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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海泉

9月26日起，本报连续在重要版面推出《寻找

“城市精神”》系列报道，报道推出后，在社会各界

获得广泛好评。10 月 11 日，本报以《幸福铜陵是

这样炼成的》为题，推出了铜陵城市精神的报道。

报道见报后，立即在铜陵当地引起强烈反响。

中央媒体看安徽
据《法制日报》10月10日报道 10月

8日，获得新生的黄山市民丰强(化名)走出

安徽省南湖戒毒康复中心大门，依依不舍

地向民警挥手告别。丰强在解戒前3个月

时，因表现较好，从阳山强制隔离大队转

入安徽南湖戒毒康复中心，开始为顺利回

归社会做准备。他是安徽南湖强制隔离

戒毒所实行“三分四期”戒毒管理模式以

来，通过“回归适应期”解戒的第35人。

近年来，安徽省劳教(戒毒)局不断创

新戒毒工作，推出“三分四期”管理模式，

结出安徽戒毒管理累累硕果。截至今年9

月底，累计收治强制性戒毒人员 8150 人

次，所内戒断率达100%。

强制隔离戒毒个性矫治

“三分四期”成就“安徽经验”

星报讯（王春夏 记者 何曙光） 作为

水利大省的安徽，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

复杂的气候条件，洪涝灾害、干旱缺水、水

污染和水土流失等水利问题十分突出。5

年来，江淮大地全力实施“水利安徽”战

略，做好“治、蓄、排、节、引”五水文章。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为新农村建设提

供了水利支撑，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有了

奔头。”五河县朱顶镇三塘村村民蔡飞回

忆说，他们村有800多户、3000多人，由于

三塘村地理结构岩石多而深，几千年来，

吃水难一直困扰着该村村民。

2001年，五河县水利局无偿为该村打

了四口深达25米的水井，让三塘村群众再

也不为吃水问题发愁了。2009年，农村安

全饮水工程惠及该村，村里修建了2座泵

房，建设了供水厂，家家用上了自来水，村

民们终于实现了“有水喝，喝干净水，喝方

便水”的梦想。

据省水利厅有关负责人介绍，5年来，

全省建成农村饮水安全工程6220处，解决

1246万人饮水安全问题；我省治淮14项骨

干工程全面建成，累计完成投资225亿元；

国家规划内295座大中型及重点小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实施完成。

昔日吃水难，如今用上自来水
“水利安徽”让老百姓喝上“放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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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使此项活动开展得更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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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弘扬什么样

的 城 市 精 神 ？ 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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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精神大讨论”邀您参与

本报《寻找“城市精神”》系列报道日渐深入

铜陵呼唤城市精神出“续集”

采访中，方元高度评价了本报的报

道，“幸福铜陵不仅仅是概念，更是实实在

在的，文章有点有面，通过鲜活事例准确

阐释了铜都精神，也处处体现了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的丰硕成果。我为自己是铜

陵人而感到自豪。”

方元告诉记者，铜陵是个移民城市，

城市的包容性比较强，各种文化相互碰

撞，也形成了铜陵开放、创新的特点，这是

形成铜都精神的内在条件。“相信随着城

市发展，其精神也会进一步完善，届时，希

望你们继续来挖掘、报道。”

铜陵市委研究室副主任 方元我为铜陵而自豪

“城市的精神，体现在城市的方方面

面，是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的支柱。铜陵

的城市精神和铜陵人民的幸福已经使铜

陵人感到了自豪，尤其是作者在文中提到

的铜陵人对高品质物质生活的执着追求，

敢于不断打破传统，打破常规，体现一种

不断进取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准确和到位

的。”

“同时，贵报还可以挖掘这座城市精

神文化内涵和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变

化，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幸福感的另外一个

层面。”

“关于铜陵城市精神的探索，你们还

可以续写第二部。”曲强郑重地对记者说。

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系党总支书记 曲强希望推出“续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