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人大代表方书莲：
设高速出口
帮潜山黄柏革命老区脱贫

方书莲是来自潜山野寨中学的一名老师，
与往年更多是关注教育不同的是，她这次带来
的议案是跟家乡潜山密切相关。

据方书莲介绍，潜山黄柏革命老区位于大
别山南麓，与岳西、桐城、舒城三县交界，现有
三镇一乡，总人口 11.9 万人，占全县人口的五
分之一。44 个行政村 70%是贫困村，交通不
便，仅有一条209省道，区内道路等级低，严重
制约了经济发展。

“潜山县政府把黄柏革命老区规划为生态
功能区，旅游业将成为老区人民增收的主要渠
道，交通是发展旅游的必要条件，所以我认为，
岳武高速东延线在黄柏老区设立出口的意义
重大。”方书莲解释说，修建高速公路是对革命
老区最好、最快的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最有效的方式。黄柏革命老区是潜山县
的北大门，是安庆地区连接六安地区以及省会
的重要节点，修建高速公路能起到连通东西、
贯穿南北的作用，并辐射到岳西、桐城、舒城，
惠及周边20多个乡镇，实现资源共享。此外，
岳武高速东延线途经黄柏镇，在黄柏革命老区
设立出口，有利于提升天柱山后山等主要景区
的通达能力，推动实施“全城旅游”战略。

星级记者 刘海泉

马鞍山始终坚持共建共享理念，把创建公共
文化服务示范区的过程变为群众共享文化服务的
过程，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让人
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1989年起，马鞍山市于每年重阳节前后，举办
马鞍山中国李白诗歌节，至今已连续举办 27 届。
历年诗歌节，许多活动的设计与安排，都着重体现
贴近群众、服务群众、文化惠民、共享快乐的理念。

“李白与采石矶”专家研讨会、全国诗人代表
祭拜李白活动、诗仙寻踪之旅、“诗心/禅境”当代
名家书画邀请展、诗歌朗诵音乐会、全市中小学生
诗歌创作大赛……诗歌节期间，马鞍山市各县区
纷纷组织大量的群众文化活动，让更多的群众能
够参与诗歌节、共享诗歌节，充分体现诗歌节的群
众性，力求惠及城乡群众。

除了诗歌节，“江南之花”群众艺术节也是马

鞍山乃至省内外知名的大型群众性文化活动，一
年一个主题，一年一种形式，经常是“千人同唱一
首歌，万人同和一支曲”。如今，“江南之花”历经
30年持续绽放，被文化部授予社会文化政府最高
奖——“群星奖”。

从2014年起，马鞍山还连续举办两届文化惠
民消费季，采取商家优惠、财政补贴、市民享受优
惠的模式，引导市民走进剧场，享受文化大餐，感
受艺术魅力。

此外，马鞍山市结合当地实际，在满足群众基
本文化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如何形成网络健
全、结构合理、发展均衡、运行有效、惠及全民的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广覆
盖、高效能，不断加大公共文化投入，加强基层设施
网络建设，形成了一批行之有效、具有推广价值的
制度设计成果，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有力保障。

马鞍山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

打造“15分钟文化服务圈”
□ 星级记者 俞宝强

2011年6月，马鞍山成为首批28个“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创建城市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入选城市。
该市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文化事业发展，历经两年的创建，
2013年通过验收。目前，该市已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以大型文化设施为点，以城市广场、游
园为线，打造15分钟路程为半径的现代化城市公共文化服
务圈，正朝着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的方向努力迈进。

在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方面，马鞍山以市图书馆、博物
馆、大剧院、文化馆为核心，以市科技馆、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体育中心（会展中心）和谋划中的市美术馆、烟墩山遗
址公园等公共文化设施为骨干，以城市文化广场与游园（十字

路口不建高楼，只建文化广场）为补充，带动市区公共文化设
施完善提升，逐步形成以大型文化设施为点，以城市广场、游
园为线，打造15分钟路程为半径的现代化城市公共文化服务
圈，满足群众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在推进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上，马鞍山以市图书馆数字化
系统为龙头，以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支撑，加快实施数字博
物馆、数字文化馆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数字化网络布局，将
数字服务延伸到乡镇、街道，使人民群众能够零距离共享数
字文化建设成果。

此外，马鞍山持续推广市图书馆 24 小时自助图书借还
运行模式，在中心社区、特色街道先行试点，配备 24 小时自
助图书借还设备，让群众借书还书就像到银行自助取款机上
取款一样方便，不用考虑图书馆的开闭馆时间。

