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汪迎庆 电话：5325922

视 点

点点 击击 DIANJI

我市多措并举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
在推进渔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工作延伸绩效
考核中位列全省第一。调优结构。压缩市
场需求过剩鱼类养殖，重点推广名优品
种。大力推广稻渔综合种养，今年计划实
现综合种养超40万亩。健康养殖。以创建
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为抓手，在全
市100亩以上集中连片池塘推进健康养殖，
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89家、示
范面积6万亩。休养生息。拆除湖泊围拦网
面积99.4万亩、网箱1199个，取缔投饵养
殖8万亩。长江干流、皖河支流和内湖水
生生物保护区减船退渔1688艘，渔民减船
上岸。确保安全。制定渔业安全应急预
案，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和水生动物
疫病防控。近年来，全市产地抽送检合格
率100%，未发生重大渔业安全事故、重大
水生生物疫病。 农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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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创新林业经营主体融资模式。开
展全国首个林长制项目贷款试点，安徽龙
成集团获贷2.9亿元，成为林业经营主体贷
款试点“全国第一单”。搭建平台规范抵押
担保。实行“平台融资、政府建设、对外
承包、分月还贷、企业回购”模式，依托
县政府融资平台，由县建投公司对项目融
资实行担保，县交投公司作为建设主体，
向省农发行申请贷款。外包回购降低融资
风险。县交投公司通过对外承包经营方
式，将基地、厂房等承包给安徽龙成集
团，龙成集团按月归还贷款利息及本金。
银行贷款及利息还清后，龙成集团按实际
支付成本从县交投公司回购基地、厂房
等。政策倾斜惠及市场主体。设定贷款期
限15年，前3年为政策宽限期，契合油茶
等生物学特性和林业生产经营周期，贷款
利率5.34%，同时申报林业贷款财政贴息支
持。科技创新提升竞争能力。引进油茶籽

“水法”清洁加工技术，建成全国第一条
“水法”油茶籽油生产线，一期项目年产能
3000吨，“龙成一品”油茶籽油荣获国际高
端健康食用油和橄榄油展览会金奖等5个金
奖，公司申报发明专利27个、新型实用专
利 1 个、包装专利 3 个。“8+3”模式助力
脱贫攻坚。采取荒山流转租金、进园务
工薪金、承包管理酬金、超产分成奖
金、订单种植订金、农副产品售金、贫
困子女助学金、销售额提取扶贫基金和
创业就业帮扶、参股分红帮扶、公益捐助
帮扶“8+3”模式，带动5000农户脱贫增
收，吴伍兵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和全国
光彩事业国土绿化贡献奖。 林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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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名生态护林员
吃上“生态饭”

4月 26日一大早，朱能标又
像往常一样，脚蹬橡胶鞋，戴上
红袖章，手持小喇叭，走向他的
森林防火责任区。朱能标是怀宁
县平山镇猫山社区一名生态护林
员，他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
工作，每天除了在路口值守，还
要来回十几公里完成巡逻的工
作。“感谢党和政府让我当上生态
护林员，现在不仅有了稳定收
入，更让我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为守护林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
量。”朱能标说道。

朱能标是2014年建档立卡贫
困户，全家有3口人，他和妻子
年纪都偏大，找不到合适的工
作，儿子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没
有劳动能力，需要常年服药。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社区干部鼓励
朱能标申报生态护林员，经过审
查、上报、选聘等程序，朱能标
在 2019 年 5 月正式上岗。同时，
朱能标一家三口被纳入 B 类低
保，加上生态护林员每年能有
4000元工资，还有光伏收益、小
额信贷收益、小额信贷入股分红
和产业收益等收入，年人均纯收
入达到了8000元，从而确保他家
2020年能够实现稳定脱贫。

在怀宁县，共有 450 名生态
护林员，其中，像朱能标这样从
建档立卡贫困户中选聘出来的生
态护林员有200多人。他们每天
穿行于山林之中，用汗水守护着

近50万亩山场，并吃上了“生态
饭”，达到“山上就业，保护生
态；一人护林，全家脱贫”的扶
贫目的，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
明建设“双赢”。

