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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新新闻闻

短 播新新闻闻

本报讯 8月28日，安徽山
里郎公司赴上海参加世博威第26
届中国国际健康产业博览会，并
参评由中国林业产业联合会木本
油料分会主办的 2019“健康风
味·大油可为”健康好油评比大
赛，其“山里郎牌精制山茶籽
油”产品喜获金油壶奖第一名。

本次参展、参评工作是在
亚林所及林业联合会下属的木
本油料分会指导下完成的，参
评单位涉及国内绝大多数木本

油 料 知 名 企 业 。 经 过 首 次 遴
选，共有 25 家茶油企业正式参
评，在国家现行的山茶油统一
标准和国务院指导下由木本油
料协会最新创建的山茶油团体
标准双重对比下，仅 6 家企业
产品通过审核，入围现场品鉴
活动。最终山里郎公司以产品
检测综合得分和盲评得分的最
高分数斩获头名，并获得“金
油壶”奖牌。

（通讯员 刘辉）

山里郎茶油斩获
国际博览会“金油壶”奖第一名

今年1-7月份，太湖县共引进5000
万元以上新签约项目28个，协议总投
资达105亿元，新签约项目中工业项目
19个、首位产业项目15个。该县招商
引资项目呈现出与首位产业关联紧、
项目投资额度大、项目亩均效益高等
新特点，这正是该县招商引资工作的
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该县将招商引资作为
“第一要事”，坚持主要领导牵头招商，
加快健全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创新招
商引资工作方式、完善招商引资工作
政策，着力打好招商、安商、富商组合
拳，全县已基本形成紧盯首位产业招
商，以安商、富商促招商的环境，招商
引资正加快向选商选资转变，为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紧扣“准”字抓招商

该县坚持招商引资为产业长远发
展服务、为地方健康持续发展服务的导
向，在“准”字上做文章，从“瞄准产业
招”“看准企业招”“下准任务招”三方面
着手，进一步提升招商引资的精准度。

该县紧盯功能膜材料和文化旅游
两大首位产业招商。在功能膜产业方
面，2018年该县组织专门力量，聘请行
业专家，在对功能膜产业进行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广泛收集全国范围内功
能膜材料及其上下游产业重点企业名
录，形成功能膜材料产业地图，下发到
全县各招商团，由各招商团按图索骥，
与重点企业精准对接。同时，积极利
用全国性专业功能膜展会平台，在深
圳3次设立展台，组织县内企业组团参
展，一方面扩大“安徽太湖 中国膜

都”知名度，另一方面通过展示功能膜
企业在该县发展成就，推进以商招
商。2018年以来已有13个功能膜及其
上下游企业成功落户该县，今年以来，
已有200余家企业到该县实地考察。

为加快推进招商引资向选商选资
转变，在紧盯首位产业、看准产业招商
的基础上，该县形成了“三看”选商办
法，即对重大线索项目，由主要负责同
志牵头抓，参与企业考察、项目谈判
等，重点看客商素质、企业素质、产品
素质。通过“三看”选商选资，近年来，
该县相继成功引进了金张、富印、华
强、集友等优质项目，新签约项目的落
户成功率逐年上升；同时，通过“三看”
选商选资，也将不符合该县国家重点
生态功能区定位和“两高一低”项目婉
拒门外。

该县还充分发挥考核“指挥棒”作
用，调整优化招商引资考核办法，突出
招大引强、首位产业和新上项目的考
核权重。年初，通过全县招商引资大
会形式及时将招商引资目标任务，分
解到各乡镇、驻外招商办、县直单位和
招商团，层层传导压力，逐级夯实责
任。年中，通过信息化平台对全县招
商引资项目进行管理，并坚持一月一
通报、一季一调度、半年一督查，促进
项目早签约、早开工、早投产、早达
效。强化招商引资考核结果运用，建
立招商引资风险金制度，把招商引资
与干部使用挂钩、与单位评先评优挂
钩、与干部职工经济待遇挂钩。

紧扣“帮”字抓安商

该县认为“安商就是招商，安商就

是最好的招商”，把“安商”作为招商的
前提抓手和检验领导干部谋划发展的
标杆，按照“企业无事不插手、企业有事
不撒手”的理念，建立招商引资企业服
务机制，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
用心帮困，真情解难，努力让客商安下
心来干事创业、安居乐业、长久发展。

