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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何珂）3 月 21 日，记

者 从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合 肥 中 心 支 行 获

悉，截至 2 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贷

款余额 7.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73%，

增速位列全国第一，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 5.16 个百分点；当月增加贷款 828.82

亿元，增量列全国第七。

数据体现了安徽金融服务经济发

展的质量和效率不断提升。“安徽省人

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速连续三个月全

国第一。”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有关

负责人介绍，分结构看，企业部门仍为

贷 款 主 力 ，中 长 期 贷 款 同 比 多 增 明

显。2 月份，市场对经济复苏的预期较

为稳固，叠加春节后的集中返工及需

求 后 移 ，导 致 企 业 部 门 贷 款 增 长 强

劲 。 当 月 我 省 企 事 业 单 位 贷 款 增 加

717.53 亿 元 ，占 各 项 贷 款 月 增 量 的

87%；中长期贷款增加 458.52 亿元，同

比多增 244.02亿元。

信贷总量明显增长，信贷结构也在

不断优化，金融机构对重点领域的中长

期贷款的力度不断加大。2月末安徽省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3836.0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达 66.77% ，当 月 增 加

111.19 亿元。企业获得的长期资金较

多，能更好地稳定企业的信心。中长期

贷款增多有利于经济恢复和进一步增

长。企业中长期贷款增长明显，显示出

企业经营活力和信心不断增强。

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基建对工业

生产形成支撑。今年前 2 个月，安徽省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 480 亿元，规模较去

年同期小幅增加，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占比 82%，资金注入建设项目助力经济

回升。2 月末安徽省基建行业贷款余

额为 12423.16 亿元，同比增长 21.53%。

此外，我省各金融机构积极推进信用

村建设试点工作，并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整村授信”，将各行政村打造成“信

用 共 同 体 ”，创 新 信 用 户 信 贷 操 作 流

程，确保每个信用户“随用随贷”。2 月

末，我省涉农贷款余额 23545.96 亿元，

同比增长 22.22%。

建设项目资金归集、专项债和社

保基金资金沉淀等因素带动当月各项

存款增长。数据显示，2 月末，安徽省

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 79455.10 亿元，同

比增长 14.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72

个百分点，列全国第八。

我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突破7万亿元
增速连续三个月全国第一

3 月 22 日，位于泾县境内的

陈村水库在为下游补充生态用

水。开春以来，皖南地区持续

干旱少雨。大唐安徽发电有限

公司陈村水力发电分公司通过

发 电 方 式 提 供 抗 旱 用 水 近 1.7

亿立方米，保障水库下游 70 余

万亩农田灌溉和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用水。

本报记者 李 博 本报通
讯员 王 晶 摄

一江春水润万田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近日，由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文 学 研 究 所 和 安 徽 出

版集团联合主办的《新修增订注释全

唐诗》新书发布暨出版座谈会在北京

召开。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为 2011—

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国

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由

黄 山 书 社 出 版 ，共 分 5 册 ，1800 多 万

字。此次修订吸收了当代唐诗研究的

最新成果，新增注释 1 万余条，对 2000

多位作者小传和注释作了补充和订正，

展现了《全唐诗》整理注释的新面貌。

黄山书社“十年磨一剑”，经过多轮校

对、反复打磨，历时 10 余载终成《全唐

诗》最权威的全注本。

唐诗上承汉魏之风与齐梁英华，下

开两宋之派别及明清之波澜，不仅是我

国诗史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化的大观，

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新修增订

注释全唐诗》的出版问世，将极大地推

动唐诗研究的发展，对唐诗的普及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传承和创新中华文

化具有重大的基础性建设意义。

《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出版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日前，怀远县举办第一中学一级教

