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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新新闻闻

县（市）区新闻

“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这曾
是70年前太湖县交通的真实写照。70
年来，该县攻坚克难，苦干实干，交通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该县不断加大资金投入力
度，通过加快城乡公路建设步伐、优化
城乡公交路网结构、加强城乡交通安
全管理等措施，全面提升运输服务能
力，大大改善了城乡群众交通出行环
境，让群众在享受便利交通的同时有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目前，该县
已经形成以骨架公路网为依托，铁路、
水运为补充的“三纵五横”多维交通体
系，为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
高质量脱贫摘帽奠定了坚实基础。预
计到2020年实现通用机场规划选址、
合九高铁太湖段主体建成、蕲太高速
有望开工建设、国道105太湖段建成通
车、省道246全线开工、乡村“组组通”
硬化路、铁路联运、城乡公交一体化、
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形成，实现城
乡公交与综合交通互动发展。

泥泞变通途 圆了“致富梦”

山道如歌，大道如虹。如今，徜徉
在太湖县山里山外，一条条公路穿城
入村，羊肠小道变成了宽敞的乡村公
路，坑坑洼洼的沙路变成了平整的水
泥路；不论在山区，还是在畈区;不论在
库区，还是在湖区，人们看到的是一条
条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水泥路盘踞
于丘陵和大山、水库和湖泊之间，犹如
一根根“毛细血管”，把城市与乡村紧
密连在一起，架起了一座座城乡经济
发展的桥梁，一幅幅立体交通图展现
了太湖经济社会高质量繁荣发展的美
好图景。

在江塘乡白云村，过境的X020太
怀公路焕然一新，圆了村民的“出行
梦”。该条公路起点位于新仓镇新仓
村，终点位于江塘乡何墩村，是连接太
湖怀宁两县的重要公路之一，2013年1
月，该县正式对X020太怀公路进行升

级改造，2014年1月正式通车。家住路
边的村民章正华对这条公路的前后变
化是深有感触，“这条路没有修之前，开
车很不方便，平常想上街很困难。修通
后，给我们生产生活各方面都带来很大
的方便，老百姓都非常高兴。”

X020太怀公路条件的改善也吸引
了不少有志青年回乡创业，新仓镇的
卢志良就是其中一位。2016年，他回
乡创立了太湖欣雅电子有限公司，主
营服装生意，2018年营业收入就达到
1200万元，今年他又把土特产作为自
己主营业务之一，想带领更多的父老
乡亲共同致富。“当初回来创业的时候
就是看到家乡的路修好了。我们做电
商的必须交通方便，要不然村货巴士
根本就没法到达我们这里。现在路网
全部打通了，我们现在做物流做电商
都十分便捷。”

道路通，百业兴。X020太怀公路
的修通，给线路上的江塘乡白云村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该村通过发展
蓝莓、石斛、湖羊等特色产业，村集体
经济2018年突破了10万元，今年有望
突破15万元。白云村党总支副书记章
松艳高兴地说道：“近几年来，我们村
里交通方面的变化相当大，X020太怀
公路、村村通、组组通实现了全线贯
通，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方
便，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现在
正在建设的高铁也经我村穿境而过，
S246公路正在启动当中，将来这两条
路的修通将会给我村经济发展带来更
多机遇。”

X020太怀公路修建给周边到来的
变化，只是该县交通建设的一个缩
影。新中国成立70年来，该县农村公
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到质的
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近两个
五年计划期间，该县抢抓机遇，积极筹
措资金并争取上级支持，掀起了农村
公路建设新高潮，累计完成投资 11.14
亿元，完成危桥改造146座，完成天弥
线、小花线、刘牛线等县乡道路升级改

造131.7公里，完成农村公路网化工程
137.6公里，完成运输站场1个，启动建
设运输站场1个。此外，国省干线公路
实施四级升三级公路改造项目 2 个
22.849公里，四级升二级公路改造项目
4个96.442公里，二级公路路面改善项
目4个30.401公里，新建省道二级公路
项目2个。

一路连内外 畅通“大动脉”

“羊河大桥的修建是我村村两委
和老百姓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因为
它涉及两岸4000多名群众的出行和生
产生活。现在大桥修好后，老百姓的
农土特产品能够卖到更远的地方，大
桥已成为我们与老百姓之间的一座连
心桥、致富桥。”牛镇镇羊河村党总支
委员陆常林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据介绍，牛镇镇羊河村村民世代隔
河而居，羊河桥就成了两岸村民出行的
主要通道，原先的羊河漫水桥建于2008
年，每逢春夏涨水，洪水漫过桥面，河对
面1000多村民无法通行。孩子上学、村
民就医需绕道16公里从岳西县店前镇
过河，况且桥面狭窄，两边无护栏，存在
重大安全隐患，新建羊河大桥就成了村
民一直以来最大的一个愿望。

村民陈院说：“以前羊河上有个小
木桥，后来又修了一个过水路面桥。但
是山洪暴发的时候，根本无法通行，给
两岸人民群众出行带来极大的不方便，
特别是小孩上学，家长们都很不放心。”