该县建立起由县级领导牵头联系、
县直单位对口服务、100余名干部职工
入驻企业常态化服务制度，建立了招商
引资企业事项快速办理的“绿色通道”，
开通了诉求快速反应的“直通车”。同
时积极与企业家交朋友，构建“亲、清”
政商关系，传统节假日都做到由县领导
在县陪伴企业家。针对招商项目在县
发展中的“地”“钱”“人”等掣肘因素，
加快建立健全帮急事、解难事的安商
制度。用地方面，大力推进开发区扩
区和徐桥、城西、小池工业园区建设，
已基本形成“一区三园”发展格局。同
时，加快“腾笼换凤”步伐，大力淘汰落
后产能，盘活闲置用地，保障优质项目
发展。近年来，开发区盘活工业项目
用地超过1000亩。在融资方面，重点
完善融资担保体系，引导和支持银行
机构扩大信贷资金投放。今年以来，
已为企业提供融资担保21笔，解决企
业资金需求2.13亿元。在用人方面，建
立县、乡镇、村、组四级招工服务体系，
利用扶贫走访契机精准宣传园区企业
用工信息，帮助园区企业解决招工难
题。今年在县内举办15场招聘会，2次
组织县内企业赴4所高校开展校园招
聘，累计为企业招工1000人。并专门
针对企业引进和留住专业人才、高端
人才出台政策，从安家定居、工作补
助、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资金支持。

紧扣“扶”字抓富商

该县坚持每年修订完善工业、现
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政策，
政策的激励和支持方向重点聚焦优质
企业，突出做到扶优扶强，近年来，该
县财政年均为企业兑现产业政策奖补
资金达3亿元，尽全力帮助支持企业提
升发展质量、拓展发展层次。为帮助
功能膜企业提升研发水平，该县成立
了功能膜检测研究院，为功能膜企业
提供产品研发公共平台。

该县围绕重点企业的发展需求，积
极帮助企业申报和争取项目资金。近
年来，先后为金张科技等企业争取到偏
光板离型膜、环保设施改造等上级项目
奖补资金5034万元，为牛力模具等16
家企业争取省级奖补资金1578万元。

2017年 1月 24日，集友股份实现
主板首发上市，募集资金 2.55 亿元。
目前，金张科技已进入上市辅导备案，
宏宇五洲、兴牧公司等企业上市前期
工作稳步推进。这正是该县加大企业
上市力度的一个侧面。近年来，该县
出台支持企业上市融资奖励办法，采
取县财政先借款垫付前期费用、企业
成功上市之后再转为奖补的方式，引
导企业积极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并抢抓贫困县企业IPO“绿色通道”的
政策机遇，为企业上市提供全过程保
姆式服务，积极推进企业实现资本市
场直接融资。 通讯员 叶玲玲

打好招商组合拳 筑得良巢引凤栖

本报讯 近日，太湖县“天华
谷尖”茶在2019年世界绿茶协会
评比会上荣获最高金奖。该评比
会由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世界绿茶
协会主办，是茶的质量、创造性、
理念的明确性、机能性等茶适销
性的评比会，颁奖典礼将于 11月
份在日本举行。

“自古吾乡出好茶，朴翁诗
赋谷尖夸。卅年辛苦精培育，今
日豪添锦上花。”据了解，1986年
4 月，在著名茶学专家陈椽教授
亲临指导下，该县发掘历史名茶

“南阳谷尖”，采用特殊工艺创制
而成，易名为“天华谷尖”。“天”
意为山之高，“华”意为物之精，

“谷”喻茶形又指时令谷雨。天
华 谷 尖 茶 是 一 种 特 级 炒 青 绿
茶。其原料采制和制作工艺非
常考究，形似稻谷，色泽翠绿，香
气高长，汤色碧绿，滋味鲜爽，叶

底匀整嫩绿明亮，以味道浓厚、持
久耐泡而著称，具有生津止渴、提
神爽气之功效，兼有疗疾健美之
功。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赵朴初先
生饮后，盛赞其“色碧、香清而味
永”，挥毫题诗赞美：“深情细味故
乡茶，莫道云踪不忆家，品遍锡兰
和宇治，清芬独赏我天华”。“天华
谷尖”自1987-1988年连续两年经
省茶学会评为全省名茶，1989年
被农业农村部评为部优名茶，并
多次在国际、国内茶叶博览会上
获金奖，2002年 3月被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审定为绿色食品
茶，2002年底被安徽省政府授予
安徽名牌产品，2000-2002 年连
续3年通过农业农村部茶叶质量
检测中心检测认定为营养、安全、
无公害农产品。2015年获“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通讯员 朱世鸿 李晓华）