除了通过选聘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为生态护林员直接助其脱贫
外，怀宁县还建有蓝莓、林果示
范等多种经营基地，组织生态护
林员和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到基地务工，多渠道增加生
态护林员和贫困户的经济收入，
推动贫困人口快速稳定脱贫。加
强生态护林员队伍建设，一方面
守护了青山绿水，一方面推动精
准脱贫，怀宁县走出一条既保护
生态又利用生态脱贫的双赢之路。

4.5万亩蓝莓
绿了山场富了村民

4月 25日，在怀宁县清河乡
金桥村蓝莓基地里，几百亩蓝莓
绿意盎然，焕发着勃勃生机。“这
里的蓝莓现在开始挂果了，再等
个把月就可以采摘了。”金桥村党
支部书记汪中杰介绍道。

近年来，金桥村引进芜湖客
商投资3000余万元，承包山场近
400 亩种植精品蓝莓，实现村集
体经济年收入5.3万元，同时带动
本村及周边150名村民就业，达到
绿了山场、富了村民、壮了集体
的“三赢”局面。

为将生态优势进一步转化为
经济优势，清河乡着力培植特色
旅游扶贫产业集群，并通过项目
扶持、合作开发、社会众筹等形

式筹集资金，推进和扩大蓝莓基
地建设，深度开发太平村笔架山
自然和人文资源，打造青年水库
休闲度假中心，建设桃花、梨
花、银杏观赏、林果采摘与生态
旅游结合的小椅尖500亩果园采
摘基地，实现“月月有花、四季
有果”；鼓励和引导景点周边村的
群众利用地理优势，规范发展农
家乐餐饮住宿，大力发展服务
业，实现转移就业和二次增收。
清河乡还把乡村旅游作为推动

“一产接二连三”的综合性富民产
业，推动乡村旅游和精准扶贫相
结合，让村民成为乡村旅游发展
的参与者、受益者。

脱贫攻坚，产业先行。怀宁
县地处大别山外围余脉，境内多
低山、丘陵的地形地貌和土壤偏
酸性，是蓝莓的优势生产区。作
为长三角最大的蓝莓种植区，怀
宁县现有蓝莓产业化企业146家，
种植总面积突破4.5万亩。蓝莓种
植规模、鲜果产量超过全省一
半，初步形成了包括良种繁育、
规模种植、预冷保鲜、食品加工
等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蓝莓产业
链。目前可采摘的蓝莓基地有
8600亩，产量已达5600吨，总产
值已达6亿元，其中第一产业收
入3.36亿元。同时，怀宁县通过
有效地发展模式带动全县贫困户
3597户，带动贫困户增收1185万

元，户均增收4780元。

432名林长
守护绿水青山

只要有空，朱训庆就扛着一
把砍山刀，穿梭在森林间，晚上回
到家，他认真填写巡查日志。朱
训庆是怀宁县凉亭乡金鸡村党支
部书记兼林长，在他的带动下，当
地村民也自发爱护环境、保护资
源，因为大家明白：保护好当地原
生态资源，做好绿水青山的文章，
就是金鸡村的经济财富。

近年来，凉亭乡以“增绿”为
抓手，提高绿色质量效益；以“护
绿”为重点，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以“富绿”为目的，壮大绿色富民
产业；以“活绿”为手段，创新绿
色发展机制，推深做实林长制改
革。在县乡村三级林长的基础
上，该乡将林长制向村民组和农
户延伸，村民组组长是该组山场
管护的第一责任人；每株古树名
木按照属地管理和所有者权益落
实管护职责，真正做到“一山一
坡、一园一林、一树一木”都有专
人管护。同时，该乡划分确定村
级林长管理区域和职责范围，并
展开了乡域内林下种植、林下养
殖等经济情况调查，构建了责任
明确、保护有力的森林资源培育
保护责任体系。

