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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
我市目前正在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安全
运行监测系统，系统应用后将实现对
城区范围内供水、排水、燃气等重要管
线安全运行的实时监测。智慧管网综
合监管平台已于2019年 12月 25日上
线试运行，地下管网各类管线数据目
前正在持续录入中。

城市地下管线为城市范围内供
水、排水、燃气、热力、电力、通信、广播
电视、工业等管线及其附属设施，这些
管线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用水用电、通

信收视，覆盖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是
保障城市运行的重要基础设施和“生
命线”。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地下管
线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构成状况
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根据省政府办、省住建厅的相关
部署安排，我市建设地下管网安全运
行监测系统，包括搭建统一门户系统、
建设综合安全运行监测系统、完善地下
管网数据库、平台资源共享及信息安全
防护等，对供水、排水、燃气等重要管
线，城市功能核心区、人员密集区、重大

基础设施等重点区域和重点部位地下
管网安全运行进行实时监测。

相关部门已经收集并录入了2014
年安庆市中心城区地下管网普查的数
据，为安庆建成区约100平方公里内市
政道路广场及河道两侧埋设的地下管
线，给水、雨水、污水、燃气、通信光缆、
各类埋地输配电线路、路灯地下电线
管及其他各类管线共3900公里左右的
相关数据。”地下管网安全运行监测系
统项目经理马俊瑞介绍说，目前，智慧
管网综合监管平台已上线试运行。

据了解，安庆市城市管理相关行
业物联网在线监测数据，如供水压力
和流量、燃气管线压力、排水泵站设备
运行数据、防汛液位等实时和报警数
据；安庆现有的地下综合管线数据，包

括管线的类型、材质、管径、走向、埋
深、高程等属性转换为坐标的数据；各
行业相关视频监控资源等，接入智慧
管网综合监管平台，实现安庆市地下
管线全方位安全运行监管，为城市管
理工作提供在线辅助和数据支撑。

“现阶段，我们还在对2014年以后
新建成道路及已经更换过管线道路的
地下管网进行探勘、补测，收集有关管
线数据。”地下管网安全运行监测系统
管线探测项目部经理姜宗波告诉记者，

“地下管网的状况比较复杂，一条道路
地下平均埋设有10种管线。安庆近些年
新建成的道路里程较长，我们计划探勘
补测并采集2000公里长的地下管网数
据，探勘将持续到明年5月份。”

（记者 杨一 通讯员 陈乐）

给城市“生命线”装上“安全监测仪”

智慧管网综合监测平台上线试运行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2020年1
月 1日出版的今年第1期《求是》杂
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文章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
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
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

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
理 体 系 上 应 该 坚 持 和 巩 固 什 么 、
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
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
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
治宣言书。 （下转第四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讯 2019 年 12 月 30 日，记
者从市统计局获悉，目前安庆经济
总体平稳，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发
展态势。

据了解，在用电量方面，2019 年
前 11个月全市社会用电量共计 10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3%，居民生
活用电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在消费
收入方面，前 11 个月全市财政收入
总计 304.2 亿元，同比增长 4.3%；前
11 个 月 全 市 线 上 消 费 品 零 售 额

252.4 亿元，同比增长 9.3%；在工业
投资方面，前 11 个月，全市规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高新技术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固定资
产投资同比增长 11.1%。固定资产投
资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下降
21.5%；第二产业同比增长9.5%，其中
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0.2%，环比提高
3.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同比增长
15.0%，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
23.8%。 （见习记者 舒畅）

2019年前11个月我市经济稳中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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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考核时，随着“基
层减负年”各项工作的深入推
进，现在的考核方式更加科学、
考核内容更加精准，考核效果也
更加明显，深受基层干部的欢迎。

