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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创业艰苦创业 负重拼搏负重拼搏 开明开放开明开放 务实创新务实创新

诗画池州诗画池州 满城精神一池香满城精神一池香

余群 本报记者 何良海 殷艳萍

小城池州，从历史中姗姗走来，洒落了一

地诗歌，粉黛了安徽的一场佛诗茶酒傩的风

情大戏。在这个“千载诗人地”的一方青山绿

水上，池州人不但守护着灿烂的历史文化，

也用艰苦创业、负重拼搏、开明开放和务实

创新的精神，开拓出一个怡人宜居的新池州。

“走，到我家去坐

坐。”93岁的夏维常老

人拉着记者的手热情

地邀请我们去他家看

看，他说的“家”就是

庐阳区三十岗乡敬老

院里的宿舍。昨日，记者来到三十岗乡敬老院，穿新衣、做圆子、

放电影、看春晚、打麻将、听庐剧……这些活动敬老院里都已经

安排好了。现在，老人们就等着“新春”叩响“家门”了！

张梦菲 记者 宋娟

在池州市里行走，常常会看见

一排整齐的自行车，市民推走送来，

络绎不绝。“这完全是免费的。”池州

城市管理执法局四大队队长刘中东

说。但说起这公共自行车，个中的

酸甜苦辣，刘中东历历在目。

刘中东今年39岁，十年前的一

天，他转业来到城管这个岗位上。

刚开始，他抓过别人的衣领，也被

别人抓过，甚至衣服被撕烂，他为

此苦恼着。渐渐地，刘中东改变了

管理思路，性子不暴躁了，居然也

能柔声细语和市民慢慢沟通。

“变管理为服务”，如何做到？

2009年，池州市公共自行车项目批

准。紧接着，担心涌上大家心头，万

一丢失或被破坏怎么办？但在种种

担心和矛盾中，这个项目还是在当

年9月份正式运营了。正式运营，市

民借骑自行车要办卡，虽是免费的，

可这没人信。办卡初，刘中东接到

很多市民的电话，在电话里刘中东

只得一遍一遍地解释……

刚实行没多久，问题又来了，

有几辆自行车遭到破坏。刘中东

思虑再三，决定从各个渠道进行宣

传“爱护我们自己的车”。此后，再

也没发生过一次意外。“我曾经亲

眼看到一个事情，有一个市民骑自

行车后面带一个人，当他刚坐上去

就有人过来说，车子是不能带人

的，车子是我们大家的，你得好好

爱护。”说到这里，刘中东不禁笑逐

颜开。城管，这个争议大评价差的

工作，他代表着城管这个职业，用

务实创新的态度做到了市民无怨。

公共自行车出世之路

在池州市的东湖路，记者发

现，路中央有三棵池州的市树——

樟树。每行至此，突然绿意袭来，

美感顿生。

但这三棵树怎么会留在路中

间？不影响交通吗？带着疑问，记

者采访了池州市园林局一位工作

人员。他介绍，东湖路于前年改

造，这三棵树当时树径已达到 30

多厘米，树龄也有30年。而移植，

其成活率不能保障。留不留树，这

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经过市里

几个部门的多次讨论，最终敲定留

树的方案。对于市民担心的安全

问题，该市绿化等部门在这里设置

防撞护栏保护树木，并设置反光标

志。具体做法是在树旁放置一块

大大的景观石。大树的东西两侧，

划出了大约3米宽的隔离带，南北

向也设了一条减速标志。

一位网友评价说：“在安全有

保障的情况下，能做到为树让路，

这是一种进步。”另外网友也说：

“这符合生态池州要求。开车只要

不超速，不喝酒，这三棵树根本就

不是什么障碍！”

