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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真正做到践行为民宗旨、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为民

造福的成效？民生呼应是了解民

意的窗口、检视政策效果的前沿阵

地。

群众路线是党的传家宝，为人

民服务要始终做到心中有责任。

著名诗人郑燮在《潍县署中画

竹呈年伯包大丞括》一诗中写到：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关情。”这是身在官衙心系百姓的

情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

失天下，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

近年来，各地畅通12345市民

服务热线电话、政民互动版块，充

分发挥热线“连心桥”作用，畅通了

民意诉求表达渠道，快速响应，确

保民生实事能够“快办”“实办”“严

办”。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民

情民声哪里来，是了解群众生活情

况的过程中得来，是在用心用情的

调研中听进去记下来的，这就需要

党政机关串“百家门”，听“百家

声”，知“百家事”。可以通过选派

年轻干部下基层任职历练，组织年

轻干部开展村情调研，围绕专项资

金使用开展审计调查等方式，与群

众坦诚交流，掌握群众牵肠挂肚的

民生大事和天天有感的关键小事，

把人民身边沉积已久的难点痛点

找出来并解决好；更要做到扑下身

子真调查，将就业增收、养老托育、

人居环境等看似普普通通的基层

工作了解深、了解透，真正以调研

所得的人民群众真实需求为导向，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对个性化的群众需求，党政部

门要主动明确工作措施，集中人

力、物力、财力，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

发力、持续用力；更要贯彻落实“过

紧日子”要求,合理运用好财政收

入，每一分钱，都应该花到老百姓

的心坎上，花到老百姓应急的地

方。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

草野。只有让俯下身子替掉挺起

肚子，让真心实意替掉虚情假意，

让“民生”跟着“民声”走，才能得到

群众的拥护和赞誉。

“民生”跟着“民声”走
赵梦雪

本报讯（记者 李严）近日，田家庵
区城管局（区分类办）组织街道、社区
和物业等部门在万盛华府小区开展了
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启动仪式活动。

据介绍，为推进田家庵区城市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推动绿色生活方式
的普及，该区城管局（区分类办）通过

“撤桶并点”工作整合现有资源，优化垃
圾桶配置，引导居民正确投放垃圾，提
高居民环保意识，改善小区环境质量，实
现垃圾分类与处理的集中化、规范化。

当日上午，在活动中，工作人员在

展台向居民们宣传垃圾分类知识，引
导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并通过签
署《垃圾分类承诺书》、入户宣传、桶边
督导、有奖知识问答和幸运大转盘等
活动营造了良好的活动氛围，进一步
提高居民对垃圾分类的参与度，不断
养成积极分类的好习惯。

据了解，田区城管局（区分类办）
将在辖区内所有的生活小区启动“撤
桶并点”工作，开启垃圾分类新篇章，
提高垃圾分类效率和质量。

（图片由田家庵区城管局提供）

尹弘兵

由淮南师范学院、中共淮南市委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室、淮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
的首届楚文化学术研讨会于7月16日召开。与
会专家、学者围绕“楚文化与中华文明”主题，穿
越历史时空，探秘精彩绝伦的楚文化。

楚国最后的都城为什么是寿春？寿春城遗
址考古有何新进展？现场，淮河早报、淮南网记
者采访了皖鄂两省三位专家，一起来听一听，他
们都说了什么——

尹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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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会上，尹弘兵作了题为《楚都发展与
中国古都的早期形态》的发言。他在发言中
说，疆郢是《楚居》中的第一个郢，也是楚都称
郢之始。疆郢的性质，可能与楚武王称王有
关，是楚武王称王建制的结果。聚落在先秦文
献中的通称是“邑”，群邑之首为“都”，都的标
志是建有宗庙祭祀先君，楚武王称王建制，则
必按周之模式在居地建立宗庙、社稷，所谓前
朝后寝、左祖右社，由此判断疆郢当建有宗庙，
是楚武王称王建制后楚国的正都，而郢也由此
成为楚都通名。而楚都的发展，可用以观察中

国古都的早期形态。
在接受淮南网、淮河早报记者采访时，尹弘

兵指出，楚国东迁以后，淮河中游地区是楚国最
重要的一个区域，楚国迁到这里具有历史必然
性。相对来说，寿春地区比较富裕，也比较安
全。在这里，楚国度过了最后一段相对比较安稳
的时光。

张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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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张钟云作了题为《关于安徽楚文化及
研究的一些问题》的发言。张钟云介绍，楚文化
从春秋中期开始影响江淮，楚国向东经营江淮，
直到迁都寿春，在今天江淮大地上留下了丰富的
文物遗存，特别是李三孤堆、杨公贵族墓群、寿春
城、武王墩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楚迁都寿春
的史实，也为研究楚文化的物质繁荣、精神信仰、
文化富集提供了实物资料。

在接受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采访时，张钟
云说，楚国最后定都寿春，表明寿春自有其独特
之处。春秋时期，楚相孙叔敖修建水利工程——
天下第一人工塘安丰塘，因势利导，沃野千里，粮
仓富足，基业稳固；寿春北依八公山，四周有东淝

水、淮河围绕，山水形成了天然屏障，易守难攻；
寿春历经州来、蔡国的经营，城池规模、治理管
理、风土人情、文化积淀都让这里成为楚国定都
的不二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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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张义中作了题为《寿春城遗址考古的
新进展——西南小城和寿滨古城》的发言。他介
绍说，悬而未决的寿春城遗址城垣始终是制约遗
址研究、保护和利用的瓶颈问题。2021年，寿春
城遗址考古队选择西南小城遗址开展系统的考
古工作，增进了对楚国晚期城址、城墙的认识，为
探索并最终解决寿春城遗址城垣问题提供了材
料支撑。

在接受采访时，张义中告诉淮河早报、淮南
网记者，2021年11月，寿春城遗址考古队新发现
一处城墙遗迹，即寿滨古城，该城从地理位置上
看，位于寿春城遗址西部正中，系寿春城遗址重
要的组成部分；从年代上看，与寿春城遗址相吻
合，填补了寿春城遗址在战国晚期城墙遗迹方面
的空白，也为下一步寻找寿春城遗址的大城或外
城城垣提供了重要标本和线索。

楚国最后的都城为什么是这里？
——来自首届楚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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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桶并点”开启垃圾分类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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