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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国义）1 月 30 日下午，
受春运车流叠加影响，滁新高速淮南南段出
现明显的超饱和状态，按照全国各地的通行
管理措施，此时淮南交警当对淮南南道口进
行临时关闭。但当天，淮南交警创新性地采
取了另一种精准管控措施，有效治疗了高速
公路车流“血栓”问题，提高了高速公路利用
效率。

“请前往阜阳方向的车辆就近选择国省
干道绕行，前往合肥方向的车辆继续走高速
通行。”1月30日下午，在淮南南高速道口前
方，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公巡大队民警向前往
高速道口的车辆宣告临时交管措施。此时，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指挥中心大屏上正实时
显示我市高速公路车流动态和有关道口现
场管控情况，保障车辆通行顺畅。

据悉，进入春运以来，我市高速公路车
流量猛增，增幅达一倍以上，同时，滁新高速
流量呈现明显的潮汐现象，阜阳方向车辆增
加到平时流量的三倍以上，合肥方向车流量
平稳。针对这一现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党
委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通过实地调研、
专题研讨、演练磨合，开出了“高地联动”协
同精准管控的特色“药方”。

“高速管控一般都是这样的，比如我们
高速车流量某个方向车流量过大，或者某个

方向因为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中断了，我们一
般是一刀切，所有的车辆不管你是朝哪个方
向去的都不能上高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有关负责人介绍，“而我市创新性采取的精
准管控措施是，不一刀切封闭高速道口，相
反有关道口继续开放，但放行的是没有出现
超饱和或交通事故的一侧车道。例如，针对
滁新高速淮南段出现的潮汐现象，我们精准
放行前往合肥方向车辆，引导前往阜阳方向
车辆绕行，从首次实施效果来看，99％的车
辆被精准过滤，有效提高了高速公路使用及
通行效率。”

为了让广大车主知晓配合这一精准管
控措施，淮南交警会在管控道口前方设置提
示引导牌，并联系百度、高德等导航公司进
行引导，个别车辆误驶入道口后，高速交警
也会在高速公路超饱和或发生事故的那一
方向匝道进行临时封闭隔离，确保车辆不进
入拥堵路段。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有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淮南交警将根据高速公路车流量情况，
适时采取相应的、不同的管控措施。高速公
路一旦发生潮汐现象，一个方向出现超饱和
状态，另一个方向有通行能力的时候，我们
都会采用这种精准管控方式，最大限度提高
高速公路使用效率，保障交通通畅。

本报讯(记者 廖凌云)1月29日至30日，团市委联
合淮南西站团委开展春运“暖冬行动”志愿者岗前培
训。本次春运“暖冬行动”志愿服务活动，借助长三
角铁路“小甜橙”志愿服务联盟平台，与淮南西站团
委、安徽理工大学建立服务共建合作关系，共招募
志愿者 109 名，前期通过资格审查、面试等环节，共
有80多名在校大学生成为“小甜橙”志愿者。

为了让志愿者更好地发挥志愿服务作用，上岗
前，团市委和淮南西站团委邀请医务人员、列车工作
人员围绕铁路客运知识、服务礼仪、劳动安全、电气化
铁路知识、急救常识等内容对志愿者进行培训讲解。
同时，前往高铁站开展实地教学，帮助志愿者熟悉雷
锋服务站、售票厅、检票口等岗位环境，讲解重点旅客
帮扶、大客流引导、应急处突等作业环节，让志愿者尽
快熟悉志愿服务流程、提高志愿服务质量。

接下来，春运“暖冬行动”志愿者将在淮南西站管
内淮南南站、淮南站、寿县站、颍上北站等5个客运站
35个岗点开展志愿服务工作，后期也将根据客流变化
动态调整岗位设置，不断改善服务举措，保障铁路旅
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

年俗其实就是过年习俗，年是时间转换的标
志，“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过年的隆重，就在
于它处在新旧的时间界点上，人们以喜悦、期盼的
心情迎接新的一年。淮河流域是年俗最丰富的地
区之一，淮南的年俗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尽的风
情。寿县正阳关的抬阁表演就是当地群众最喜爱
的年俗之一。

