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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实习生 卫萌 记者 俞宝强）

“合肥轨道1号线”这一话题受人关注。昨

日，《市场星报》用了32个版，来对轨道1号

线获批的过程进行权威发布，以及拥有市

长、发改委主任等一些独家专访，很有深

度。特别是《揭秘轨道 1 号线获批前后》

（上、中、下）三个版，用具体的事情解读党

和政府的政策，同时对百姓的需求、释惑也

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无论从内容到形式，

都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下一站，合肥》名字定得很好，十分准

确。图文并茂，可读性很强，做得十分有气

势。特刊将合肥轨道1号线清晰地呈现给

读者，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下一站，合肥》

是一份充满创意策划的特刊，做到了新闻民

生化，用民生的视角去反映城市发展。

用民生的视角去反映城市发展
——省人大代表陈晓波

星报讯（实习生 武剑 记者 徐涛） 昨

日本报热心读者纷纷来电庆祝合肥轨道1

号线正式获批，同时也对本报全方位的报

道表示赞赏。

家住合肥市瑶海区三里街的李德文师

傅今年 45 岁，他几乎每天都看《市场星

报》。昨日本报《合肥轨道1号线获批大型

特刊》一出，他便打进了首个热线电话，“你

们报纸真不错，这么详尽地将轨道交通的

最新情况和信息传递到我们的手中。”

李师傅向记者介绍，他年轻的时候

在外地打工做零活，坐过许多城市的地

铁，每一次他都在想，啥时候也能在老家

坐上地铁？现在好了，这个愿望终于要

实现了。“简直不敢相信，我们这一代居

然也有机会在家门口乘坐地铁，真是感

谢咱们的政府，特别是整整提前将近 3

年获批，真不容易。”

“感谢政府让我们这一代梦想成真”
——市民李德文

星报讯（实习生 武剑 记者 徐涛） 在合

肥做服装生意的黄仕娟，为及时把握政策动

态和商机，她一直以来都有着阅读报纸的习

惯。“前几天看到有媒体刊登了轨道交通线

路的示意图，和我了解的信息不同，真是把

我吓了一大跳，看到你们的报道之后心才算

落下来。按照你们的权威报道信息，我投资

的商铺的确是在未来轨道交通一号线沿线

上。”黄仕娟告诉记者，在合肥轨道建设获批

的消息传出后，各种报道让人眼花缭乱，甚

至还有错误报道。“对于投资者来说非常需

要你们这样具有权威性的报道。”

“从你们的报道里我们也看到另一面，

就是咱们政府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协作，的

确让我感动。从他们责任心上来看，我觉

得咱们合肥的发展还会更快速，而这也就

意味着我们的经营环境会更好，我们对此

充满信心！”

