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2020年4月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严蓉晖 特约编辑：占思海 电话：5325915

县（市）区新闻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商机无限。
日前，安徽省启动长三角绿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供应示范基地建设“158”
行动计划，桐城市金河湾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绿福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功入选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
供应示范基地，他们的产品将畅销沪
苏浙市场。

去年以来，桐城紧扣“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两个关
键，按照创新共建、协调共进、绿色
共保、开放共赢、民生共享原则，围
绕“552”战略部署，着力把桐城打
造成长三角地区开放创新先行区、产
业承接示范区、文旅体验优选区、生
态文明样板区和合肥都市圈重要增长
极，冲刺全国百强县、全国文明城
市。通过该市上下共同努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的“东风”带来了看得见
的硕果。

区域性交通枢纽逐步形成。该市
铁路公路机场建设有序推进，联通合
肥都市圈及周边城市的交通枢纽地位

进一步凸显。合九高铁今年内将正式
通车，结束桐城不通高铁的历史；
G206桐城段一级公路建成通车，实现
该市一级公路“零”的突破；S465罗
湖大桥及接线工程桐城段建成通车，
来往安庆之间更加快捷；德上高速、
岳武高速东延线桐城段相继开工建
设，进一步完善了该市高速路网；抢
抓国家低空开放的重大政策机遇，桐
城通用机场建设加快推进，引江济淮
等一批重大工程的开工，该市水陆空
立体化交通运输体系即将形成。

公共服务一体化协同并进。教育
资源有序共建共享，该市与安徽大学
等长三角区域内高校签署合作协议，
为长江三角洲高校输送优秀人才。区
域医疗卫生服务能级提升，协同制定
《合肥都市圈卫生健康合作框架协
议》《安徽省协调发展行动2020年工
作方案(卫健)》，争取区域优质医疗资
源协作，桐城市人民医院加盟同济医
院集团，上海同济医院桐城分院挂牌
运营。旅游基础设施及服务水平不断

完善，制定了《桐城市全域旅游发展
规划》，全域旅游过境短信平台已建
成投入运营；六尺巷历史片区恢复与
修缮、桐城文学小镇、龙眠山景区旅
游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持续推进，组
织嬉子湖景区、孔城老街景区积极参
与长三角旅游推介活动，实现旅游联
动。长三角一体化服务能效大幅提
升，该市推行行政审批审核合一机制
和代办帮办服务机制，设立长三角地
区“一网通办”专窗，实现专窗上线
运营，现已累计办理长三角一体化办
件业务3件。

电子商务带动成效明显。该市紧
抓机遇，构建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农村电子商务物流配送中心
和电子商务服务网点平台；成功举
办电商精准扶贫、助力农产品上行
活动，指导“农夫商城”电商运营
服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依托自身优
势建设市、镇、村三级物流体系，
与沪苏浙电商企业加强合作，完善
冷链物流、直销配送体系建设；在

合肥设立跨境电商产业园，跨境电
商有了“桥头堡”。

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该市着力
筹建公用型保税仓库，聚力高水平外
贸发展；对接安庆海关、安庆市商务
局，政企联手引进现代化物流平台，
已分别与中外运安庆公司、北京首农
物流、北大方正物产等公司展开专题
对接，各项前期准备工作正有序推
进，逐步在桐建设华东及华中区域的
进口原料集散地及塑料原料交易市场。

引资项目推进有力。该市主动承
接津京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产业转
移，高质量推进与南京江北新区、上
海临港海洋高新区的战略合作，谋划
产业链梯度转移承接方案，就共建汽
车零部件产业园、关联企业合作、科
技创新及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入合
作。2019年度，该市在长三角的引资
项目取得突破，上报省平台新引进亿
元以上项目33个，其中 15亿元以上
项目3个，实际利用省外资金80.97亿
元。 通讯员 钱叶挺

融入“长三角” 发展搭“快车”
——桐城奋力冲刺全国百强县、全国文明城市

本报讯 4月23日，桐城市人
社局、财政局联合相关业务银行
召开创业担保贷款业务座谈会，
贯彻落实有关文件精神，加大创
业担保贷款贴息力度，全力支持
创业就业和复工复产。目前，该
市提供创业基金达1300万元，发
放创业担保贷款9700多万元。

受疫情影响，该市小微企业复
工复产普遍遇到用工难、达产难，
尤其是资金支撑难，严重制约了企
业发展。今年，该市创业担保贷款
政策“含金量”更高，门槛更低、贷
款期限延长、审批时间变短、贷款
额度更高，必将极大提振小微企业
的发展信心。（通讯员 郭瑞雪）