怀宁县设立林长 432 人，其
中县级23人、乡镇级 125人、村
级284人，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全覆盖，将林长制各项任
务分解到每个网格，各项职责

落实到具体乡镇村组、山头湿
地，各项责任压实到各级林长和
具体护林员。林长制改革以来，
该县共投入资金7.7889亿元建设

“绿色长廊”等五大县级重点工程
和用于森林质量精准提升、森林
灾害防控。

怀宁县把实施林业生态扶
贫工程作为突破口，鼓励贫困户
种植苗木，探索建立“公司+基
地+贫困户”的模式，通过产业扶
贫助推林长制改革。该县特色
经济林基地建设累计完成蓝莓
造林 4.5 万亩，受益贫困户 763 户
2108 人。全县经核查认定的自
主发展林业特色产业到户项目，
共涉及 12 个乡镇 304 户贫困户，
新增油茶、蓝莓、竹子等种植面
积351.53亩，改造茶园、竹园等面
积 468.9 亩，共计申请奖补资金
43.27 万元。19 个贫困村到村项
目中，发展蓝莓种植的贫困村 6
个，发展食用菌的贫困村 2 个，
发展油茶种植的贫困村 1 个，林
业产业到村项目覆盖率50%。

该县还出台了对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动贫困户发展的激励制
度，全县林业企业、林业专业合作
社、造林大户等63个新型经营主
体共带动贫困户297户发展林业
种植、林下经济，申请财政奖补资
金662.7万元，带动贫困户户均分
红增收600余元。

昔 日 的 荒 山 荒 坡 披 满“ 绿
装”，在把“绿水青山”变为“金山
银山”过程中，一幅幅“生态致
富”的绿色动人画卷正在独秀大
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生态扶贫 “绿富”双赢
通讯员 檀志扬 文/图

450 名生态护林员吃上“生态饭”，其

中200多人“山上就业，保护生态；一人护

林，全家脱贫”；因地制宜发展蓝莓种植，

4.5 万亩蓝莓绿了山场、富了村民；432 名

林长守护绿水青山，并通过产业扶贫助推

林长制改革……

怀宁县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发展理念，积极落实生态扶贫政策，

通过生态护林员选聘、林业产业带动、林

长制全覆盖等途径，实现生态扶贫建设有

发展、带动脱贫有成效、群众脱贫有增收

的效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筑牢了基础。

桐城市推进粮食生产“五大示范行
动”。绿色增效示范行动，建成水稻绿色高
质高效创建核心示范区1个、辐射示范区
30个和辐射区20万亩，集成组装标准化、
可持续、高产高效、绿色防控技术模式。
品牌建设示范行动，打造“桐城大米”区
域公共品牌，建设 11 个品牌粮食生产基
地，发展品牌粮食 30 万亩。科技推广示
范行动，大力推广水稻工厂化育秧和机
插秧技术，引进高附加值及肥水高效利
用的新品种 70 个，成功创建“全国主要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主体培
育示范行动，引导新型主体组建现代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达547
家、家庭农场 830 家。改革创新示范行
动，与安农大、省农科院产学研合作建设
富锌水稻生产基地1万亩，促进和壮大富锌
水稻产业发展。 桐城

桐城市推进
粮食生产“五大示范行动”

“如果没有‘创业贷’，现在我的
服装店可能就关门了。”4月28日上
午，在迎江区绿地小区旁，正在自
家服装店里忙碌的黄骏告诉记者。

往年，黄骏的服装店正月初二
就开门营业，并且春节前后都是旺
季，今年因受疫情影响，服装店一关
门就是两个多月。两个多月来，一
方面没有经营收入，另一方面又有
租金压力，加上之前店里的冬装已
经过季了，急需进货，但是资金周转
有困难，黄骏很着急。

此时，“创业贷”为黄骏解决了
燃眉之急。从申请到发放资金，只
需十余天时间，15万元的贷款就发
放到黄骏手上。拿着这笔“及时
雨”贷款，她从杭州和上海进了一
批春夏装，现在生意正逐步恢复。

