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 1月 6日，安徽省首个大型

风力发电新能源项目——220 千伏来

安风电场一期工程运行投产，实现我

省风力发电零的突破。该风电场分五

期建设，全部建成后年上网电量 4亿多

度，每年可为国家节约标准煤 10 多万

吨，同时也可减少多种有害气体和废

气排放。该项目由中国国电安徽龙源

风电公司投资建设，是央企与安徽省

对接的重点引资项目，投资总额近 20
亿元。

记者日前从市发改委获悉，在全

国各地贯彻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理念

的宏观经济大环境下，我市风力发电

发展也驶入“快车道”。“十三五”以来，

来安县加快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目

前已累计建成风电场 8 个，装机约 40
万 千 瓦 ，占 全 市 装 机 的 三 分 之 一 。

2010 年以来，我市已累计建成风电场

25 个，装机约 120 万千瓦，年可发电约

23 亿度，相当于年可节约标煤约 72 万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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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风电场发出首度皖产风电

（本版稿件由全媒体记者李志情、徐 浩整理）

2008 年 11 月 9 日晚上，为纪念改

革开放 30 周年，由文化部、农业部、安

徽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农民歌

会在我市成功举办。

那天晚上的滁州市人民广场灯

光绚丽多彩，欢歌笑语不断，首届农

歌 会 开 幕 式 大 型 文 艺 演 出《在 希 望

的 田 野 上》在 阵 阵 灿 烂 炫 目 的 烟 火

中拉开大幕。来自全国 15 个 省 份 、

34 个 民 族 的 两 千 名 演 员 和 多 位 知

名歌手同台“放歌”，真情歌颂改革

开 放 、歌 颂 美 好 家 园 、歌 颂 和 谐 新

农村。

此 后 ，在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2015 年、2017 年和 2018 年，中国农

民歌会又先后 6 次在我市举办。2019
年，为了向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礼，中

国农民歌会滁州市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演唱会在滁州市体育馆唱响。历

经十余载，农歌会已是安徽省保留的

三个重大节庆活动项目之一，成为发

源滁州、立足安徽、面向全国、专门为

全国亿万农民打造的国家级公共文化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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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农民歌会盛大开幕

“市花”“市树”是城市形象的重要

标志和名片，是人文特色的浓缩和象

征，是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重要

体现。为提升滁州城市品位，优化城

市生态环境，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

2005年安徽省第四届花卉博览会在滁

举办期间，本刊联合市绿化委、市林业

局发出倡议，开展“市花、市树”评选。

经市民投票，滁菊、琅琊榆高票夺冠。

2012 年 10 月，我市开展“市树、市

花”评选活动。经过社会投票、专家评

选，琅琊榆、滁菊这两种最能代表滁州

地方特色的树、花当之无愧成为了滁

州人的“市树、市花”。2013 年 8 月 24
日，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批准，琅琊榆、滁菊被定为滁州

市“市树、市花”。

琅琊榆是落叶乔木，树干通直、树

形高大，是琅琊山的特有树种，象征着

滁州人民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

风貌；滁菊金心玉瓣，花容大气妍美，

寓意富贵吉祥，在滁州普遍种植，也是

滁州独有的一个品种，烘托出经济社

会各项事业的红火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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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菊琅琊榆当选“市花”“市树”