2017年 11月，新的羊河大桥正式
动工建设，2018 年 11 月大桥正式竣
工。大桥的通车对于羊河村板桥小学
校长何吉方来说是最高兴的一件事，
因为他再也不用和老师们背孩子们过
河了。何吉方说：“羊河老桥是个漫
水桥，每到汛期对学生和老师都很不
安全。每到放学的时候，都是我们学
校安排老师背送学生过河。现在新建
了大桥，给我们学校带来了很大的便
利，背学生过河已成为历史。”

一桥架起两岸，一路连起内外。
有了好路好桥，运输行业才能快速发
展，经济才能腾飞。目前，该县班线
客运全部实现公司化经营，开通县内
外班线125条，农村班车通达率93%，
年客运量 1151万人次，完成城西客运
站改造和城东客运站扩建，启动了城
南客运站建设，目前工程主体已经竣
工，即将交付使用。货运市场发展势
头良好，拥有货运物流企业 9 家，货
运 车 辆 1351 台 ，年 货 运 量 4205 万
吨。航运方面，水运保持安全平稳。
花亭湖单线通航最长 32 公里，全年
通航航道90公里。共有乡镇客渡船
25 艘，5 条一类航线日客流量达 800
人，年均客流量30万人次。

未来，太湖交通正尽情展开梦想
的翅膀。安九高铁太湖段工程进展顺
利，有了高铁，太湖将形成纵贯东西、
直通南北的交通运输通道，将大大加
速太湖融入长三角等地区区域一体化
进程，提高太湖在皖西南的交通枢纽
地位；正抓紧实施的G105太湖段一级
公路改建工程，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
建成后时速可达80到 100公里；正在
筹划中的蕲太高速公路项目总投资达
35 亿元，有望在 2020 年开工建设；
S246太湖至望江公路太湖段改建工程
勘察设计项目完成招标，项目采用一
级 公 路 标 准 进 行 建 设 ，路 线 全 长
42.6KM；太湖山库区快速通道全长64
公里，目前已完成规划设计；太湖通用
机场建设正在谋划……太湖交通人用
砂石当原料、用勤劳作画笔，描绘出一
幅幅瑰丽壮美的锦绣画卷，铺就太湖
经济发展“快车道”。新时代新征程，
凭借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太湖将
与全国各地心手相牵、发展相融。
通讯员 叶玲玲 吴阳金 梅大宋

太湖：真情铺就富民路

本报讯 太湖县于今年7月
26 日正式开通医疗救助“一站
式”结算。至此，由县医保局牵
头实施的基本医保、大病保险、

“351”“180”及医疗救助等民生工
程项目全部实现“一单式”受理，

“一站式”结算，并取得了良好的
预期效果。截至目前，除“351”
即时结报以外，共即时救助1500
余人次，救助金额40余万元。此

项结算服务既简化了申报审批
流程，实现了“即病即救”，医疗
费用“即走即结”，又切实做到了

“阳光操作”，实现了资源共享、
结算同步，让数据多跑路、群众
少跑腿，方便了群众看病，减轻
了群众医疗费用负担，确保了困
难群众最大限度受益，充分享受
救助保障。

（通讯员 刘灿）

太湖在全市率先
实行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服务

本报讯 日前，水利部太
湖流域管理局受水利部委托，
组织专家组对太湖县方洲水库
管理所进行国家级水利工程管
理单位复核验收。

专家组先后实地查看了方
洲水库防汛仓库、大坝、雨量
站、办公区以及调度中心、档
案室等地，详细了解方洲水库
管理所 2014 年获评国家级水

管 单 位 以 来 ，方 洲 水 库 在 组
织、安全、运行、财务管理工作
以及软硬件基础设施设备的建
设、运转情况，并查阅相关资
料 和 档 案 ，进 行 了 评 审 和 讨
论，依据水利部考核标准进行
逐项赋分，专家组一致同意方
洲水库管理所通过国家级水管
单位复核验收。

（通讯员 吴光磊 赵珏）

方洲水库管理所
顺利通过国家级水管单位复核

本报讯 日 前 ，“2019 安
徽工业设计周”系列活动在
蚌埠启动。中磁高科与安徽
大学产学研合作共同研发并
设 计 制 造 的 超 高 效 节 能 电
机、新能源车用三相异步铸

铜转子驱动电机、新能源车
用永磁同步驱动电机、铸铜
转子等新产品参加了本次设
计成果展，并获得了省长在
观展时的高度认可。

（通讯员 陈国军）

“太湖电机中磁造”获省长认可

本报讯 中秋节之际，太
湖县新城二小组织了一场别开
生面而温馨备至的“情满校
园，欢度中秋”主题班会，与
留守儿童一起欢度中秋。

在辅导员张兰琴老师和
德育处主任马树华老师的引
导下，孩子们品尝了香甜的
月 饼 和 水 果 ， 还 制 作 感 恩
卡，在卡上倾诉自己的心里
话 ， 表 达 对 爷 爷 奶 奶 、 父
母、老师的感恩之情和对未
来的美好祝愿。

