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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三个一批”助推省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建设。绩效评价一批，打造研发投
入先锋队。经省绩效评价，10家省级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全部达标，其中华茂集团、
帝伯格茨活塞环获评优秀。验收通过一
批，建设成果转化主战场。三年来，我市
通过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完成科技成
果转化工程项目 298 项，带动运营企业经
济效益 106.78 亿元，目前在建的 14 家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全部通过验收。重点
谋划一批，培育高新产值生力军。围绕
主导产业，充分挖掘并重点培育优势企
业 39 家；通过以培促建，引导企业推进
产业转型、产品升级。 科技

我市“三个一批”助推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设

市高新区多措并举助推外贸逆势飘
红。今年 1-2 月，该区完成进出口总额
1042 万美元，同比增长 49.51%，高于全市
增幅 73.95 个百分点，稳居全市第一。强
化服务增存量。以“四送一服”为抓手，落
实服务包保员制度，2 月底即实现外贸企
业全面复工复产，曙光、飞凯、沃德等企业
外 贸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93.8% 、135.92% 、
159.88%。推进项目促增量。加大新增外
贸企业鼎旺医药督促与引导力度，推动威
亚、奇创等项目投产。加强 IGM、普利制
药等项目服务和现场调度，积蓄发展动
能。加强监测保质量。加强企业进出口
指标监测、分析和预警，建立曙光、飞凯、
虹泰等外贸即时上报机制，实行旬分析、
月调度，及时协调解决问题。 高新

市高新区多措并举
助推外贸逆势飘红

市城管局全力打好建筑工地扬尘治理
组合拳。狠抓薄弱环节。建立以项目经理
为第一责任人的施工环境保护责任制，在
工程出入口配备高压水枪、设置冲洗池；
采取集中堆放、压实、绿网覆盖等措施，减
少泥土裸露时间和面积。智能在线监测。
运用互联网信息化手段，全面推行颗粒物
监测设备安装，依托“智慧工地”在线扬尘
监测系统进行 24 小时跟踪监测，对超过
预定排放值的建设工地实时报警。目前，
亿元以上及重点项目完成安装PM2.5实时
监测系统 42 套、在线监控设备 58 套。“全
时段”监督巡查。扩大巡查时段，不定
期开展夜间巡查活动，对问题整改不力
的依法依规严惩重罚，对扬尘管理不到
位 的 纳 入 建 筑 市 场信用管理体系。目
前，已开展巡查 50 次，检查工程项目 110
个，发放整改通知书52份。 城管

市城管局全力打好
建筑工地扬尘治理组合拳

桐城市夯实街道社区基础创新中小
城市治理路径。重心下移。将党建工作
列为街道职能首位，推动街道聚焦主责主
业，全面实行“大办制”，即统一设置党建
办、党政办、经济发展办、社会事业办、综
合管理办等，变“向上对口”为“向下对
应”，推进街道服务窗口化、平台化。权力
下放。按街道社区划分管理服务单元，明
确专人到管辖和服务社区报到；赋予街道
规划参与权、重大项目建议权、综合管理
权、年度考核权和调整建议权、干部人事
改革权等，实行社区事务准入清单制度和
干部考察、评先评优、任用公示进社区。
资源下沉。将社区经费全部列入财政预
算，对经济薄弱老旧社区通过盘活国有
闲置资产，推动场所改造升级；将 7000
余平方米黄金地段、5000 万元国有用房
无偿划拨给6个社区。 桐城

桐城市夯实街道社区基础
创新中小城市治理路径

动物防疫进行时

“动物防疫做得好，我们养
殖户的收益才高。”聂亚富说。

聂亚富是望江县漳湖镇日
星村三组村民，也是当地的养
殖大户，今年养了 3000 只鸭和
十几只鸡苗，每年动物防疫对
他来说都是一件头等大事。

4 月 22 日上午 9 时许，漳
湖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程
傲宇和动物防疫员张法文等
三人走进聂亚富家，对他家养
殖的家禽进行第四针禽流感
疫苗的注射。

三人分工协作，注射、协
助、统计，一个小时，3000 只鸭
和十几只鸡苗的防疫工作就完
成了。紧接着，他们又到日星
村聂日望、郝贵宝等散养户家
中继续开展动物防疫工作。

“春季动物防疫是分批分时
间进行，一般情况下需要打四
针，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针，注
射禽流感疫苗了。目前我们在
整村推进，今天要将日星村的动
物防疫工作结束。”张法文说。

春 季 是 动 物 防 疫 的 关 键
期。自从春季动物防疫工作开
始以后，程傲宇他和同事就特
别忙碌，每天都带上装有疫苗
和针具的冷藏包，为辖区内村
民饲养的家畜注射口蹄疫疫
苗，为家禽注射禽流感疫苗，
同时督促养殖户对各类圈舍进
行消毒。