尤其是考核方式力戒形式主
义，不搞“大呼隆”“大杂烩”，
主要是看平时工作，也就是根据日
常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来评价，重点
不再是听汇报、看资料、查台账，
这就让基层在岁末年初这个繁忙的
时候有更多精力干工作。既然是看
平时工作，那么考核的功夫也要下
在平时。平时要多到现场看，多见
具体事，多听群众说，全方位、多
角度、近距离了解工作开展情况，
工作进展如何、取得那些成效、存
在什么不足都要搞得清清楚楚，特
别是对发现的问题，更要盯紧不

放，一抓到底，不解决不松劲，解
决不彻底不放手。然而，人都是有
感情的，考核人员也不例外，大家
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各单
位都比较熟悉，如何在考核中避免
一些感情因素，把工作考准考实，
而不是随心走？这就要求考核人员
坚持原则，坚守底线，不以关系亲
疏论好坏，不凭个人好恶定优
劣，丁是丁、卯是卯，一是一、
二是二，这样才能考到实处、核
出实效，这样的考核结果才能让
人心服口服。

年终考核谨防“随心走”
杨结宝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持续
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充分发挥
资源优势，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
村振兴目标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孔城镇南口村的南山种植专业
合作社是国家现代生态农业基地、
清洁生产技术试验示范项目基地，
除了绿色防控试验区、秸秆循环利
用试验示范区，该基地的清洁生产
试验区更是远近闻名。这个基地通
过物理诱杀害虫，从源头上减少农
药、化肥的使用，再通过将低洼田
改造成生态拦截沟渠的方式，改善农
业生产尾水，实现农业清洁生产，提
升土壤清洁率。在一批农业经营主体
的带动下，近年来，这个市农药、化肥

使用量均呈现减量化趋势。
桐城市龙腾街道蒋山村、金神镇

金鹿村等地一些种植专业合作社农
业生产实现了全程机械化，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和农技服务水平都在不
断提升。在范岗镇杨安村，一座现
代化智慧农业光伏大棚项目基础设
施已经全部完成，今年就能实现高
品质蔬菜的批量生产。这个产业园
的建成，标志着桐城智慧农业开启
新篇章。

目前，桐城市共有现代农业生
产经营主体 2000 余家、家庭农场
760个，其中，国家级示范农业合作
社有6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经营
体系正在加速完善。

（通讯员 潘月琴 李晶晶）

桐城现代农业舒展乡村振兴图

国家级生态县、第二批全国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县、第三批“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
地、第二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近年来，多项国字号荣誉相继
落户岳西县。曾经交通闭塞的国家重
点贫困山区县，有今日之成绩，它
的发展密码是筑牢生态底色，坚持
绿色高质量发展。

生态好 绿色足
夯实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初冬的鹭鸶河，流水潺潺，清澈如
许。走在毛尖山乡平精村河段，很难想
象这里曾经污水横流、垃圾成堆。

“现在河里的水总是清的，沿着岸
边还建了小公园，再也闻不到怪味
了。”说起家门口这条河的变化，平精
村村民王凤兰一个字总结：“好。”

带来这些变化的是从 2017 年开
始的鹭鸶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工
程，这也是岳西县筑牢生态底色的
缩影。

“岳西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
态示范区，生态资源是我们最大的资
源和优势，也是我们最具吸引力和竞
争力的资源。”岳西县委副书记、县长
江春生说。

“咬定青山不放松”，是岳西县走
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岳西建立健全三级林长、
河长责任体系，扎实开展“清零”“绿
盾”“美园”专项行动，围绕“蓝天、碧
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聚焦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和省市县检查发现问题，狠
抓整改落实。关闭拆除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17座小水电站，取缔非法大小
采砂场 125 个，关闭搬迁禁养区内畜
禽养殖场（户）42家，整治“散乱污”企
业 100 余家。统筹推进“五水共治”和
三大一强等14个专项行动。

此外，岳西在项目引进时，设置
“绿色门槛”。在产业准入上，严格
落实国家主体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
清单，对生态环保不达标项目实行

“一票否决”。完成城镇、农业、生态
空间“三区”规划，划定生态保护红
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三条控制线。