师宋文武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来自教

育一线的 6 位讲述人用质朴的语言讲述

这位同行的生前事迹，不同角度、不同侧

面的人物画像，深深打动了在场观众。

“讲台之上，宋老师传道授业引领

学生健康成长；讲台之下，他撸起袖子

捐献热血点亮生命之光，以身示范，将

奉 献 社 会 的 种 子 播 撒 到 学 生 们 的 心

田。”怀远县褚集镇赵庄小学校长赵军

说，“宋老师虽然离开了，但他的大爱精

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宋 文 武 生 前 是 怀 远 一 中 语 文 教

师。从教 23 载，他把青春、激情献给党

的教育事业，把爱心、真诚献给学生，以

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人民

教师的使命。今年 1 月 19 日，宋文武因

脑溢血抢救无效离世，年仅 48岁。

“宋老师就像一座灯塔，指引我们

前进的航向。”怀远县廖巷中学教师许

锐曾经是宋文武的学生。在许锐的印

象中，宋老师教学不局限于书本知识，

更注重传导做人做事理念。对于一些

写字潦草的学生，他常说：“写字，一笔

一画要清楚。人的一言一行，正如字的

一笔一画。要想写好字，就要安排好笔

画的位置；要想做好人，就要慎重言行

的方式。”

阅读和作文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

点，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宋文武大胆

采用播放相关影视作品、编办校报等方

式，引导学生主动谈观感、练写作，在潜

移默化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了写作水平和语文成绩，一些学生的文

章还见诸各类文学刊物，不少学生考取

了北大、浙大等高校。宋文武本人亦笔

耕不辍，生前共创作散文、小说和诗歌

等共计 75 万余字，曾获评安徽省教育新

闻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出生于怀远县淝河边的宋文武，在

成长路上得到不少好心人帮助。工作

后有了经济来源，深藏在他心底的那颗

爱的种子开始“破土”。一次中午放学

后，一位学生来到教师休息室，支支吾

吾说自己没钱吃饭，宋文武毫不犹豫拿

出饭卡塞进学生手里；还有一次，偶然

间得知一位单亲家庭的学生生活困难，

宋文武就经常找这位学生谈心，坚持提

供经济帮助，直到学生顺利考取大学。

这些热心助学的事情，知道的人并

不多，宋文武的妻子徐进芳也是在整理

遗物时才从学生发表的作品中知晓这些

秘密。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一沓厚厚的

献血证。原来，自 2002 年开始，宋文武

一直坚持无偿献血，累计 13200 毫升，多

次获得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在宋文武

的感染下，200多名学生也加入志愿献血

的队伍，用爱为他人生命续航。

“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好老师，怎

么突然就走了？”得知宋文武去世的消

息，天南海北的学生纷纷赶来吊唁，追

悼会当天现场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丧

礼花圈不计其数。

“20 多 年 来 ，从 没 见 过 这 么 多 花

圈。这位宋老师，一定是个好人。”当地

一位丧葬从业者说。

“作为一名基层教师，宋文武坚持

立德树人，用甘愿奉献的初心点亮了无

数孩子的‘希望之光’，是我们永远学习

的榜样。”怀远一中党总支第一党支部

书记黄敏说。

不久前，宋文武被蚌埠市委追授为

“蚌埠市优秀共产党员”。

一片丹心育桃李
—追记怀远县第一中学一级教师宋文武

本报讯（记 者 夏 胜

为）受近日覆盖我国北方

大部的强沙尘暴影响，3

月 23 日 凌 晨 开 始 ，我 省

自北向南空气质量出现

严重污染。截至 23 日 15

时，亳州、淮北、阜阳、蚌

埠、宿州、淮南、合肥等多

地空气质量达严重污染，

首要污染物为 PM10。

省 生 态 环 境 监 测 中

心 分 析 ，本 轮 沙 尘 强 度

大，沉降缓慢，且降水预

报较前期调小，对沙尘清

除作用有限。东北区域

沙尘气团可能由渤海湾

入海，后期可能通过黄海

回流继续影响我省。预

计本轮沙尘对我省影响

可能持续到 25日之后。

根据预报，3月 24日，

东北风 2~4m/s，扩散条件

一般，沙尘持续影响，全省

空气质量为重度~严重污

染，首要污染物为 PM10。

3 月 25 日，东北风转

偏东风 2m/s，扩散条件转

差，受回流浮尘影响，全

省空气质量为中度~重度

污染，首要污染物为 PM10和 PM2.5。

重污染天气下，公众请做好健康防

护措施，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

疾病等易感人群应当留在室内，减少户

外活动。一般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户

外活动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本
轮
沙
尘
影
响
可
能
持
续
到
二
十
五
日
后