“我们现场主要负责统计
和档案整理，但如果防疫员忙
不过来，我们也会帮忙，一起进
行防疫工作。”程傲宇说。

望江县漳湖镇是一个养殖
大镇，年均存栏家畜1.2万头，家
禽 187 万羽。如果防疫质量得
不到保证，将直接影响到该镇
畜牧业健康发展。

记者在漳湖镇畜牧兽医站

了解到，为切实做好春季动物
防疫工作，有效控制春季动物
畜禽疫病的发生和流行，该镇
先利用微信群、宣传册等方式
积极开展宣传，同时组织村级防
疫员通过现场及视频学习动物
防疫操作技术规范，要求防疫员
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操作。
防疫员在上门时，严格做好防疫
消毒，不打空针、飞针，严格做到

“镇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
畜、畜不漏针”，确保防疫工作质
量。同时，对各大养殖户畜禽
存栏、出栏、免疫情况做好记
录、形成完整的登记。

“漳湖镇辖区内7个村现存
栏72万羽家禽、1000余头家畜，
开展分类疫苗注射，预计 4 月
底可全面完成春季动物免疫工
作。”张法文介绍。

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探索

张法文除了是村级动物防
疫员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身
份——望江县新漳河养殖技术
服务专业合作社法人。2017
年，该合作社作为漳湖镇动物
防疫工作第三方服务机构，与
漳湖镇政府签定服务协议，探
索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试点。

漳湖镇畜牧兽医站站长程
群告诉记者，过去，漳湖镇动物
防疫工作以村级动物防疫员为
主体，但随着畜牧业发展、规
模养殖比重的增加、散养畜禽
的减少、畜禽病种增加，动物
防疫工作要求更加严格，以原
有村级动物防疫员为主体的基
层动物防疫体系已不能适应新

时代的需求。
此外，村级动物防疫员存

在年龄老年化、文化程度偏低、
待遇低、任务重、工作环境条件
差、专业素质和技术水平较低、
队伍规模日益萎缩、工作积极
性不高等情况，造成了动物防
疫密度达不到要求，防疫质量
得不到保证，直接影响到畜牧
业健康发展。

“漳湖镇是安徽省‘青年鸭
之乡’，年存栏家禽超过 180 万
羽，但我们村级动物防疫员的
名额只有8人。而这8人中，有
人年纪偏大。此外，以前动物
防疫员是固定的，就像‘铁饭
碗’，时间一长，个别防疫员工
作变得不负责任。”程群介绍。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动物防
疫社会化服务试点启动。由新

漳河养殖技术服务专业合作社
负责组织人员，对全镇动物开展
防疫工作，由漳湖镇畜牧兽医站
对动物防疫工作全程监管，由望
江县畜牧兽医局负责考核验收。

张法文介绍，社会化服务
后，第一，打破“铁饭碗”。合作
社根据需要通过择优选用的方
式自主聘用防疫员，淘汰责任心
不强、技术能力差的防疫员，实
行防疫员工资与防疫实绩挂钩、
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第二，村
级动物防疫员待遇方面提高
了。除原有中央、省级和县级配
套的基础上，乡镇畜牧兽医站从
乡镇政府拨付的防疫经费中配
套，聘用的动物防疫员平均防疫
年收入由试点前的 3600 元/年
左右提高至9800元/年左右，另
增加了工伤和意外伤害保险，调
动了动物防疫员工作积极性和
创造性。第三，若全年动物防疫
工作经县级考核验收位列全县
第 1、2、3 名，再分别奖励 5000
元、3000 元、2000 元给合作社。
待遇提高了，责任明确了，动物
防疫效果明显提升。

根据漳湖镇畜牧兽医站统
计，试点第一年，高致病性禽流
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随机抽
样免疫抗体群体合格率同比提
高 10%以上，猪、牛、羊、禽死亡
率同比下降3%，应免密度达到
100%，并全部超过农业农村部
规定的水平。

“试点后，我们转向负责
督导检查、统计数据，使全镇
养 殖 规 模 的 数 据 更 加 清 晰
化 。 此 外 ，我 们 通 过 进 村 入
户，及时观察到不同季节养殖
户 的 养 殖 状 况 ，在 服 务 的 同
时，协调防疫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有力促进防疫工作的开
展。”程傲宇说。

“现在开展动物防疫工作人
员都是上门入户，工作很仔细，
我很满意。”养殖户聂亚富说。

社会化服务 打好动物防疫“预防针”
记者 常艳 通讯员 嵇奕华

戴上口罩、手执注射器、动作麻利准确……4月22日上午，望江县漳湖镇日星村里，身
着防护服的动物防疫人员正在上门上户，进行春季动物防疫工作。

春季动物防疫是实现动物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对于年均存栏家畜 1.2 万
头、家禽187万羽的漳湖镇来说尤为重要。

然而随着畜牧业发展、规模养殖比重的增加等原因，原有以村级动物防疫员为主体的基
层动物防疫体系已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为此，漳湖镇动物防疫社会化服务开始试点。

