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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干——提高路口通行效率30%

陈之干，男，汉族，40岁，中共党

员，大专学历，现任合肥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庐阳大队四中队中队长。

陈之干提出了对寿春路、蒙

城路、阜阳路的信号灯进行重新

配时实现“绿波”通行和在路中央

设立柔性反光锥的方式提高通行

效率的建议并被采纳，使得路口

通行效率提高了30%。

陈之干同志 2004、2010 年 2

次被荣记个人三等功，2008年被

荣记个人二等功，2009年被评为

安徽省优秀青年卫士，2011年被

支队评为优秀共产党员，6 次受

到市公安局或支队嘉奖。吴辉，男，汉族，34 岁，中共

党员，大学学历，1999 年参加公

安交警工作，现任阜阳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机动车驾驶员考试中

心民警。

他曾经从事过五年的事故处

理工作，公正处理经手的近千起

事故，从未因违规错案受过投诉；

在车管工作中，检验超过上千辆

机动车，查获退办过多辆盗抢嫌

疑车和不合格机动车；在近年驾

驶人考试中，他创新考试工作方

法，组织监考过八万多名考生基

本未受到过投诉。

吴辉同志先后获得全省优秀

人民警察、全省十佳交警工作法、

首届阜阳为民服务十佳民警和

省、市交警业务标兵等荣誉，2011

年被荣记个人三等功。

吴辉——处理千起事故无投诉

余胜，男，汉族，38 岁，中共

党员，大专学历，1997年参加公安

交警工作，现任芜湖市公安局交

警支队鸠江大队副大队长。

针对城乡结合部和政务中心

的双重压力，大胆地推出了“定人

员、定路段、定时间、定任务、定责

任”的“五定勤务机制”，实行了

“以人定岗、以岗定责、逐级负责、

责任追究”的工作思路。

余胜同志2006年被荣记个

人三等功，2010年被评为市世博

安保先进个人，2012年被评为芜

湖市首届十佳交通民警，荣记个

人三等功，2次受到上级嘉奖。

余胜——以人为本，善待百姓

杨皖生，男，汉族，42 岁，中

共党员，大学学历，1989年参加公

安交警工作，现任蚌埠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二大队一中队中队长。

多年来，他所在中队队伍中

无一例因执法不当、业务不精而

造成的工作失职、失误事件。杨

皖生工作中勤于思考，勇于创

新，逐步摸索出一套“勤走、勤

查、勤纠、勤指挥”的工作方法，

提出“勤务跟着秩序走”的科学

理念，实践证明，这种新的管理

模式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能，推

动了基层队伍正规化建设迈上

健康发展的轨道。

杨皖生同志 2009 年被荣记

个人三等功，2010年被评为市执

法标兵，2011年被评为全省十佳

执法之星。

杨皖生——再苦再累都第一个去做

全省十佳交警评选，候选人隆重登场

这些好交警，你更爱谁？
由本报全程协办的第二届“全省十佳人民满意交通民警”评选表彰活

动正在火热进行中，本报今天继续刊登候选人相关事迹，请广大读者为心

中的十佳交警投出宝贵一票。

投票环节将从6月11日开始，至6月25日结束。广大群众可通过安徽

交通信息服务网进行投票。同时，市民可通过电话0551-2801571对本次活

动进行全程监督。最终，按照组织推荐、网络投票和推介评议会等情况，评

选10名第二届“全省十佳人民满意交通民警”。 记者 王涛 整理

为文化强省贡献“星”能量
采访对象：温跃渊

职务：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温跃渊是一位老新闻、文学工作者，也是我省报告文学学会的会长和作家，创办过《文艺

作品》杂志，创办过《时代文化报》并任总编辑，著有多篇报告文学，如《小岗纪事》等。温跃渊

说自己和星报很有缘，从星报创刊伊始他就关注星报，是星报的老朋友、老读者，而且自己的

家人也曾在星报工作过，对星报的感情相当深厚。在温跃渊的工作室，他感叹地对记者说，

“《市场星报》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啊！而且现在办得也很有自己的特色。” 记者 宋娟 倪路

采访当日，记者注意到，在温跃渊的工

作台上放着一份当天的《市场星报》，他拿着

报纸告诉记者，每天早晨，《市场星报》送到

后，他都会从头到尾认真阅读一遍，他也很喜

欢这份报纸，特别是喜欢里面的文艺副刊。

说起自己与星报的渊源，温跃渊说他

和星报结缘于星报刚刚创办，自己和星报

的创刊人之一刘济民是好朋友。星报最

初的办公地址在安徽大剧院附近。租用

一栋小楼的几间房，十几个人。回忆起过

去的岁月，温老感慨良多，他说，自己虽然

不是“星报人”，但“星报人”的努力他却一

直看在眼里。在刚刚办报时，想得到一个

全国性的刊号十分不易，为此，星报的前

辈们可费了不少力。

“星报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真的十分艰

难，一路走来，与报社人员的努力是分不

开的，我看着星报走了20年，1999年由行

业报转型为都市报是一个华丽的转身。

如今，更好了。”

过去：
星报二十年的成长都看在眼里

说起星报的历史，温跃渊娓娓道来，

2010年，《安徽市场报》划转到安徽出版集

团，并在 2010 年 5月更名改版为《市场星

报》，在传承“心系市场、情牵市民”的办报

理念基础上优化升级，以“办最有价值的都

市报”为宗旨。星报还提出了“知天下，赢

财富，懂生活”的口号，为读者提供重大时

政新闻，财经和民生报道及文娱报道，这些

都十分吸引他，他认为星报服务了不同的

读者，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大餐”享受。

“改版后，这份报纸有了很大的变化，

板块分明、版式内容也比以前有了改观，

我知道这也离不开安徽出版集团这个强

大的后盾。在这里，作为一个办副刊的老

报人，我对星报有一个建议，就是希望继

续加强文艺副刊的分量。”

改版：
为读者提供“大餐”享受

现在：
《品读》有特色，加强副刊吸引读者

温跃渊认为，目前，星报的《品读》专刊每周一

次，每次一个选题，已经做到“有自己的特色”，希望

能继续走下去。“星报的副刊如能继续加强，就可吸

引更多的读者。现在的新闻报道都是大同小异，如

果能在副刊上‘用心思，做文章’，将能吸引来更大

一批读者。纵观全国的都市报，文艺副刊都是不可

或缺的一道‘主菜’。一张都市报如果没有一个有

特色的文艺副刊，就会缺少一些文化韵味，会少了

一些作者，更可能会少一些读者。记得当年，星报

也请过鲁彦周为报社的副刊栏目题过词，叫‘都市

漫笔’，这个栏目曾吸引过多位文学大家投稿，那是

别的报纸无法超越的”。

“市场星报改版以后，为安徽的经济腾飞做出

了很大贡献。”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文化改

革发展的新号角，安徽省第九次党代会也提出了

“打造充满活力的文化强省”的奋斗目标。“希望星

报，特别是星报的文艺副刊，能为建设文化强省做

出自己的努力，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旺盛的

精神文化需求。”

未来：
为文化强省做出自己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