■ 本报记者 罗 宝
本报通讯员 郑庆国

“问我家在哪里，家在中国……”近

日，记者来到滁州市南谯区乌衣镇老年

学校，排练厅里约 30 名学员正在老师的

指挥下，练习大合唱《我家在中国》。尽

管多声部合唱难度较大，但大家仍然练

得有模有样。

“我是南京人，退休后在乌衣镇买了

房子。住在这里不仅环境好，老年学校

就办在家门口，让我们老有所学、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日子过得美滋滋！”今年 68

岁的刘福美告诉记者，她共报了舞蹈、走

秀、合唱 3个班，还当上了合唱班班长。

去年以来，乌衣镇及 17 个村（社区）

全 部 设 立 了 老 年 学 校 及 教 学 点 ，学 员

1100 余人，全镇专兼职老年教育工作人

员达 22人，聘请 10多名社会专业人士担

任老师，开设了声乐、舞蹈、太极等 10 多

门课程。

“ 教 老 年 人 要 把 细 节 一 点 点 分 开

教、耐心教。”合唱班老师李力从事音乐

教学 10 多年了，到滁州买房居住已有 7

年 多 ，担 任 老 年 学 校 老 师 既 帮 助 了 他

人，也丰富了自己的生活。

“我们精准对接滁州市文联‘公益

大讲堂’、区老年大学送学进基层等活

动，鼓励学员参加各种文体活动，展示

自我风采，组建‘耆乐有为’志愿者服务

队，开展志愿活动、传播文明新风，让老

人们受益于社会，又回馈社会。”乌衣镇

副镇长程文静告诉记者。

为加强师资力量，南谯区一些老年学

校还充分利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

市职业学院等高校老年大学的师资队伍，

并聘请高校在任教师、退休教师、文艺团

体骨干、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挖

掘办学潜力，打造一支适合老年学校办学

需求、相对稳定的高素质教师队伍。

在龙蟠街道发能国际城小区的老

年学校教学点，每周三下午，滁州城市

职业学院老年大学老师储德羽都会来

小区教授混元太极拳。

“每次课教授一两个招式，然后由

学员每天在晨练点练习，两三个月即可

把套路学完。”作为国家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南谯区混元太极协会会长，储德

羽认为，老年人不仅要练身体，还要练

内心，身心都要健康。

如今，南谯区 11 所镇（街道）老年学

校、89 所社区（村）老年学校教学点均已

挂牌，线下线上参与老年教育活动总人

数已有 1.7 万多人。该区积极探索将老

年学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养老

服务站、文化活动广场、农家书屋 15 分

钟阅读圈等平台相结合，打造“综合体”