住在市区的居民看书越来越方便，农村的居民看书也不
愁。马鞍山农家书屋工程于 2007 年启动，如今已实现所有
行政村全覆盖，为广大农民提供了充电和休闲的好去处。

自马鞍山市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以来，全
市 7 个公共图书馆、7 个文化馆、32 个文化站和 4
个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所有免费开放的公共文
化场馆实现了规章制度健全、服务内容明确、保障
机制完善。

据马鞍山市博物馆副馆长齐凤介绍，该市博
物馆建成以来，除每周一闭馆外，一直免费对外开
放，每年开放日在310天以上。目前，市博物馆主
要陈列介绍马鞍山历史文化的展品，在国际博物
馆日、文化遗产日、儿童节等节日，还会举办一些

特色展览，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博物馆。据统计，每
年市博物馆接待参观群众都在40万人次以上。

不仅是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这类“传统”
文化场馆越来越受市民追捧，开馆不久的市数字
文化馆也是人气爆棚。在数字文化馆，市民可以
通过先进的双屏互动技术欣赏、临摹名家书法，
临摹后的字还可以保存并通过微信分享；也可以
把自己带入影片或经典戏曲中，替代原来影片中
的人物进行对话、演唱、表演，着实让市民体验
了一把“互联网+”公共文化的魅力。A 完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

打造“15分钟文化服务圈”

B 免费开放公共文化场馆
让更多市民走进艺术殿堂

C 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
“文化民生”大戏连台

铜陵市长倪玉平为枞阳发展献计：
沿江泵站改造提升急需1.22亿

今年的两会，对于来自枞阳的省人大代表来说，
意义非凡，这是他们首次作为铜陵代表团的代表参加
省两会，枞阳的未来发展也成为铜陵自己的事情。这
不，铜陵市市长倪玉平就以实际行动支持枞阳发展，
所提的三个建议案，其中一个就是关于枞阳沿江泵站
改造的问题。

“目前，枞阳沿江地区南面防洪屏障枞阳江堤已经
实施了除险加固工程，但区域内防洪除涝标准并未提
升，为此，急需实施沿江泵站增容改造提升工程，以提高
域内防洪除涝能力。”两会期间，身为铜陵市代表团副团
长的倪玉平提请省政府支持沙池、永登和永登二级站等
对江排涝站扩建工程，提高沿江地区排洪排涝能力，建议
省政府将沙池对江排涝站扩建工程、永登站扩建工程、永
登二级站扩建工程纳入2016年沿江泵站改造计划，拟投
资分别为5000万元、2800万元、2500万元。此外，还提
请省政府支持湖东新站、铁铜站改造提升工程，提高区域
内排洪排涝能力，建议省政府将湖东新站改造提升工程
和铁铜下站拆除重建工程纳入2016年沿江泵站改造计
划，拟投资1200万元、7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年前的铜陵市两会上，倪玉平
特地来到枞阳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听取代表建议和意见。并提出枞阳县要以区划
调整为契机，牢牢把握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理
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方式，勇于争先进位，早日重返全
省发展“十强县”。

省人大代表杨军:
将省属企业办的高职院校
纳入省级财政

身为铜陵有色集团董事长的杨军,在此次两
会上带来了两个建议,其中一个既与企业有关,也
关乎教育。

据杨军介绍,我省现有省属企业举办高职
院校四所，现有高职在校学生约25000人。

杨军认为,省属企业在全省职教资源极其
紧缺的情况下，投入巨资建设高职院校，又投入
大量资金、人力资源保障所办高职院校正常运
营非常不易。省属企业面临转型升级压力，且
部分省属企业生产经营十分困难，已无力按照
标准保障所举办高职院校生均经费需求。

“目前，省属企业举办的高职院校生源几乎
全部来自安徽，毕业生主要服务安徽经济社会
发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
定》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但安徽省的生均经
费拨款政策并未覆盖省属企业举办的高职院
校。”为此,杨军建议省政府参照山东等省份的
做法，将省属企业举办的高职院校纳入省级财
政保障范围，从根本上解决此类行业特色鲜明、
校企天然融合的高职院校可持续发展问题，体
现对此类院校受教育者以及教育者的公平，既
能更好地为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
人才，也有利于减轻省属企业办社会负担，持续
推进和深化国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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