2010 年 1 月，《皖江城市带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国家批准，滁州

产业组团亮相其中。

《规划》设定了具体的开发区域，

包括铜(陵)池(州)产业组团、宣城产业

组团、滁州产业组团、芜(湖)马(鞍山)巢
(湖)产业集聚区、合肥产业集聚区、安

庆产业集聚区。同时，国家在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规划、布局及

项目审批、核准等方面，给予皖江城市

带优先支持。在家电生产基地建设上

则提出加快合肥、芜湖、滁州等家电产

业基地建设。

我市作为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的重要一翼，“十三五”以来，

贯彻实施《规划》（修订），着力先行先

试，坚持创新发展，打好金字招牌，奋

力承接转移，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稳中向好，增速稳中有进、结构稳中趋

优、效益稳中提质。主要指标增速高

于全省、总量位于前列，“十三五”前四

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2%，高于

全省 1个百分点，经济总量达 2909.1亿

元，提升至全省第 3位。

2010
皖江城市带示范区规划获批

2009年11月6日，凤阳县小岗村的

村民们沉浸在深深悲痛中。与他们朝夕

相处、同舟共济的村党委第一书记沈浩

永远停止了呼吸，年仅45岁。作为农村

基层带头人的他用生命诠释了一个共产

党员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2004 年 2 月，安徽省财政厅副处

级干部沈浩，作为全省优秀年轻党员

干部被选派到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

沈浩刚到小岗村时，小岗很穷、很乱。

2003 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 2000 元，村

集体欠债 3 万元，人心涣散。之后，在

沈浩的带领下，小岗村的发展道路愈

发 清 晰 ，小 岗 人 的 奋 斗 热 情 愈 发 高

涨。到 2008 年，小岗村农民人均收入

达到 6600 元，比当时全省人均水平高

出 39％。为了留住这位好书记，小岗

村民三次摁下红手印挽留沈浩。每一

次，沈浩都选择了留下。

转眼已过去 11年，如今，沈浩长眠

于小岗村的陵园内；沈浩纪念馆里陈

列着其生前所用物品——堆满书籍的

桌柜、简陋的床铺……好像他从未离

开一样。沈浩精神已成为一面高高飘

扬的旗帜，在皖东大地上不断发扬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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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岗村的好书记沈浩逝世

亭是一种开敞的小型建筑物，是

一种形式最多样，造型最富变化，分布

最为广泛，风格最为灵活的古建筑类

型。为了展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风

采，2004年 11月 6日，国家邮政局发行

了一套名为《中国名亭（一）》的特种邮

票，以欧阳修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名

扬天下的醉翁亭荣登方寸。这是我市

地方题材首次登上国家邮票，成为国

家名片。

《中国名亭（一）》特种邮票全套 4
枚，面值皆为 80 分。设计者采用不同

视角，描绘了爱晚亭、琵琶亭、兰亭、醉

翁亭的自然风貌，捕捉住并强化了它

们在文学和建筑艺术上的“优雅、古

朴、潇洒、诗意”之魂。在画面主体与

背景关系的处理上，则突出了爱晚亭

与峡谷枫叶、琵琶亭与大江苍茫、兰亭

与茂林修竹、醉翁亭与环滁皆山的特

点，营造出了一种人文与自然和谐的

意境。

醉翁亭是我省继黄山、芜湖长江

大桥、西递宏村之后又一地方题材登

上国家邮票。

2004
醉翁亭荣登“中国名亭”特种邮票

为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广大人民群

众的联系，方便市民和行政管理相对人

对政府工作的知情、参与和监督，促进政府

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自2007
年起，我市全面推行新闻发布会制度。

新闻发布的范围包括，市委、市政

府重要决定、重大决策部署、重要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内容，经济、社会、文化

等发展情况，政府重点工作、重点建设

项目进展情况，涉及全局的重大问题、

重要活动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及重

大突发性事件等。

根据“新闻发布会应统一归口管

理”原则，市直及各县（市、区）有关

部门、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举办新

闻 发 布 会 ，必 须 经 过 市 政 府 新 闻 办

公 室 统 一 组 织 对 外 发 布 ，涉 及 单 位

需 提 前 一 周 向 市 政 府 新 闻 办 申 请 ，

并 做 好 舆 论 搜 集 、内 容 准 备 以 及 效

果反馈工作。

新闻发言人代表本地区、本部门、本

系统，做好日常新闻发布和媒体对接。

其他任何人未经授权，不得以单位名义

或公职身份擅自发布政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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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面推行新闻发布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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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见证

2006
凤阳花鼓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

2006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公布第

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

市选送申报的凤阳花鼓名列曲艺类项

目，编号Ⅴ-36，与全国 518 个项目共

同入选。

凤阳花鼓又称“花鼓”、“打花鼓”、

“花鼓小锣”、“双条鼓”等，是一种集

歌、舞、演奏为一体的民间表演艺术。

她起源于明代，是根植于凤阳民间的

古老戏曲艺术瑰宝，有凤阳“一绝”和

“东方芭蕾”之美誉。

凤阳花鼓以曲艺形态的说唱表演

最为重要和突出，由一人或二人自击

小鼓和小锣伴奏，边舞边歌，代表曲目

有《凤阳歌》、《鲜花调》、《王三姐赶

集》、《秧歌调》等。

凤阳花鼓丰富的艺术元素催化和

影响了一批艺术品种，除戏曲外，音

乐、美术等艺术门类中都出现过凤阳

花鼓的元素。

为传承和发展凤阳花鼓艺术，市

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

大、中、小学及社区均建立了凤阳花鼓

传习基地，为凤阳花鼓培养了大批的

艺术人才。

因为凤阳花鼓的艺术影响，凤阳

县被原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命名

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中国

曲艺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