式老年学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学习、

生活、娱乐需求。

滁州市南谯区将老年学校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养老服务站、文化活动广场等结合—

打造“综合体”式老年学校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随着疫情防

控进入新阶段，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逐步

恢 复 ，我 省 餐 饮 、旅 游 等 消 费 回 暖 明

显。记者 3 月 20 日从省统计局获悉，今

年 1 月至 2 月全省限上消费品市场整体

呈企稳回升势头，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

额由降转升。

据统计，今年 1 月至 2 月，全省限额

以上消费品零售额 1092.1 亿元，同比增

长 3.5%，扭转了 2022 年 10 月至 2022 年

12 月连续下降的势头。其中，2 月份全

省限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7.3%，同比提

高 3.1个百分点。

宾 馆 、餐 饮 、旅 游 等 消 费 恢 复 势

头良好。1 月至 2 月，全省限上餐饮收

入 增 长 11.6%，增 幅 高 于 商 品 零 售 8.8

个百分点；客房收入由去年同期下降

8.2%转为增长 22%。据统计，1 月至 2

月，全省接待国内旅游人数 1.14 亿人

次，增长 15.2%，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

平的 85.4%。

线上消费较快增长。1 月至 2 月，

全省限上批零企业网上商品零售额增

长 17.9%，零售额占限额以上消费品零

售 额 比 重 由 去 年 同 期 的 14.7% 升 至

16.7%；住餐企业通过互联网实现餐费

收入增长 35.4%，收入占限额以上餐费

收入比重由 4.8%升至 5.5%。

商品零售保持增长。1 月至 2 月，

全省限上商品零售额增长 2.8%，15 个

主 要 商 品 类 别 中 有 3 类 高 于 去 年 同

期。其中，中西药品类商品零售额增长

13.6%，日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类分别增长 19.9%和 16.7%。

消费市场复苏向好

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由降转升

本报讯（记者 彭园园）3 月 16 日至

18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马来西亚

（吉隆坡）国际汽配展。助力外贸企业

拓市场抢订单，省商务厅组织 11 家安

徽本土企业参加。展会期间，我省参展

企 业 累 计 接 待 567 家 境 外 采 购 商 ，其

中，新客户占比近 80%，达成订单及意

向成交金额近千万元。

安徽腾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废气阀和高压燃油泵，企业原主要

贸易市场集中在北美和欧洲，本次参展

希望能对接在马来西亚投资的日系和

奔驰、宝马系列企业并为其配套。此次

参展，腾达汽车科技洽谈新客户占比超

50%，并签订超百万元意向订单，收获

颇丰。

黄山立国机车部件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发动机缸盖，此次马来西亚行是

企业第一次参加境外展会。参展过程

中，企业结识了近百家境外采购商，新

达成了近百万元意向订单，取得超预

期成效。

芜湖佳先传动轴有限公司负责人

表示，虽然本次参展是为了拜访老客

户，稳固合作关系，但借此机会也结识

了不少新客户，并与新客户签订数十万

元意向订单。

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深入推动“徽动全球”万企百团

出海行动，预计 4 月、5 月将有千家企业

参加广交会、消博会以及日韩、德国等

境内外知名国际展会。

皖企组团赴马来西亚抢订单

本报讯（记者 沈宫石）记者 3 月 21

日从芜湖市发改委获悉，该市推出加快

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具体举措，攥紧

“两个拳头”，打造“四个中心”，构建全

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创新创

业引领发展的新高地、联通长三角和中

部地区的开放枢纽、长江经济带绿色低

碳发展的先行区、长三角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现代化大城市。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实施《关

于支持芜湖市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

市的若干意见》，从总体要求、推动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物流枢纽、

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强化创新创

业活力、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构建

对外开放合作新格局、保障措施等 8 个

方面明确芜湖未来发展目标及定位，这

是我省首次以文件形式明确省域副中

心城市，并出台专项政策予以支持。

为此，芜湖市力争在制造业、现代

大物流两个“拳头”领域全力突破，打造

产业创新中心、区域金融中心、区域文

化旅游和消费中心、区域医疗康养中心

“四个中心”，聚焦十大新兴产业 25 个

优势细分领域，推动更多优势产业迈进

国家级产业集群，不断增强产业核心竞

争力。

该市聚焦推动“交通大枢纽、信息

大动脉、开放大平台”提档升级、融通赋

能，全力打造全国重要的战略链接和中

心节点。加快“东数西算”芜湖数据中

心集群建设，努力成为全国信息高速公

路枢纽、一级节点和中心城市。到 2027

年，芜湖地区生产总值力争达到 8000

亿元，占沿江五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

高到 40%以上，进入长三角 20 强。到

2035 年，地区生产总值较 2020 年增加

两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长三角中

心区平均水平，综合创新能力稳居长三

角前列。

芜湖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3 月 23 日，肥西县安徽方圆机械有限公司内，工人在焊接产品。近年来，肥西

县通过梯次培育、精准服务、资金扶持等措施，加大对“专精特新”企业的扶持培育

力度，目前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2家。

本报通讯员 陈家乐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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