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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安徽省财政厅获悉，去年以来，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持续加大财政教育投入，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出1517亿元，较上年增
长6.8%，连续3年跨越了3个百亿元台阶。教育
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达到17.6%，是财政一般公
共预算第一大类支出，为教育事业改革发展提供
了坚实财力支撑。

基础教育“基点”不断夯实，2023年，全省累
计统筹资金134.1亿元，支持扩大普惠性学前教
育资源，实施“安心托幼”民生实事，推进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持续巩固普通高
中“大班额”整改成效。落实皖北地区基础教育
优质资源扩容工程，省以上基础教育转移支付
60%投向皖北。

为加快打造职业教育特色，安徽省财政
厅巩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统筹资金 2.9
亿元，支持改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加快推
进职业学校达标示范建设。增强优质高职资
源示范辐射作用，统筹资金19.2亿元，推动高职
院校提质培优建设，助力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高地。
高等教育“龙头”持续建强，安徽省财政厅

探索建立服务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新设专业
点后奖补制度，省属高校服务十大新兴产业的
相关专业点占比达到 58.1%。支持一校一策推
进“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省级高校发展
专项经费逐年增长，累计安排高峰学科建设
37.1亿元，提前1年超额完成5年30亿元规划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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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为安徽省公共预算第一大类支出

2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新一轮 LPR 报价，5 年期
以上 LPR 为 3.95%，下调 25 个
基点。此次降息后，房贷利率
也将下调 25 个基点。扬子晚
报/紫牛新闻记者获悉，江苏多
地将迎来房贷利率历史最低。

公告显示，2024年2月20
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1
年期LPR为3.45%，5年期以上
LPR 为 3.95% 。 这 是 5 年 期
LPR继去年6月后再次下调，5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为
3.95%，此前为4.2%，下调25个
基点。

南京首套房贷款利率执行
的是“LPR-30 个基点”，将由
3.9%下调至 3.65%，二套房贷
款利率执行的是“LPR+30 个
基点”，将由 4.5%降至 4.25%。
苏 州 首 套 房 贷 款 利 率 将 由
4.0%下调至 3.75%，无锡、徐
州、扬州、南通、盐城、宿迁等城
市首套房贷款利率将由 3.7%
下调至3.45%。此次房贷利率
下调后，这些城市均为房贷利
率历史最低。

据贝壳研究院统计，2024
年 1 月全国房贷利率持续下
行，有包括南京在内的 8 个城
市的首套房贷利率首次降至
4%以内，在全国百城中，有 60
个城市的首套房贷利率已经进
入“3时代”。

需要注意的是，LPR 调整
后，存量房贷并非立即调整。
一般来说，房贷利率的重定价
日是每年的1月1日或贷款的
发放日。对于存量房贷来说，
会在利率重定价日当天，按照
最新 LPR 报价利率加上合同
约定的基点得出新的利率，在
下一周期执行。

来源：《扬子晚报》

江苏多地
房贷利率迎

“史上最低”

龙年伊始，沪苏湖铁路上海松江站项目施工现
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建设工人们开足马力
抢抓节点，确保项目工程进度，用实干奋进全力夺取
新年“开门红”。

沪苏湖铁路是连接上海、苏州、湖州等城市的快
速铁路通道，线路全长约163公里，设上海虹桥、上
海松江、练塘、汾湖、盛泽、南浔、湖州东、湖州站等8

座车站，上海松江站是沿线最大新建站，计划于今年
11月30日启用。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的重大项目，沪苏湖铁路上海松江站的建成，将大
力推进松江建设复式枢纽的步伐，对促进长三角地
区一体化发展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新华网

长三角
重大工程

奋战“开门红”

“溪水清清溪水长，溪水两岸好风光”，在上一个
龙年之后，时隔12年，《采茶舞曲》再度唱响春晚舞
台，带来了浙南茶乡的缕缕芬芳。

66 年前，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在浙江泰顺采风，
在乡村土楼里一夜挥就《采茶舞曲》，从此传唱不
衰。近年来，除了两度在春晚上演出，《采茶舞曲》
还在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专场文艺演出、2023 年
杭州第十九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欢迎宴会上亮
相。

传唱66年，《采茶舞曲》魅力何在？
“这首歌曲直接表现和歌颂劳动，体现了劳动人

民的劳作形象和精神风貌，同时，这些充满生机活力
的场景，是在以抒情为主的优美曲调中体现的。”浙
江艺术职业学院原副院长、浙江省音协原副主席卢
竹音说。

而曲调的优美就来自于民间的滋养。卢竹音告
诉记者，《采茶舞曲》以越剧的唱腔和音乐曲调为主，
糅合了“滩簧”“走书”“四明南词”等多种江南民间音
乐的曲调，并以曲调中的“起、平、紧、叠、落”为基本
结构框架，同时采用某些小调的句型和旋法，并应用
了民间音乐中“多上一下”的手法。

“周大风先生采用了中国传统五声音阶中的‘宫
徵交替’调式。”卢竹音分析说，《采茶舞曲》遣“角”为
先锋，以“商”为依托，取“羽”作跳板，获得了与众不

同的富有特色的音乐语言。“《采茶舞曲》具有厚实的
民族、民间音乐基础，很容易为人们普遍接受。”

在卢竹音看来，《采茶舞曲》里全是普普通通的
常用词语，语言朴素富有生活气息，有对自然风光的
写实描绘，有采茶姑娘的对话或内心独白。“这些并
不‘高档次’的词语，一经与旋律‘化合’，就产生了闪
电般的光芒。歌曲既保留了越剧的神韵，又打破了
越剧的‘方整性’，使‘词意合着乐意，乐韵和着词
韵’。”

越剧史学家、纪录片《百年越剧》总导演钟冶平
告诉记者，1958年，《采茶舞曲》在中国唱片社灌制
唱片，首版就制作了80万张。1959年，它还被选为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乐曲之一。叶彩华、朱
逢博两位歌唱家在20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末的两
度精彩演绎，也令《采茶舞曲》两度“爆红”。20世纪
80年代，《采茶舞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亚太
地区优秀民族歌舞保存起来，并被评为这一地区的
音乐教材。

1959年，在梅兰芳和戴爱莲两位大师的建议下，
浙江民间歌舞团根据《采茶舞曲》编排了更符合舞蹈
风格的《采茶舞》。《采茶舞》不但成为最有代表性的
浙江舞蹈作品，还多次代表中国参加国外的文化交
流活动，先后被23家文艺团队作为保留节目。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采茶舞曲：
六十六载传唱久，此曲只应人间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