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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周莹莹 陈惠 记者 马冰璐） 在合
肥有这样一群戏曲演员，11 年来，他们在工作之
余，带着黄梅戏、庐剧走街串巷，以义演的方式，
用戏曲“温暖”基层群众。昨日，市场星报、安徽
财经网（www.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采
访了这群可爱可敬的戏曲演员。

2006 年，热爱戏曲的黄家英等人牵头成立
了合肥市工人文化宫黄梅戏艺术团，“组建艺术
团的初衷是让一群爱好黄梅戏、庐剧的业余戏曲
演员有一个‘家’。”她说，艺术团组建没多久，在

一位常年在老年公寓做志愿者的戏曲演员的带
动下，大伙开始了长达11年的义演之旅。

送戏曲进敬老院、进工地、进小区……11 年
来，黄家英等20多位戏曲演员的足迹不仅走遍了
合肥的大街小巷，甚至远达南京、郎溪等地。每到

一处，他们都会为基层群众表演黄梅戏、庐剧，如

《女驸马》、《天仙配》、《秦雪梅观画》等经典黄梅

戏、庐剧唱段。黄家英说，前两天，他们刚刚结束

了今年的第52场义演，“去蜀山区金色家园养老

中心为那里的低保老人、五保户老人表演。”

家住南岗镇的张梅是一位建材老板，3年前，

作为一名业余戏曲演员，她加入了艺术团，3 年

来，她跟着艺术团走街串巷义演，风雨无阻，她常

说，宁愿生意不做，也不能耽误义演，“我将努力

践行十九大精神，用戏曲‘温暖’基层群众。”

带着戏曲走街串巷，“温暖”基层群众

居民办事大厅变身“会客厅”
星报讯（许瑶 高葭 记者 沈娟娟） 在十九大

报告中,“人民”、“群众”成为高频出现的词语，社
区办事大厅作为联系居民的“最后一公里”，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昨日，合肥市包公街道包河社
区睦邻中心正式揭牌，在一楼大厅的办事服务区，
原先的服务台撤掉了，来办事的居民直接坐在工
作人员身边，面对面进行交流，居民办事大厅变成
了“会客厅”。

“以前去社区办事都是隔着一个高高的服务
台，他们在里面，我们在外面，总感觉有隔阂。”一位
前来办理居家养老服务的居民告诉记者，这样“面
对面”的方式撤掉的不仅是服务台，更是社区工作
人员和老百姓之间的壁垒。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合肥市包河社区睦邻中心
一楼办事服务区，每个工作人员的工作台旁边都放
置了一把椅子，来办事的居民直接坐在工作人员身
边，“零距离”服务，就像是居民的“会客厅”。

“让‘居民上门找’变为‘社区开门迎’，把居民办
事‘找得对门、找得对人’作为打通服务居民‘最后一
公里’的关键举措。”包河社区党委书记陆荣萍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让群众少跑路，少磨嘴，快办结。

记者了解到，除了以党建元素为主的一楼办事
服务区外，包河睦邻中心还设置了突出社区未成年
人教育品牌的“泽田心灵驿站”、开展课业辅导、书
画室、摄影活动室、手工坊等，“下一步，将打造‘党
建+文化’为建设思路的党群服务中心，进一步探索
老城区社区治理新模式，形成服务群众、凝聚人心
的工作新机制。”

星报讯（记者 任金如） 每个爱喝菊花茶的
人对滁菊都不陌生，滁菊泡出来的茶味道清甜、
香气四溢。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
ahcaijing.com）、掌中安徽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
质研究院技术生物所获悉，该所已经培育出产量
大幅提高的滁菊良种，平均每株产花1000多朵，
滁菊大面积增产3倍左右。

滁菊，又称滁州贡菊，在中国已有几百年栽
培历史，名列安徽省“四大”著名道地药材之首和
中国“四大”药菊之首，属药、茶兼用佳品，具有极
高的药用和保健价值。作为滁州市特有传统产
品，滁菊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然而，由于滁菊长
期采用扦插和分株等传统无性繁殖手段进行繁
殖，普遍存在品种退化、病害严重和产量低等问
题，限制了产出和效益。

2016 年，滁州市以“221 创新团队”引进中科
院合肥物质研究院技术生物所吴丽芳研究团队，
组成以侯金艳博士为技术负责人的研究队伍，针
对滁菊生产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攻关。项目
组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以原产滁菊带病菌植株微
茎尖为材料，通过离体脱毒及再生技术研发，实
现滁菊种苗脱毒和品种复壮，培育出生长健壮、
抗逆性好、产量大幅提高的滁菊良种。

近期，课题组利用自主研发的滁菊脱毒繁育
技术在滁州进行示范，取得显著成效：项目组与
滁州市全椒环滁滁菊专业合作社合作，进行 150
亩 45 万株滁菊脱毒种苗田间示范与推广种植。
田间测产显示，在常规种植条件下，滁菊脱毒株
系平均每株产花1000多朵，滁菊大面积增产3倍
左右。

一株滁菊开出1000朵花
合肥科学家变出“开花大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