在“才艺我来秀”的活
动中，孩子们载歌载舞，展
示才艺，讲笑话、唱歌、跳
舞、联欢，像个快乐的小天
使，感受学校这个大家庭的
温暖，感受到老师和同学们
对他们的关爱。同时，学校
还特意开展了“月圆中秋，千
里共婵娟”亲情视频面对面活
动，搭建孩子与父母沟通的桥
梁，连接孩子与父母宝贵的亲
情。

（通讯员 陈振伟 刘鑫）

新城二小情暖留守儿童

本报讯 9月10日，太湖在
深圳举行首位产业 招 商 说 明
会。 ICD CHINA 委员会委员
代表、珠三角地区知名功能
膜 企 业 负 责 人 、 行 业 协 会、
深圳太湖商会负责人以及太湖
本地功能膜企业负责人共聚一
堂，共商太湖功能膜材料首位

产业发展大计。活动期间，大
家观看了太湖县招商引资宣
传片，听取了功能膜材料首
位产业推介。县经开区和县
招商中心负责人向客商详细
介绍了该县营商环境和相关
招商引资政策。

（通讯员 刘灿）

太湖在深圳举行首位产业招商说明会

风和日丽，秋高气爽。眼下，正是收获之际，弥陀镇田家村村
民正在收割丰收的芝麻，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通讯员 刘辉 摄

初秋时节，阳光依然有些炙热。
而在太湖偏远山区的北中镇玉珠村上
罗塆 1200亩红心猕猴桃基地里，十
几位村民却在淌着汗水采摘果实，收
获着丰收的喜悦。

近日，笔者慕名而至，来到太湖
县十年前第一块开发山场发展起来的
猕猴桃园，目睹着收获的场景。

这里，距离太湖县城将近110公
里，海拔600余米，山高坡陡，群山
巍峨。站在山顶，遥望四周，重峦叠
嶂，山峰连绵，东临海拔700多米的
泡桐尖，北靠海拔 700 多米的笔架
山，西南临近海拔1109米的全县第一
高峰将军山。

要想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不着
边际、群山环抱的大山之巅种植猕猴
桃，令人难以想象。而从小生于斯长
于斯的吴义方却秉承着大山人不服
输、敢于拼、能吃苦的品性，于
2009年放弃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
国企工作多年的大胆决定，毅然回乡
创业，发展红心猕猴桃，尝试着在这

个行业里当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于是，吴义方开山育苗、精细管

护，把“山场”视为创业的“战
场”，把“信心”变成创业的“耐
心”，在经历了一千多个日夜的执着
坚守和艰苦付出后，成功掘起了创业
的“第一桶金”。

有道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十
年艰辛，喜结硕果。

笔者放眼梯级层叠的桃园，翠绿
茂密的藤架下挂满了毛茸茸的青果，
伸手可摘，张口可食。阳光透过缝
隙，映照在串串青果之上，显得格外
的饱满。

时而，从林下传出村民的笑语
声，才打破了大山的宁静与安澜；时
而，从林下走出提着满袋果实的村
民，才彰显着百姓的淳朴与辛劳。

采摘、分拣、装框、抬运，直至
拉下山、运进城、入冻库，村民们忙
得不亦乐乎，沉浸在春华秋实的怡悦
之中。

“我是长年在果园里打工，帮忙

锄草、剪枝、施肥、采摘，一年收入
3万多块钱。既照顾了家里，又有了
收成。”贫困户陈美玲绽放出幸福的
笑容，高兴地说。

“象我一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有十几个人在这里做事，比出门打工
不差些。看着满满的桃子一年比一年
多，村子里的群众都有获得感。”

也正是有了一群群任劳任怨、
默默劳作的百姓，才助力了吴义方
的成功创业；也正是有了吴义方敢
于拼搏的精神，才成就了自己的创
业人生。

十年来，在太湖县皖园汇农林果
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义方的积极引导和
精心指导下，已在县内外共发展猕猴
桃基地 4850 多亩，涉及北中、牛
镇、汤泉、小池、城西、晋熙、天华
等7个乡镇11个村17片以及岳西、金
寨等地，并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式，直接
带动370多户贫困户脱贫增收致富。
同时，就地就近解决农民长期务工

280余人和季节性用工350多人，全
年将发放农民工工资600多万元，充
分发挥了龙头企业致力脱贫攻坚的主
导作用和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今年，已有北中玉珠、城西凉
亭、晋熙岔路、小池红星、枫铺、天
龙等村2200多亩成熟挂果，预计产
量可达120多万斤，产值达1900多万
元，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了一
份厚礼。

眼下，正是猕猴桃陆续成熟的采
摘期，大量食客纷纷慕名就地采摘，
体验乐趣。其市场十分看好，产品批
量销往上海等地。

如今，作为太湖县青年创业协会
的一员，吴义方积极主动带动有志青
年在助力扶贫开发、推动乡村振兴的
康庄大道上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不
断拓展着更大的产业发展空间，不断
延伸着更大的皖园品牌效应，让更多
的食客品味甜蜜的生活，让更多的百
姓走上致富的道路。

通讯员 刘辉

硕果累累满高岗

村民将采摘的果子摆放成数字“70”

村民在整理采摘下来的弥猴桃

村民正在采摘猕猴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