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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短 播新新闻闻

回望一个国家的历史，亦或是展
望她的未来，交通出行始终是一项重
要的指标，它如同一面镜子，时时映
射出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与进步。新
中国成立70年来，怀宁交通运输状
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泥泞
到平坦，由狭窄到宽阔。从泥土
路、砂石路、渣油路到宽阔的水泥
路、沥青路，从普通公路到高等级
公路、高速公路，从普通铁路到高速
铁路。立体化的交通网络让广大人民
出行越来越方便，经济社会发展也迈
上“快车道”。

出行难 踏平坎坷成大道

曾几何时，出行难一直是人们心
中的隐痛，对通达之路的渴望成为老
百姓内心的呼唤。怀宁历史厚重，底
蕴深厚，物产丰富，然而受制于交通
的落后，这些都“藏在深闺人未识”。
有一组数据显示，解放前，怀宁境内
仅有合安、牌龙、高界、月洪、月秀
等5条简易公路，全长80.1公里，均
系2-3米宽的碎石泥土路面。新中国
成立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
展，公路建设有了较大的发展。70年
代中期，该县境内有国道2条，全长
50.6公里，省道1条54公里，县乡公
路8条，171.3公里，乡村公路1条7.8
公里。仅合安路、高界路两条国道为

渣油路面，其余均为碎石泥土路面。
落后的交通严重制约着怀宁的经

济社会发展，盼望修路、盼望致富、
盼望走出去的迫切心情唤醒“敢叫日
月换新天”的顽强斗志。上世纪80年
代以来，凭借改革开放的东风，怀宁
县经济实力开始逐步增强，全县拉开
了道路交通建设的大幕，“十一五”
期间，用3年时间完成了“村村通”
水泥路工 程 建 设 780 公 里 ， 全 县
242 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水泥路；
投资 8287 万元，完成县、乡道沥
青路面改造 85.7 公里；投资 1.5 亿
元，实施农村公路危桥加固改造
133座；2016年-2018年，县政府投资
4.4亿元，实施农村道路畅通民生工程
976.99公里；实施农村公路网化工程
76.26 公里；2019 年，投资 4.7 亿元，
实施“四好农村路”扩面延伸工程
581公里。

快车道 而今迈步从头越

为全方位提升和完善全县出入境
及城镇交通格局和功能，努力形成对
外成链、对外成网，互联互通的交通
格局，2016年县政府投资近20亿元对
206国道怀宁段按一级公路标准进行
改建；2017年，投资15.87亿元，新建
238 省道高河至石牌段一级公路，
2016年11月，怀宁县又先后启动合安

高铁 （怀宁段）、安九高铁 （怀宁
段）建设，从此，怀宁交通运输步入
快车道。至2019年9月底，全县境内
铁路里程达50.78公里，在建高铁达
59.49 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 74.3 公
里、国道63.362公里、省道90.146公
里、县道113.159公里、乡道332.199公
里，村道2518.75公里。

今天，在欣欣向荣的独秀大地，
一条条道路纵横交错，宛如条条彩带
铺展延伸，连接城乡，且不断在延
伸、在拓宽、在 改 造 ， 民 航 、 高
铁、铁路、高速、国省道构筑起现
代化的立体交通网络。与此同时，
该 县 还 大 力 发 展 公 共 交 通 事 业 。
2002 年，县城由石牌搬迁至高河。
如今，怀宁县城的公交车已由当初的
20几部破旧的小客车发展到现在的80
多部大型新能源客车，公交线路也由
县城辐射到周边5个乡镇，并开通了
高河至安庆公交专线。县城内建设公
交站亭 96 个，智能化电子站牌 22
个，公交车充电桩46个；建设有经开
区公交停保场，城南换乘中心等大型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网 打造发展新名片

近年来，该县坚持惠民、利民、
为民，加大路网建设力度，构建科学
畅通地立体交通网络，不仅引领着怀

宁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也悄然改变着
群众的生活。

该县着力打造“交通枢纽”，立
体化交通网络的辐射带动作用越来越
彰显。合九、合安铁路，沪渝、济
广、合安高速公路，206、318国道穿
境而过，安庆火车西站、石门湖码头
坐落境内，安庆天柱山民航机场、长
江货运码头紧邻县境，合安九高铁及
安庆西枢纽站、岳武高速东延支线正
在规划建设中，五种运输方式互为一
体，形成了立体式、多元化的交通网
络，使怀宁承东启西、连南引北的区
位优势更加凸显，加快了融入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步伐。“蓝莓之乡”作
为怀宁的又一张美丽名片，借助于发
达的交通网络，走出怀宁，走向全
国，向五湖四海的游客发出诚挚邀
请。今年蓝莓节期间，接待休闲采摘
游客25万人次，总产值已达6亿元。