“客观权威报道帮我把握商机”
——服装店主黄仕娟

本报昨日《下一站，合肥》特刊引发社会各界好评

彰显合肥美丽速度的精彩策划

星报讯（实习生 卫萌 记者 俞宝强）任

何热点新闻不创意、不策划，就会一般化。

如果将主题、讲述、大事、面孔、声音放在一

个整体中充分展示，就是一种很好的创意。

合肥本周最“火爆”的新闻就是合肥轨道1

号线获批，《下一站，合肥》的“超前”策划，权

威报道了这一大新闻。

昨日《市场星报》的《下一站，合肥》大型

特刊，仅从操作上看，做法很简单，很传统。

但由于其他媒体没想到，星报的运作就成了

独家，32个版的强劲推出，稿件又具有一定

可读性。

合肥轨道1号线获批，对合肥而言却极

不平凡，经历了基础差、底子薄、困难多的艰

难起步，合肥40年来的发展日新月异。《下一

站，合肥》特刊回顾了中国40年来的轨道交

通发展足迹，把40年来各地轨道交通的发展

一一呈现。容量很大，浓缩了祖国40年的发

展史，浓缩了合肥的发展进程；构思很耐人寻

味，通过回顾，记录了合肥这座城市发展的每

一步。它追寻历史，集结现在，展示发展，呈

现新貌，值得一看，值得收藏。

策划、构思耐人寻味
——省人大代表桑士群

《下一站，合肥》特刊，选择在合肥轨道

交通一号线刚刚获批之际隆重推出，意义非

凡。这是一次彰显合肥美丽速度的精彩策

划，这是一组宣扬庐州浪漫旅程的动人报

道。愿《市场星报》以这次宣传为新起点，推

出更多记载省城历史变迁的经典之作。

这是一次彰显合肥美丽速度的精彩策划
——合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家余

昨日，本报推出《合肥轨道1号线获批大型特刊

之〈下一站，合肥〉》，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无论

是人大代表还是普通民众，大家在欣喜于合肥获批

轨道交通的同时，对本报的及时、权威解读表示极

大赞赏。

中央媒体看安徽用生命担当责任
追记在抗洪抢险中献身的望江县佩山村原党总支书记吴勇祥

据新华社7月23日电（王圣志） 7月

18日上午，安徽省望江县数百名干群自发

来到县殡仪馆，挥泪送别在抗洪中献身的

佩山村原党总支书记吴勇祥。“老书记为保

护我们而死的”，“他跟我们最贴心”，面对

吴勇祥的遗像，村民们悲痛不已。

他倒在抗洪抢险第一线

7月8日，受强降雨天气和上游麻塘湖

泄洪影响，望江县泥塘沟水位全线暴涨，威

胁着沿线近10万人和数万亩农作物的安

全。其中佩山村境内的红岭联圩水位高

涨，形势十分危急。 当晚，吴勇祥与村干部

们一起冒雨到大堤查看汛情。他忧心忡忡

地说：“今年千万不能像1999年那样破了

堤，一定要把大坝保住！”年过六旬的吴勇

祥中等个头，身材清瘦，头发稀疏，两鬓斑

白，眼角布满一道道鱼尾纹。

9日凌晨，暴雨仍下个不停。吴勇祥喊

醒三名组干部，一起到红岭联圩堤查险。

此时，洪水已经逼近坝顶，当他们巡查到查

湖圩查湾段一涵洞时，发现涵洞堵塞不牢，

河水正在向外渗漏，周围的堤坝已出现塌

方的迹象。他们立即堵漏除险。年过六旬

的吴勇祥像一个年轻的壮劳力一样，不停

地铲土、装袋、堵口、观察……

3个多小时后，险情逐步得到控制。吴

勇祥顾不得直起腰擦把汗，就拿着手电筒

在坝顶斜着身子探寻涵洞堵漏效果，忽然

脚底一滑，一个趔趄，摔到下面的水泥涵洞

上，当时就昏了过去。医生诊断为特重型

颅脑损伤。7月15日上午，这名老党员永远

离开了他挚爱的这片土地。

“乡亲们信任我，我就要干好”

吴勇祥17岁开始担任生产队长，38岁

担任原红岭村党支部书记，2004年红岭村

和其他三个村合并成佩山村，他又当选佩

山村党总支书记。村民们亲切地称他为

“老书记”。 记者在采访中，村民们向记者

历数这些年老书记办过的一件件实事。

佩山村红岭片有一个500多亩的林场，

以前集体经营没什么效益，老书记经村民

代表大会讨论研究，将其中近300亩的林地

实行对外发包经营，为村里收回承包费70

多万元；吴勇祥给村委会立个规矩，每年他

和村委会主任都要完成一项“书记”、“村

长”民生工程。从1999年起，吴勇祥带领村

民，陆续扩建了村里的近30口当家塘，村民

们再也不用担心灌溉水；以前红岭小学在

一家工厂旁，机器嘈杂，校舍也很紧张，影

响孩子们学习。吴勇祥决定对学校搬迁扩

建。他多方筹措资金，建学校时自己义务

当工人，新学校终于在1990年6月1日竣工

了。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吴勇祥曾先后获

得县“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称号。

吴勇祥小儿子有听力障碍，妻子患有

脑瘤，家里十分贫困。 吴勇祥的妻子王张

云说：“这些年，抗洪抢险，他总是第一个跳

下水去堵漏洞，建校修路自己带头干，村民

发生矛盾，三更半夜都来找他。我看他很

辛苦，也挣不到多少钱，多次劝他别拼命干

了，可他说：这不是钱不钱的事，乡亲们信

任我，我就要干好。”

他把村民当做自己的亲人

1996 年夏天，红岭联圩发生严重内

涝，一千多亩棉花和水稻泡在水中。由于

连续工作，排灌站里的电泵发生故障。时

任红岭村党支部书记的吴勇祥一大早就

带着弟弟吴映长前来抢修。上午9时，家

人匆忙赶来报信，父亲病危。为了减轻农

作物灾情，他坚决接着抢修。8个多小时

后故障排除了，当他们跑回家时，父亲已

经与世长辞了。

63岁的吴佑成因患骨髓炎腿部留下残

疾，吴勇祥经常帮助他家干农活。“有一年冬

天，我家的两头猪掉进了半人多深的粪坑

里，老书记赶来后，二话没说，套上一层雨衣

就跳进了恶臭的粪坑里，把两头猪抱了出

来。”提到此事，吴佑成至今非常感动。

“他就是这样一个朴实憨厚的人，他把村

民看得像亲人，村民们才把他看得很重。”佩山

村蹲点干部、高士镇党委副书记刘秀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