在我市，像黄骏一样，在“创业

贷”政策的帮助下，开展复工复产
和就业创业的事例还有很多。

大观区十里铺乡村民赵美萍
家庭情况特殊，丈夫身体不好，两
人孩子都在读书，全家生计主要来
源于经营多年的一家美术用品小
商店。因受疫情影响，赵美萍家的
小店顾客稀少、生意冷清，为此她
情绪低落，一筹莫展。

十里铺乡社保所了解情况后，
主动上门，宣传“创业贷”政策，并
帮助赵美萍申请。当天就审核完
成，第三天小店经营状况完成查
核，一周后，银行签字放款。

“15万元无息贷款，真是雪中
送炭，让我全家有了战胜困难的
勇气，我们有信心把生活经营
好。”赵美萍说。

十里铺乡社保所就业专干钱

珺介绍，今年以来，为助力受疫情
影响的相关行业和人员度过难关，
该乡对“创业贷”开辟“绿色通道”，
将系统内的多服务流程和项目进
行整合，梳理、简化工作程序，压缩
办理时限，实现了申请、审核“一站
式”到位服务。截至目前，该乡已有
7人成功申请“创业贷”，已发放贷
款105万元。

记者在市人社部门了解到，创
业担保贷款（简称“创业贷”）的贷
款对象新增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
化旅游等行业暂时失去收入来源
的个体工商户，并对贷款额度进行
了调整，从过去的 15 万元上调到
20万元。截至目前，我市已发放

“创业贷”990笔，发放贷款1.38亿。
记者 常艳

创业担保贷款“贷”来及时雨

今天你“剁手”了吗？看直播
了吗？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线
上购物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直
播“带货”也持续升温。截至 4 月
23 日，太湖县通过直播“带货”，
已 累 计 实 现 线 上 销 售 农 产 品
503.3万元。

4月6日至7日，太湖县4位县
干走进直播间，化身“带货主播”，
为当地农产品“代言”，助力消费
扶贫。2 天 3 场直播，共吸引 230

万人次观看，累计实现线上销售
农产品187.17万元。同时，线下团
购订单和咨询源源不断，已达成
意向采购订单价值327万元。通
过直播，当地的鳙鱼、土鸡、山茶
油、茶叶、干香菇等农产品进一步
为网友所熟知。

“4月7日，我们直播不到半小
时，就有20多万人进入直播间观
看，最终实现交易额102万元。”太
湖县一家食品公司的商务经理余

秀芳介绍，该公司早在去年就已经
开始尝试直播，搭建了户外直播基
地及室内直播厨房。户外直播基
地，搭在公司所建的“田园综合体”
里，可看到牛、羊、鸡等的生长环
境；直播厨房里，每天直播烹饪所
售的生鲜。余秀芳说，“日常的直
播也有几百人观看，带来两三万元
的销售额。”

“ 我 们 的 直 播 会 成 为 常 态
化，只要企业有需求，产品质量

过硬，政府愿意为其‘代言’。”太
湖县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说，目
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
农场主愿意尝试直播。在太湖县
寺前镇，栀子花岛“岛主”徐文清
就在酝酿一场直播，等到栀子花
开时，通过直播来“卖”岛上的风
景和农产品。

近年来，太湖县大力发展农村
电商，2017 年以来多次入选国家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今

年，太湖县抓住电商直播助农的
热度，将电商直播常态化。太湖
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已搭建
了直播间，接下来还会在全县开
展电商直播培训、组建本地直播
团队，带动更多村级站点负责人
做主播，帮助农户走进直播，让

“电商平台+龙头企业+基地+贫困
户”的电商扶贫模式，成为贫困户
稳定创收的来源。

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吴浩

直播“带货”助力消费扶贫

“创业贷”为黄骏解了燃眉之急，服装店生意逐步恢
复，笑容又回到了她的脸上 。 记者 常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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