来
回在油锅里穿梭 ， 已经变成红褐色 。
只见一盆面经过醒面和反复揉搓 ， 然
后被他捋成一个长条盘在面盆里。 他拿
起油桶朝面盆倒了几斤金黄色的豆油，
覆盖了面条， 说再等半个小时左右便可
以炸馓子了。 这边妻子把手洗得干干净
净， 撸起袖子， 把油面条一圈一圈绕
在手掌里， 然后又放在油盆里 。 等油
锅冒出青烟 ， 只见唐国书麻利地用筷
子接过妻子递上的面条， 熟练地用筷子
抖动几下放在油锅里， 瞬间整个作坊香
味浓郁， 一把酥脆的馓子脱油而出。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几乎都吃过
他家的馓子。 细脆可口， 吃在嘴里喷
喷香。 关键他用的都是含面筋粉高的

面粉， 油是当地油坊压榨的豆油 ， 所
以就好吃呀。” 村民李文兰和邻居们等
在作坊门口排队购买新出锅的馓子。

据了解 ， 唐国书经营的馓子除每
天安排在集市上销售外 ， 妻子还用电
动车拉着馓篓深入村庄社区上门送货，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吃到他做的乡村美
味佳肴。 他们老俩口还主动与顾客加
好友， 加微信， 让人们通过这些网络
平台购买他家的馓子。

“家乡的馓子 ， 乡愁的味道 ， 让
我们这些常年外出的务工人员魂牵梦
绕。 我们每年都和他订购几百斤的货，
都夸他做的口感好。” 在广东务工的家
乡人王殿保介绍说。

美好生活是靠奋斗出来的 。 记者
看到他正在搅和的馓子面一盆有 30 多

斤， 加入适量的水后就开始用手掌、 拳
头不断揉搓。 他的手背经过多年用力揣
面， 形成厚厚的老茧， 手指头也比别人
的粗壮， 他的两个肩膀由于年轻时长时
间挑馓挑， 被磨出了明显的肉坨。

“这些年我一直坚持用手工制作
馓子， 也曾经买个机器搅拌面粉 ， 但
是做出来的口味明显没有手工的好吃。
所以， 这个手艺俺不能断了 ， 永远要
流传下去。” 他坚定地说。

“传统食品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潜力股 。 我们加大
扶持力度， 在资金 、 产品销售 、 质量
保障方方面面提供服务， 全力为乡土
产品推广、 激励村民创收、 推进农村
经济稳步发展奠定基础。” 该乡负责人
告诉记者。

关于森林防火禁火的公告
为有效预防和遏制森林火灾发

生，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森林
资源，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
《森林防火条例》 《安徽省森林防火办
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结合我市
实际， 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公告。

一 、 禁火时间 ： 每年 11 月 1 日
至次年 4 月 30 日。

二 、 禁火区域 ： 舜耕山 、 八公
山、 上窑山范围所有林区及距离林地
边缘 1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三、 在禁火期、 禁火区内， 禁止
下列行为：

（一） 严禁吸烟、 野炊、 燃放烟
花爆竹、 燃放孔明灯、 烧火取暖等野
外用火；

（二 ） 严禁烧荒开垦 、 焚烧秸
秆、 烧灰积肥等农事用火；

（三） 严禁烧纸、 烧香、 点烛等
祭祀用火；

（四） 严禁未经批准， 擅自在林
区进行动火作业；

（五） 严禁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
灾的行为。

四、 凡违反本禁令规定的单位和

个人， 构成违法的， 由公安机关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
《森林防火条例 》 和 《安徽省森林防
火办法》 等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构
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
情， 应立即向当地人民政府报告或拨
打森林火灾报警电话 “119”、 “110”。

淮南市林业局
淮南市公安局

淮南市应急管理局
2025 年 3 月 23 日

奋战一季度
3 月 24 日， 大通工业

园内， 中能建建筑集团淮
南至精钢结构分公司职工
加工钢结构产品。 一季度
是全年经济的风向标， 各
企业纷纷开足马力赶订
单、 忙生产。

本报记者 陈 彬 摄

通 告
淮南淮河大桥施工 01 标段因施工建设需要， 决定从 2025 年 4 月 8 日

起至 2025 年 10 月 8 日， 对淮河退建堤路 （彩虹路） 段进行封闭施工。

请过往行人及车辆提前选择周边道路绕行。 施工过程中给您造成的不

便， 敬请谅解！

淮南市路桥开发有限公司

淮南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 年 3 月 24 日

携手开创皖台青年美好未来
本报讯 3 月 27 日下午， 2025 皖

台青年创富交流营座谈交流会在淮南
师范学院举行。

座谈会上， 大家进行了互动交流，
开展了舞龙舞狮非遗体验。

市台办负责同志介绍了淮南经济
社会发展情况 ， 表示淮南始终秉持
“两岸一家亲” 理念， 不断创新交往交
流形式， 成功举办多期淮河文化研习
营、 两岸同胞淮南非遗行、 台湾农企

皖乡行等两岸交流活动 ， 500 余名台
胞走进淮南， 有力促进两岸同胞的沟
通交流， 增进了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
淮南将为台湾青年成长、 成才、 成功
提供施展才华、 实现抱负的舞台， 让
广大台湾青年在淮学习安心、 事业顺
心、 生活舒心， 让更多两岸青年同胞
成为好朋友、 好伙伴， 共享发展机遇，
携手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 刘银昌）

观梨花雪海 赏醉美八公
(上接一版）

游人如织举目看， 春潮涌动八公
山。 抬阁肘阁、 小车灯、 舞龙舞狮等
民俗表演相继登场， 千姿百态、 妙不
可言。 无论是欢快的舞蹈， 还是非遗
传承表演， 都诉说着乡村生活的日新
月异， 展现着新时代农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

农民唱主角， 热在乡村、 乐在群
众。 八公山乡土生土长的农民歌手项

昌泽带来的原创歌曲 《淮河船夫号
子》， 赢得乡亲们的阵阵喝彩。 “能参
加村晚， 非常高兴， 作为农民唱主角，
非常激动！” 项昌泽说。

“村晚是乡村的精神盛宴， 承载
着乡村的记忆 ， 凝聚着乡亲们的情
感。” 寿县文旅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紧紧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以生态立
乡、 文化兴乡、 产业富乡为发展思路，
集聚乡村资源，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