为更好对接长三角城市，承接产
业和科技，怀宁正迈入“高铁时
代”。合安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八纵八横”京港（台）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总投资 334 亿
元，新安庆西站就坐落在该县茶岭
镇，目前茶岭境内合安线已经结束，
高铁站正在加紧建设基础工程。高铁
建成后，将更加快速推进怀宁融入长
三角城市群。

通讯员 胡浩 何宏伟

怀宁：发展之“路”越走越宽畅

日前，江镇镇中心学校工作人员
刘建国又一次来到方江海家中，采购
他养殖的土鸡。“作为他的结对帮扶
单位，我们打算和他订立长期供货关
系。”刘建国说，只要是我们需要
的，他家里有的，就尽量到这里来采
购。

今年69岁的方江海是江镇镇新合
村方屋组建档立卡贫困户，妻子和儿
子患有残疾。2018年，方江海在驻村
工作队的帮助下，除去种下的水稻、
山芋、油菜、玉米等农作物外，还养
了2头猪和50只鸡。

“1000 多斤山芋粉卖了万把块
钱、油菜籽打油卖了2000块钱。两头
猪收入6000多块。”方江海一笔一笔

地算着家庭收入。去年，他种养的农
副产品，全部卖了出去，获得两万多
元的经济收入，极大改善了家庭生活
条件。

在当地政府和结对单位地支持
下，该村的扶贫产业基地产出的上万
斤黑木耳，也实现了产销两旺的好势
头。“去年生产的12000多斤耳子，帮
扶单位和帮扶个人帮着卖了 8000多
斤，剩下的几千斤走电商平台帮我们
销售了。”江镇镇新合木耳种植基地
负责人何书苗说。

该县针对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销
售难问题，通过整合扶贫资源，建立
消费扶贫协作机制，发挥帮扶主体作
用，一方面组织力量帮助贫困户发展

生产，另一方面压实帮扶主体责任，
利用电商、商超、单位食堂、扶贫产
品展销会等平台，开展农产品产销对
接，帮助贫困户打开农产品销路，确
保贫困户通过发展生产获得收益，实
现增收脱贫。

在洪铺镇三岭村的蔬菜扶贫基
地，怀宁海螺公司每天都要从这里采
购新鲜蔬菜，供应到企业职工食堂。
作为三岭村的结对帮扶单位，怀宁海
螺公司每年要从基地采购5万多斤蔬
菜，为基地创收14万多元。有了稳定
的销路，这一蔬菜基地生产效益十分
可观。

“海螺公司的采购，彻底解决了
蔬菜基地销量问题。”蔬菜扶贫基地

负责人刘广复说，接下来要做的，就
是增加蔬菜品种和产业，进一步带动
周围的百姓。

今年以来，该县广泛发动社会力
量，企业、机关单位、帮扶责任人投
入到消费扶贫当中，积极引导贫困户
产品进社区、进商超、进企业、进食
堂、进电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增加贫困户经济收入的同时，也激
发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带动贫困户
实现稳定脱贫。目前，该县已按照

“一村一店”标准建立村级电商，组
建一批扶贫农产品经纪人队伍，设立
近百个流通服务网点，带动300多户
户均增收600元以上。

通讯员 汪传宝 李根

开展消费扶贫 助力自主脱贫

本报讯 怀宁县残联通过开
展“扶贫日”助残系列活动，为残
疾贫困人送去黄梅戏与免费辅助
器具，增加贫困户脱贫信心，提高
残疾人生活质量。

日前，怀宁县残联工作人员
将价值一万多元的电动护理床，
送到了刘带娣家中，并教他们操
作使用。刘带娣家是该县黄墩
镇高楼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她儿
子多年前因工地施工不慎坠楼，
造成高位截瘫。除了日常家务
之外，60多岁的刘带娣还扛起了
照顾儿子的重担。县残联给她

家送来的电动护理床，大大减轻
了她照顾儿子的压力。与刘带
娣家一样，家住该县雷埠乡曙光
村的韩毛扣，她本人 20 多年前
因劳作不慎造成下半身瘫痪。
县残联也给她送去了护理床。
得知护理床的功能后，她脸上露
出了幸福的微笑。除了向残疾
贫困人免费发放 20 多套辅助器
具外，怀宁县残联还组织送戏下
乡与助残志愿服务活动，大力宣
传党的扶贫政策，激发贫困户脱
贫的内生动力。
（通讯员 张文涛 包俊根）

怀宁：提升贫困残疾人生活质量

本报讯 日前，怀宁县黄龙镇
正组织工人对溢流道进行加固。
为积极应对当前持续旱情，该镇通
过围堰蓄水，保障本镇及周边两个
乡镇居民生活用水正常。

今夏以来，该县持续干旱少
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减少六到八
成，县内主要河流有5条断流，地
下水水位下降，水库蓄水偏少，土
壤缺墒80%以上，导致各地出现不
同程度旱情。黄龙镇设置的拦河
围堰位于皖水与珠流河交汇处，上
游来水从皖水汇入珠流河，黄龙、
平山、三桥3个乡镇四个自来水厂