夯实底色，岳西县各项生态指标
持续向好。

到 2018 年底，森林覆盖率达到
76.4%；截至2019年 8月，空气优良率
为 92.4%，优良率较上一年同期上升
12.4%；出境水水质达Ⅱ类以上。

道路通 环境美
打通高质量发展“任督二脉”

“万水千山、开门见山、山外有山”
是岳西的典型特征，许多群众戏言“岳
西好风景，出门就爬岭，不是葛藤绊着
腿，就是芭茅锁着颈”。

道路不通，谈何发展。
近年来，岳西县全力建设“四好农

村路”。
如今，全县公路通车里程2893.4公

里，六潜高速、岳武高速两条彩带“十字
交叉”，105国道、318国道两条国道打造

“川藏线”，自然村公路通车率达100%，
县城内通所有乡镇两小时以内、外联合
肥和武汉两大城市均在两小时左右。

几年间，岳西县实现了从落后
闭塞的山区县到外通内畅示范县的
蜕变转身。

除了路路畅通，该县人居环境改
善也在序时推进。

冶溪镇金盆村按照“春有花、夏有
阴、秋有果、冬有绿”的标准，实施村庄
美化、绿化、亮化、净化和村容村貌改
造工程，2017年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
例奖”，随后该村成为远近闻名的“画
家村”“摄影村”。

金盆村的变化在岳西俯拾即是。
岳西县强力推进“五清三改”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投资4.6亿，累计改厕2
万余个，改造房屋1.6万余户，实现乡镇

政府驻地建成区环境整治全覆盖，实施
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136个，占全县行
政村总数的74.7%，城乡生活垃圾实行
一体化处理运营，县城和农村垃圾收
集率、无害化处理率均达100%和95%。

转型了 民富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过去种稻，可山区条件不行，收
入不好，百姓受穷。2004年开始，改种
茶叶，转型对了路子。”冶溪镇琥珀村
党支部书记刘国乔说。

从最初的十几亩到现在的 2180
亩，琥珀村茶叶种植面积已达到人均1
亩，年产值超1200万，2018年人均收入
超全县人均收入10%。

变对抗性传统种植为适应性特色
种植，这是琥珀村的发展路径，也是岳
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目前，保水土性能好、经济附加值
高的茶桑产业分别达到 17.13 万亩和
6.7万亩，建成全国最大的高山茭白产
业基地5.7万亩，毛竹、油茶、香榧等特
色经济林20万亩，茶、桑、菜、果、药等
综合收入超过 50 亿元。已培育有机
茶、生态桑、高山菜、道地药、特色种
养等绿色产业，2019年9月，入选第二
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有机产
业先行一步，已列入国家有机食品生
产基地建设示范县试点。

向生态农业转型之时，另一种转

型也在发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市场经济

大潮下，上山砍树、开山采矿，一度成
为岳西百姓的致富路径，山林被破坏，
水土在流失。再看今天的岳西，山水早
已重披绿衣。这是观念的转变，是生产
方式的转型。

“以前种地，现在办农家乐，预计
一年毛收入在30万。”包家乡鹞落坪村
村民张院生说。在当地，农家乐从2011
年 3家增长到现在的63家，全村1399
人中就有700余人从事农家乐，2019年
人均收入超11000元。

靠着绿水青山就有吃不完的金山
银山。据统计，2018年，岳西共接待游
客1180万人次，综合收入达80.5亿元。
全县农家乐和民宿已超过 800 家，
43100户林农受益于生态红利，数万贫
困户通过乡村旅游和生态农业实现脱
贫增收。2018年8月，岳西在全省率先
脱贫，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676元，
较2016年增长21.65%。

首位兴 动能新
高质量发展闯新路

自2017年以来，岳西县将大健康、
大数据产业确定为首位产业，认真落
实“十个一”工作机制，顶级设计，高位
推动，首位产业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
岳西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动能。

（下转第八版）

筑牢生态底色 咬定青山不放

岳西：高质量发展的绿色路径
本报记者 常艳 本报通讯员 徐进群 王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岳西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游览。 （岳西县委宣传部提供）

高质量发展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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