“天华谷尖”
荣获世界绿茶评比会“最高金奖”

本报讯 8月 26日至28日，
上海期货交易所组织 70 名新入
职员工，深入太湖县开展“不
忘扶贫初心，实干践行使命”
体 验 式 扶 贫 、 劳 动 等 系 列 活
动。活动中，70 名新入职员工
实地参观考察了该县小蜗牛电

子商务创业园、县电子商务公
共服务中心，随即与该县青年
创业联盟企业家、龙山志愿者
协会6位代表交流座谈，深深打
动 了 在 场 的 上 期 所 新 入 职 员
工，使大家受益匪浅。

（通讯员 陈振伟）

上期所70名新员工深入太湖体验生活

西湖村，因坐落于太湖县大石乡境
内泊湖西岸而得名。全村总面积约12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8517亩，养殖水面
1000余亩，山场1300余亩。辖30个村
民小组，1243户5017人。丰富的水面，
广袤的田园，一直是乡亲们深耕细耙、
发家致富的希望，粮油棉渔丰富了乡亲
们的好日子，也因此使西湖村获得了

“鱼米之乡”美誉。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昔日山情

水意的田园，留不住大量的年轻劳动
力外出务工的脚步，土地不再是乡亲
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希望，单一的种植
业使“鱼米之乡”失去了往日的生机。
面对发展窘境，近年来，该村两委一班
人不断想思路、探出路、闯新路，通过
参加县乡组织的“看、比、学”活动，村
里组织村两委干部和村组能人积极走
出去学习先进经验，请专家、外地发展
能人进村传经送宝，开拓了思路，打开
了眼界。“村两委一班人集思广益，认
为近万亩山水田园依然是西湖村实现
乡村振兴的‘命根子’，不仅要守住好
它，还要发展好它，重新点燃兴村富民
的‘新希望’。”村党总支书记查达球介
绍说：“实践证明，作为一个非贫困村，
产业发展一直是西湖村的一个瓶颈问
题。村两委一班人通过外出考察学
习，回来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租赁土
地30亩发展苗木种植当年就收入12.7
万元，使我们抓产业发展的信心进一
步增强。村里在积极发展村级集体经
济的同时，大力鼓励能人、大户发展特
色产业，目前全村已经形成了瓜蒌+草

鹅、稻虾连作综合种养、苗木花卉等特
色主导产业。同时通过合作社+基地+
公益性岗位+农户等形式，带动183户贫
困户实现稳定脱贫增收。”

虽是非贫困村，但是一直以来，西
湖村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却是“0”，尚有
191户、620人生活在贫困线上。“要带
领这部分群众尽快摆脱贫困，村级集
体经济必须首先强起来，才能做给群
众看，引领群众干。”村委会主任陈挺
凡如是说：“村两委一班人只有率先做
思发展、懂发展、会发展的明白人和带
头人，在群众中才有影响力。”

2017年5月，村里成立了太湖县鑫
湖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并瞅准各地
建设美丽乡村需要大量苗木花卉机
遇，首先租赁土地30亩发展了红叶石
楠、桂花，当年就收入12.75万元，还带
动6个贫困人口在基地就业收入2.4万
元。这是西湖村村级集体经济淘得的

“第一桶金”，老百姓得到了实惠，看到
了村两委一班人真干事、能干事，村组
工作也因此一呼百应。

村里顺势而上，在帅庄组流转租
赁310亩土地，试水“瓜蒌+草鹅”模式
发展综合种养产业，打破了昔日单一
的传统种植产业格局，提高了土地复
种指数和土地附加值，进一步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目前，130亩瓜蒌长势良
好，丰收在望。预计按亩产170斤瓜蒌
子、总产值将达35万元以上。20亩基
地养殖草鹅2000羽，截至8月8日已销
往河南1600羽，收入12.7万元。160亩
水稻按单产1000斤算，产值也将突破

16万元。同时，村里抢抓县里支持光
伏扶贫产业的机遇，综合利用土地复
垦、退宅还耕项目新增的土地和水塘，
建起了180亩的6兆瓦“农光互补”光
伏家园基地，带动66户贫困户获得土
地租金75600元，村级集体经济也因此
获得土地租金收入5400元。预计到今
年年底，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累计将突
破70多万元。