均在此处取水。由于持续干旱和
前期的农业生产用水较多，目前上
游放水数量、水量有限，大概能够
维持4个水厂使用20天左右时间。

为确保黄龙镇及周边部分乡
镇10万居民饮用水万无一失，该
县报请市水利水电规划设计院现
场勘测商定新建5级提水站（5级
拦河堰）将下游皖河水提至珠流
河口取水点。黄龙镇杨联圩水委
会主任陈孝思表示，如果在20天
内仍没有降水，将立即启动5级提
水工程，满足 3 个乡镇的供水需
求。 （通讯员 汪传宝 高波）

怀宁：全力抗旱保用水

本报讯 怀宁县积极完善秸
秆收贮体系，拓宽秸秆综合利用
途径，突出秸秆规模化利用，变废
为宝，持续发力推进秸秆综合利
用，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

眼下，小市镇的四联村大畈
的水稻收割殆尽，秸秆收储合作
社的人工和机械却异常繁忙。收
储站里的2台秸秆打捆机与拖拉
机互相配合，在田里来回穿梭，捡
拾秸秆、编序压实、打捆成型。在
已经打捆成型的田块里，工人们
正在将秸秆装车运输，整个流程
分工明确，一气呵成。小市镇秸
秆收储站站点负责人谢传林说：

“有4台车循环装，我们这头有4
个人装，在秸秆站有4个人卸车，
一车差不多能装3吨左右。”

随着秸秆禁烧意识逐步增

强，群众逐渐认识到了秸秆无害
化处理的重要性。收储站按照10
元每亩的标准，奖补给机械化收
割的种植大户；针对零散的村民
耕地，秸秆收储合作社按照自愿
原则，聘请部分村民，为秸秆运输
装车下货，在环保的同时，也让村
民尝到了秸秆综合处理的甜头。

“秸秆回收好，田里草搞走了，我
们田里也搞干净了，也还环保了，
我在这打工也还搞到100块钱一
天，真好。”村民王功流说

从2017年开始，怀宁县利用
中央财政秸秆综合利用试点县项
目资金、民生工程建设奖补资金
等多种方式，分两批在小市镇、秀
山乡、雷埠乡等10个乡镇分别建
成 11个站点，预计今年全县秸秆
综合利用率将超过93%。
（通讯员 张文涛 陈锐 李玲）

秸秆综合利用 环保又经济
怀宁县以综合整治影响农村人

居环境的突出问题为重点，坚持规
划先行，坚持村庄整体风貌与自然
环境相协调，合理布局村庄生产生
活空间，扎实开展城乡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提升工程，不断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据了解，今年底，怀宁将
建成 6 个基础设施健全、环境整
洁、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综合整治
示范村，4个村强民富景美人和的重
点示范村。
通讯员 黄国华 张文涛 宗禾 摄

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宜居家园

本报讯 今年以来，怀宁县高
度重视棚户区改造民生工程工作，
明确职责，争取资金，落实政策，加
强监管，高位推进该项民生工程实
施。截至目前，全县共实施棚户区
改造项目 31 个，累计改造住房
16761套，改造面积 196.32万平方
米，其中2019年实施改造1000套，
改造面积13.98万平方米。

该县将棚户区改造工作列入
为民办“十件实事”之中，每年年
初将工作任务进行分解下达，明
确责任单位、责任人，分管领导实
时跟进项目进度，协调解决项目
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确
保棚户区改造各项目标任务顺利
完成。除积极争取棚户区改造中
央和省补助资金外，还根据本地

区棚户区改造目标任务，通过财
政预算、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土
地出让收益安排资金，实施棚户
区改造。同时，积极申请贷款和
棚改专项债券资金，截至目前，已
融资5.2亿元，申请棚改专项债券
资金5.13亿元。

全面落实棚改财政资金和土
地等支持政策，建立健全中央财政
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申报工
作制度。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加大
对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招标、建设
施工、竣工验收等过程的监管力
度，严格工程招投标、施工图审查、
施工许可、质量监督、竣工验收备
案等程序，强化监督检查，切实加
强工程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
安全。 （通讯员 张佳佳）

怀宁完成棚户区改造196万平方米

近日，在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怀宁县人社局劳动监察大队将一企
业拖欠2年之久的10.03万元工资发放到5位农民工手中，依法维护了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通讯员 汪传宝 凌聆 摄

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图一：整治后的
小市镇平坦社区风景
如画

图二：整治后的
石镜太平村中心组环
境宜人

图三：黄墩镇蒋
岭村清除村内沿路杂
草杂树

图四：茶岭镇谭
桥村开展环境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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