绿色，是池州的特色，越靠近池

州，绿意就越浓，为了守护自己的这

片绿，池州人动了不少脑筋，用开明

开放的精神，做到了两全其美。

三棵“钉子树”的去留之争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池州景

象，如今 74 岁的陈来信还记得清

楚。那时，池州像个村庄，到处是

荒山和臭水沟，现在池州人喜欢去

的美丽地方——平天湖，那时也只

是一个破败的小湖潭。

“如今树多了，水清了，绿化面

积在全国都有名，全国的绿色运动

会也在我们这里开。”陈来信自豪

地说。陈来信说，是一年年的艰苦

创业，一年年的负重拼搏，池州才

有了今天。而他作为一位池州市

民，更是从己做起，践行着一个文

明市民的标准。

从供电局局长退休后，热心的

陈来信当了一名“楼道长”，家长里

短，鸡毛蒜皮，他都要上门调解。

在他管理的几年中，整个楼道内的

居民们，团结得像个大家庭。陈来

信多次被评为优秀楼道长，这只是

一个小荣誉，却是陈来信一腔热血

的写照。

不闯红灯，不乱扔垃圾，爱护

一草一木，制止别人不文明行为，

陈来信总是做着这点点滴滴的小

事，池州也正是有了很多个“陈来

信”，才会撩人心弦。

优秀楼道长小事之爱

费业朝今年55岁，却有20年的

导游生涯，实实在在一位老导游。

九华山是我国四大佛教名山

之一，是池州一宝，费业朝便在九

华山工作。“九华山的生态旅游成

就最为显著，以前每年九华山只有

几百人上山，而现在是几百万人上

山。”费业朝说，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省的旅游刚刚起步，他在旅游学

校当老师，偶尔客串一下为游客讲

解九华山，九华山当时是个小村

庄。正式做导游是在1990年，那时

他才明白旅游是个怎么回事，才知

道旅游的重要性，从当初的行政接

待型导游，到现在商业运作型导

游，21年前的小山村也变成了世界

级旅游胜地，百姓从上山采药砍柴

到吃旅游饭，打旅游牌，创生态

文明城市，池州市的发展思路，给

池州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生活。

池州市环保局工作人员介绍，

为紧扣生态立市、打造美丽池州的

主题，池州市拒绝引进外来污染企

业，全面推动污染防治和生态保

护，主要污染物总量持续削减。为

池州人创造绿色生活，为子孙造

福，这是池州坚定的理念。

九华老导游见证之变

缤纷活动过大年
敬老院内“亲”意浓

进入敬老院，记者注意到，

公寓楼之间的一块空地上，摆

放着各种健身器材，因下着小

雨，老人们都在室内活动。101

房间内，夏维常老人正坐在费

广廷老人与刘业和老人的宿

舍里聊天。看到记者，费广廷

老人热情地邀请记者进屋里

来坐坐。记者看到，老人的宿

舍大约有十余平方米，拥有独

立的卫生间和阳台，一个房间

住两位老人，两张宽大的双人

床上都罩着紫红色的床单和

被罩，洋溢着节日的喜庆。老

人告诉记者，“没事的时候我们

看看电视或打打牌，冬天的时

候一点也不冷，屋里都有空调，

听说我们房间里还要安装热

水器。过年也不用操心，都帮

我们操办好了。”

夏维常老人是敬老院里

年龄最大的一位，今年已经

93岁，老人耳朵不太好，记者

对着他的耳朵给他拜年，老

人紧拉着记者的手说：“孩

子，我耳朵不太好使，眼睛也

不太好使。走，到我家去看

看。”说完，他就要拉记者到

他的“特1房”宿舍去，由于当

时正在下雨，并未成行。但

记者能真切感受到老人说到

“家”时的幸福。

“走，到我家去看看”

敬老院的俞修和院长说：

“目前院里住着 60 多位老

人。过节了，院里已经为老人

们安排好了，我们过年都不放

假，也陪着老人过年”。

对于过年这几日的日程安

排，俞院长告诉记者：“年前，

我们已经给老人们都买好了

新衣服、新鞋子，换上了新毛

巾，还发了大礼包，里面都是

瓜子啊小糖啊这样的年货。”

俞院长告诉记者，大年二

十九的早上，敬老院将组织能

够参与的老人一起做做圆子

择择菜，让大家中午能热热闹

闹地吃上一起准备的年夜

饭。“年初一，我们的工作人员

会到老人‘家’里拜年！大年

初二，为了让老人们过年不孤

单，敬老院特地组织老人们的

亲属共建亲情关系，让老人们

度过一个打心眼儿里温暖的

春节。而年初三，“我们将组

织一场麻将比赛。老人们平

时就爱打打麻将打打牌，这次

有了院里提供的‘小奖励’，老

人们更是兴致勃勃……”

除了这些，过年期间敬老

院还会请人来给老人们放老电

影，安排老人们一起看春晚、听

庐剧。而且除夕的餐谱也已经

制定好了，记者看到，有炸鸡

腿、红烧肉、咸鸭子、咸鱼块、红

烧牛肉、炖老鸡、烧三鲜等等。

新春活动映深情

本报结合“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将继续推出“星报记者走基层之寻找城市精神”大型系列报

道。通过对安徽不同城市的“城市精神”的寻找，挖掘每个“城市精神”的深层次内涵。

为使此项活动更深入、更持久、更广泛，本报发起一场“城市精神大讨论”，欢迎您提出自己的看法，您

认为您所在的城市具有何种城市精神，或者需要弘扬什么样的城市精神，请您拨打本报热线：

0551-5223760；您也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写成文字，发送到邮箱wangtao00007@163.com。

互 动 “城市精神大讨论”邀请您参与

池州市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