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古村写生热
7月15日，2025（西递-宏村）东方水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暨水彩艺术季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开幕，世界文化遗产地

宏村古村落迎来暑期写生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美术生云

集南湖畔，执笔凝神于画板前自由创作，让千年古村在画笔

的勾勒下焕发出艺术光彩。

近年来，黟县依托自然本底、文化本色，持续发力“写生

经济”，通过资源整合，更好地推动写生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黟县现有写生基地112家、写生基地群6个（西递、宏

村、屏山、秀里、碧山、南屏），宏村、西递已成为中国十大写

生基地之一，年综合收入达5亿元。 施亚磊 李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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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淮海平原的田野上，一粒粒种子正经历着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

的“蜕变”。在黄淮海（宿州）种业科技谷，南京农业大学的科研人员正通

过基因测序技术筛选大豆优良株系，华升农业的智慧农业平台实时监测

着万亩示范田的土壤墒情……这里既是全国旱粮作物育种创新的前沿阵

地，也是我国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的生动缩影。 记者 唐朝 文/图

产学研融合 筑牢种业创新“强磁场”

在宿州市国家现代农业园区一片占地近万亩的实

验田里，南京农业大学教授王源超正带领团队测量大

豆株高。“这块示范田的‘南农77’亩产有望突破350公

斤，比当地传统品种增产近60%。”他手中的记录本上，

记录的数据勾勒出种业科技的突破轨迹。

作为黄淮海区域核心育种区，宿州市近年来以种

业科技谷为载体，构建起“高校+企业+基地”的创新生

态。南京农业大学大豆生物育种中心、中国农业大学

玉米改良分中心等10余个科研平台相继落户，200余

名专家学者扎根田间。

四年来，已有800余名硕博研究生在这里完成科研

实践，培育出“宿豆051”等20余个国家级主推品种。

在黄淮海（宿州）种业科技谷的实验室里，安徽华

成种业的科研人员正通过基因测序筛选优良株系。“依

托科技谷的产学研平台，我们的小麦品种‘华成865’成

为黄淮海地区年种植面积超千万亩的明星品种。”科

研人员说道，“这背后是与高校共享的3万余份育种材

料和12项专利技术。”目前，科技谷已聚集中农发、荃银

等知名种业企业，形成从基因编辑到良种繁育的完整

产业链，年繁育种子量达15万吨。

全链条赋能 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过去凭经验，现在靠数据。”萧县辣椒种植户陈卫

国的手机上，华升智慧农业平台实时显示着土壤墒情

和病虫害预警。这个融合物联网与AI技术的数字化系

统，让辣椒制种亩产提高了20%。在宿州市，像这样的

智慧农田已扩展到9000亩，通过“1库+1图+1平台”架

构，实现种子繁育全流程智能化管理。

目前，黄淮海（宿州）种业科技谷的辐射效应正在

显现：宿州市萧县、砀山县的辣椒制种量占全国1/3，其

中萧县被誉为“中国辣椒制种第一县”；小麦省审品种

占安徽全省1/3，年选育新品种近百个。

此外，在科技谷即将建成的永久性实验场站，30

亩科研用地和 280 亩示范田已完成平整。“这里将成

为集育种、教学、展示于一体的‘种业硅谷’。”南京农

业大学宿州研究院负责人说道，“明年春耕时，我们

的高蛋白大豆新品系就能在这里进行规模化测试，

蛋白含量稳定在 45%以上，将有效破解国产大豆‘卡

脖子’难题。”

黄淮海（宿州）种业科技谷内，工作人员通过智慧

农业平台监测农田信息

星报讯（记者 王珊珊 实习生 解明月） 记者从省

住建厅获悉，安徽在消除城市危旧房安全隐患、改善

居民居住条件上持续发力，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与积

极行动，推动“忧居”向“优居”转变。2025年全省申报

国家危旧房改造计划1.24万套，力争加快推进改造。

为精准消除城市危旧房安全隐患，自2023年起，安

徽组织各地开展了两轮全面摸底，建立了详细的底数台

账。根据统计，全省共摸排出城市危旧房3.62万套。

在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方面，省住建厅积极申报国

家改造计划。2025年，全省申报国家危旧房改造计划

达1.24万套，积极争取并及时下达中央财政专项补助

资金 5.13 亿元。同时，积极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支

持，目前合肥、黄山、铜陵等市危旧房改造项目已获得

中央预算内投资5254万元。省住建厅还从省级城市

更新专项资金切块 0.75 亿元，用于城市危旧房改造，

并将设立以奖代补资金，对完成的年度改造任务加大

补助支持力度；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危旧房改造

项目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另外，安徽创新实施“城品活力贷”财政贴息，对

符合条件的危旧房改造等舒心宜居改善工程贷款项

目给予 1%财政贴息，着力保障城市危旧房改造资金

需求。

安徽加速危旧房改造，绘就“优居”新画卷

一粒种子的“科技突围”之路
安徽乐团：

12场视听盛宴玩转中西
星报讯（记者吴笑文） 7月15日，2025安徽乐团

首届音乐季媒体见面会暨公开排练展示活动在安徽

百戏城举行。从7月19日至11月22日，安徽乐团将

在安徽百戏城的杂技剧场、地方戏剧场、综合剧场三

大剧场，为观众呈现12场风格各异的高品质音乐会，

涵盖交响乐、民族音乐、交响管乐等多种艺术形式，打

造一场融合中西经典、贯通传统与现代的音乐盛宴。

艺术与市场双重提升

此次音乐季由安徽演艺集团、安徽乐团主办，旨

在通过系统性、持续性的演出布局，提升乐团的艺术

水准与市场竞争力。音乐季汇聚了国内外顶尖艺术

家，包括美籍华人指挥家胡咏言、著名作曲家兼指挥

家李复斌、国际知名指挥家朱其元，以及中央音乐学

院教授谭晓棠等演奏名家。同时，安徽乐团还将与江

苏省交响乐团、浙江省交响乐团等专业院团及多所高

校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演绎经典曲目，展现跨地域艺

术交流的活力。

在曲目编排上，音乐季既呈现贝多芬、柴可夫斯

基等西方古典大师的经典作品，也推出具有安徽文

化特色的原创民族管弦乐《玉石清音——凌家滩怀

想》，并联合全国十三家职业民乐团共同演绎《胜利

之光》民族音乐会，以音乐致敬抗战精神。此外，交

响管乐专场、民乐与电子音乐的跨界融合等创新形

式，将进一步拓宽观众的审美视野。

文化惠民让艺术触手可及

为了让更多市民感受高雅艺术的魅力，音乐季

特别注重公益性与普惠性。活动以公益首演启幕，

并设置惠民票价，同时向特殊群体定向赠票。乐团

还推出“公开排练日”、乐迷社群互动、大师班、音乐

沙龙等活动，拉近艺术与公众的距离，让音乐不再局

限于舞台，而是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此次音乐季不仅聚焦城市舞台，更以“文化赋能

乡村振兴”为理念，策划系列基层演出活动。乐团将

组织演奏家走进田间地头、乡村广场和文旅景区，为

基层群众带去高水准的音乐会，同时开设乡村音乐

普及课堂，推动美育教育向农村延伸。这一举措不

仅丰富了乡村文化生活，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广

阔的土壤，让音乐成为连接城乡的文化纽带。

在媒体见面会上，安徽乐团与北京民族乐团、

江苏民族乐团签署共建合作协议，未来将通过联合

创作、人才交流等方式，借鉴先进管理经验，提升综

合实力，推动安徽乐团向全国一线乐团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