陈立恒不仅是村党总支副书记，
也是个经济发展的“好手。”他充分利
用村里实施土地平整项目后，率先租
赁了1700亩田地，购置3台大拖，成立
了“安丰”农机合作社，发展有机优质
稻种植业，去年就产有机优质稻170万
斤，产值突破180万元，带动67户贫困
户通过土地租赁获得资产性收入年均
达9万元，11个贫困户常年在基地务工
年均7000元以上。不仅如此，在村里
积极筹划支持下，他和妻子充分利用
家庭门店，承担起了西湖村电商中心
职责，通过九个挑夫“村货巴士”县级
电商平台，把乡亲们手中各种土特产
源源不断销往外地，家庭门店成了商
品下乡、农特产品进城的小小聚散地，
成了乡亲们增收的“聚宝盆”。

“村干就是产业发展的服务员”，
陈立恒深有感触地介绍说：“村两委班
子7名成员分片挂帅的组都有发展能
人、都有一个以上特色产业。”

通过建基地、建厂房、办实体、兴
产业，不仅使村里“家底”日渐厚实起
来了，能人“能量”激活了，带动群众脱
贫增收共同发家致富的活力充分涌

现。同时通过大力实施退宅还耕、饮
水安全、道路交通等工程，极大地改善
了村民宜居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环
境得到极大提升，带来的是干部群众
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村里因势利导
逐步建立起了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引
导贫困户以土地、小额扶贫贷款、参与
基地就业等形式加入合作社，实现自
主创业、积极就业增收，共同走上脱贫
致富本小康的梦想。仅2018年贫困户
就参加合作社分红6.6万元，通过代种
代养入股分红6.56万元，“四带一自”
产业发展入股资金分红 13.156 万元。
姚屋组现年69岁的徐占先家庭，因为
老伴长年生病背下了沉重的债务。一
家5口人生活举步维艰。在党的扶贫
政策关怀下，村里因户因人综合施策，
他将6亩多田地全部流转给大户，年获
得租金2000多元。同时，通过参加村
环卫清洁、村产业基地管护等公益性岗
位，徐占先年获工资性收入6000元，孙
子、孙女读书全部享受教育资助。儿子
媳妇解决了后顾之忧后，一门心思在外
务工，年收入超6万元。他家于2016年
光荣脱贫了。说起现在的家庭生活，徐
占先老人开心地说：“虽然我过去是贫
困户，因为党和政府的关怀，我家2016
年顺利脱贫了。现在，村里又发展了瓜
蒌、草鹅等产业，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
希望。村里还通过安排公益性岗位，让
我在基地就业、在村里清理环境卫生，
一年有6000元收入，相信以后我家的
日子会越来越好，我们贫困户打心里深
深感谢党和政府。” 通讯员 陈振伟

产业振兴西湖村

截至 9 月 1 日，安徽太湖县中
腾集团公司开展的 2019 年度助学
济困行动基本完成,累计资助县内
50多名今年高考寒门学子，持续资
助 2016-2019 年结对的贵州、青海
等省内外贫困大学生20多名,资助
金达 20 多万元。中腾集团公司多
年来,累计捐赠爱心善款近 500 多
万元，结对资助大、中、小学生近
400 多名、农村贫困对象 200 余户，
覆盖面达太湖县15个乡镇，并把爱
心火炬传递到了四川、青海、云南
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通讯员 刘辉 陈振伟 摄

中腾助学暖民心

8月31日,地处深山海拔800多米的太湖县天华村百罗湾组村民正
在晾晒丰收的玉米,收获喜悦的心情。 通讯员 刘辉 摄

山头玉米喜丰收

本报讯 近日，太湖县以
“我文明、我参与”为主题，深
入开展文明创建志愿者进社区
进小区进街道宣传活动。来自
县龙山志愿者协会、青年志愿
者协会的志愿者以及各社区、
各网格包保责任单位干部职工
统 一 着 装 ， 使 用 文 明 礼 貌 用
语，深入部分居民小区、机关

大院和主次干道，向沿途市民
群众和广大商户发放文明创建宣
传资料，讲解文明创建常识，大
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引导
广大市民积极投身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的创建工作，着力营造了浓
厚的文明创建氛围。

（通讯员 吴光磊）

太湖深入开展文明创建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