正阳关，古称“羊市”“羊石”，位于寿县城西南
三十公里，自古以来，这里既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
商贸繁荣之地。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繁荣的
商贸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其中最能体现正
阳关民间艺术魅力、也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被誉为

“沿淮民间艺术三绝”的“抬阁”“肘阁”和“穿心阁”。
人们最喜爱的年俗表演“抬阁”现在已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里过年必演出抬阁、群众也
必看抬阁。史料记载，寿县正阳关抬阁、肘阁在明
清时期从山西省、河南省经皖北地区，沿颍河流域
传入寿阳（今寿县）正阳关，并在皖中、皖西地区的
寿县和临泉县等地流传达500年之久。2008年6月
7日，抬阁（芯子、铁枝、飘色）经批准列入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寿县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城，战
国时期这里曾是楚国的都城，故在历史上有“楚都”

之称。
寿县的正阳关镇是淮河、颍河与淠河三河的汇

聚点。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丰富
的年俗，也造就了抬阁、肘阁在正阳关的兴起。清
朝时期，正阳关作为皖北商埠，商业辐辏于此，各类
货物均取道长淮，经正阳关输送至皖西豫东各地；
正阳关得水运之利，舟车四达、户口殷繁、帆船竞
至、商贾沓来，被誉为“皖北秦淮”。在陆路交通尚
未发达的封建社会时期，大部分物资流通和人口的
流动主要依靠水路，正是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
捷的水路交通，使正阳关成为重要的水上交通枢
纽。人口的流动为年俗的变迁提供难得的载体，抬
阁、肘阁正是借助这一有利因素流传于此。这里，
年节社火民俗活动十分丰富，其中花鼓灯、“肘阁”

“抬阁”等民间歌舞形式较为盛行。寿县正阳关每
逢重大节日和庙会，都会有精彩纷呈的“抬阁”“肘
阁”表演。特别是每年的春节期间，正阳关一些民
间艺人，为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便纷纷上演“抬
阁”“肘阁”等民间文艺活动。每逢灯会，客商云集，
客栈、旅店半个月前就被预订一空。

据介绍，“抬阁”，原名“抬歌”，历史久远。传入
正阳关后，以其体量的大小和人物的多少，有大（6-8
人抬)、中(4人抬)、小（2人抬)之分。大抬阁，一般由

6-8个壮年抬着表演，如8个人的，6人抬，1人在前
指挥，1人在后护卫。表演中“提脚似风，落脚稳如
钟”，“前进一步九寸二、后退一步八寸八、两目平视
观六路、耳听八方心不惊”。表演者身着彩衣，在乐
队伴奏下缓缓而行。抬阁上5-7岁小演员按照不同
人物造型化装后，按人物形象表演一些动作，常演
的节目有：《群仙赴羊石》《荷花仙子》《朝天一炷香》

《梁祝》《红线盗盒》等。“肘阁”是在“抬阁”的基础上
演变而来的。“穿心阁”是由两个青壮小伙身背铁
件，高2-3米，用一根特制的竹竿(“穿心杆”)抬着一
个小演员表演。小演员扮成戏剧舞台上的“七品芝
麻官”“媒婆”等丑角。

据正阳关镇文旅站负责人介绍，正阳关年俗以
民间艺术“抬阁”“肘阁”“穿心阁”为主要特色和支
柱，种类齐全。表演时高低错落，别有天地。正阳
关镇年俗保持了传统“抬阁”“肘图”“穿心阁”的艺
术风格，至今未变，且具有独特的地方色彩，如《水
泊娘娘镇四洲》《观音赐福》《群仙赴羊石》，表演者
身穿蓝布偏衫，头戴沙弥黑帽等，这些都与当地的
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编者按：
春节是我国传统节庆中最热

烈、最隆重的节日，每个地方都有当

地的年俗，淮河流域的淮南年俗文

化异常丰富。为了让广大读者了解

淮南的年俗，《淮河早报》特推出“淮

南年俗巡礼”，让广大读者一睹家乡

各式各样的年俗。

抬阁：500年不变的浓浓“年味”
本报记者 李钧 李严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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