打破了村级防疫员的“铁饭碗”、提高了基层防疫员待遇、明确了责任、制定了奖励办
法，漳湖镇动物防疫工作效果明显。

村级动物防疫员张法文（左）和镇畜牧兽医站工作人员一起为养殖户的家禽注射疫苗。 通讯员 檀结林 摄

一个没有知名景区的深山
小镇，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扎根乡土，发展乡村旅游。他
们凭什么招徕游客？4 月 10
日，记者走进岳西县白帽镇，
一探究竟。

“你问我底气何来？那自
然是来自于家门口的高速呀！”
在白帽镇何畈村，投入全部身
家发展旅游的徐卫兵，道出了
回乡发展的缘由。

2014 年，在岳武高速建设
中，白帽镇一万多人集体签名，
请求在境内增设一个高速出
口 ，并 有 2 万 多 人 自 发 捐 款
1000 多万元，最终得来大别山
南（白帽）高速出口。这让白帽
到岳西县城的车程由两个小时
缩短至了半个多小时。

小镇通高速，在欣喜之余，
徐卫兵看到了发展机遇——老
家何畈组离高速出口不到2公
里，而且，境内还有水清石秀、
在民间小有名气的龙潭河，开
发旅游，当真不错。

说干就干。2016 年，徐卫
兵在老家流转山场2000亩，依
山建成了40亩休闲垂钓中心，
绕水栽种了20亩冬桃。同时，
他还争取来各种项目资金美化
村庄，整修河道、建旅游公厕，
帮村庄免费修路、装路灯，带领
村民整治人居环境……经过一

番建设和“雕琢”，村庄变得美
丽精致了，并且慢慢有了游客。

4月10日下午，记者来到何
畈组时，水边已聚集了十多位
游客在此垂钓，他们多从岳西
县城来。徐卫兵说，“这儿原是
不知名的小村落，如今每年都
有五六万人来游玩呢。”2018
年，他的庄园还被评定为“美丽
岳西”乡村旅游示范点。

原生态的村庄、未经开发
的河谷、漫山的映山红、掩藏在
山林里的野果……徐卫兵还在
不断挖掘着山中的“宝藏”，一
点点构建他脑海中的蓝图。他
想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为乡村
振兴尽绵薄之力。

在白帽镇，同样倾心倾力
于乡村游的，还有江河村的
黄生嘉。“80 后”退伍军人黄
生嘉，曾经在外有一份收入
不错的工作，后来他回乡发
展流水养鱼，成为远近闻名
的致富带头人。

近几年，全域旅游风生水
起，白帽镇虽没有知名景区，但
离周边的明堂山、司空山、妙道
山、天峡景区都很近，想要搭上
旅游便车，并不难。经过一番
考察，去年，黄生嘉选定了水果
采摘园项目。

黄生嘉在紧邻 318 国道的
黄泥组，流转土地 80 亩，栽种

了葡萄、柑橘、桃子、樱桃、火龙
果等水果，今年夏天，50亩葡萄
便可开园采摘。他的采摘园还
是村里的扶贫产业，去年以来，
已带动 9 户贫困户务工，户均
增收1.2万元。江河村整合扶贫
资金入股，每年也可为村集体
增收5万元以上。

在采摘园附近，黄生嘉还
沿着当地的凉亭河打造了 3
公里长的漂流项目。在河流
上游，记者看到，有 20 多名工
人正在河里忙着做漂流槽，他
们日工资 120 元~180 元不等。
51 岁的贫困户刘民枝，干的是
体力活儿，一天能挣 160 元。
在家门口能有这样的收入，他
很满足。

在 黄 生 嘉 的 规 划 中 ，他
还要流转沿河土地，都种上
向日葵，以不断丰富游客旅
游体验。

休闲垂钓、民宿旅游、山水
土桥、红叶摄影……白帽的全
域旅游正在徐徐开启。记者
了解到，近年来，白帽镇以“打
造皖鄂明珠，建设七彩白帽”
为 目 标 ，依 托 周 边“ 三 山 一
峡”，打造白帽田园风光，使游
客“吃在白帽、住在白帽、乐在
白帽”，让白帽成为全县非重
点名山景区的旅游强镇。
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汪从权

小镇通高速 带热乡村游

4月的乡村春和景明，位于怀宁县茶岭镇三元村的花卉苗木基
地里，更是春意盎然——正值花期的紫薇、进入挂果期的海棠、嫩
叶火红的红叶石楠等苗木争相展现各自风姿，该基地创办人孙陶
冶正在此忙碌着。

三元村花卉苗木基地是当地村民孙陶冶于 1997 年创办，截至
目前，已发展花卉苗木种植面积100多亩、上百个品种。基地里还
有加拿大海藻、红花继木桩、台湾小叶榕、榆树、罗汉松等名贵花卉
苗木，每年销售额近 500 万元，其中最高的一棵树木市场价达 7 万
多元。该基地还带动贫困户20多人常年在此务工，加快了当地村
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通讯员 檀志扬 曹晓春 文/图

“花经济”助农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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