近亿担保贷款“给力”创业就业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金神
镇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压倒一切的首
要政治任务，逐户“过筛”，查政策
落实，补增收短板，全力以赴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摸排清底数。近日，金神镇
结合“春季会战”行动，开展为期半
个月的全面走访，摸排2014年以来全
镇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各包村干部、
村党总支书记每户必到，坐下来与贫
困户交流。帮扶责任人也走访自己的
帮扶对象户，了解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对贫困户稳定脱贫的影响，严格对标
对表，逐户逐人制定“一户一方案”
帮扶计划，逐项跟踪问效，落细落实
各类政策措施。该镇通过“春季会
战”行动，共摸排问题115个，现已
全部完成整改。

夯实基础补短板。紧盯“两不愁
三保障”，该镇着力抓重点、补短
板、强弱项，对照脱贫攻坚反馈问题
清单，逐项逐条落实整改事项，做到
较真碰硬彻底整改、见底见效整改到
位，着力巩固提升脱贫质量和成色；

坚持以“十大工程”为抓手，精准落
实相关政策，全力消除疫情影响，规
范落实产业奖补，大力发展就业扶
贫、电商产业，规范公益岗位开发，
创新发展方式，防范化解风险，充分
发挥扶贫项目的政策效应和牵引作
用，着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因户施策强动力。紧盯重要指
标和“三户一体”重点人群，该镇
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的致
贫原因采取不同的措施，做到精准
有效帮扶。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经

济收入少的贫困户采取政府兜底保
障；对于大病患者予以健康扶贫和
社会帮扶，降低因病致贫返贫风
险；对于缺少产业的贫困户，依据其
自身优势，挖掘潜力，组织培训，走
产业发展之路；特别对因今年疫情影
响的贫困户，着力打好帮扶“组合
拳”，送岗上门，鼓励 180 户贫困户
实现居家就业，同时开发公益性岗位
96 个、发展第一 批 产 业 扶 贫 306
个，帮助贫困户提高收入。

（通讯员 洪娟）

问题“清单式”整改 帮扶“过筛式”施策

本报讯 4月初，桐城市黄甲镇三
新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倪行一行驱车
赶往亳州圣百凌中药饮片（安徽）有限
公司，签订了桐城桔梗收购协议，协议
明确了三新村所产桔梗由该公司按照
市场价格统一收购，桔梗亩均收益将
在2000元以上，该村种植面积达到了
50亩，预计收入增加10万元。

桐城桔梗是地道的中药材，是
桔梗中的上品。桔梗种植场地要求
不高，可以林下种植、套种和混

栽，土地利用率很高，耗费的人工
也不多。桐城桔梗在该市山区的种
植历史久远，由于市场行情波动
大，收益不稳定，严重打击了村民
的种植积极性。

扶贫工作队进驻三新村之前，该
村只有一名贫困户在种植桔梗，但受
益低。扶贫工作队驻村后，践行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安徽时作出“发展扶贫
产业、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重
要指示，把科学发展桐城桔梗种植作

为工作队的一件要事。
为谋划好桔梗种植产业发展，

2018年4月，在帮扶单位——桐城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支持下，该村申报
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桐城桔
梗”，现已进入实质审核阶段，该地
标申请成功后，可以提高桔梗的附加
值。同时，该村尝试仿野化种植了15
亩桐城桔梗，带动村民利用闲置零散
土地，新发展桔梗种植11亩。去年7
月，桔梗成熟后，该村制成1斤干桔

梗，寄给有关部门检测有效成分，检
测结果显示：该村仿野化种植的桔梗
有效成分高出国标30%。品牌和技术
有了，为该村推广桐城桔梗种植增添
了底气。

签订收购协议的消息传到村里
后，该村桔梗种植户信心更足，种植
意愿更强了。当下的桔梗地里，山风
习习，花枝摇曳生姿，蓝花分外妖
娆，这意味着，今年的桔梗快熟
了。 （通讯员 齐传俊）

小桔梗做出“大块头”

本报讯 “我们村521户，去年
每户仅茶叶这一项平均增收1.5万
元。村集体也因茶厂制茶售茶增收，
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3万元。
今年，茶叶收入应该稳中有升。”桐
城市唐湾镇八一村党总支书记叶远
义说：“种好茶、卖好茶，才是我们
兴村富民奔小康的基业。”

八一村位于桐城深山区，全
村山场9210亩、耕地1234亩，其中
茶园面积2500亩。居住在这里的
2000 多村民世代都有种茶的传
统。过去由于荒种荒收、制茶工
艺粗糙，茶叶收益微薄。2012年，
该村50户茶农“抱团取暖”，成立

“汇丰合作社”，以“合作社+社员”
的运作模式，带动茶农坚持施用
有机肥，采用标准化制茶工艺，提
升茶叶品质。合作社统一鲜叶收

购标准，规范炒制流程，从源头把
控茶叶品质。2015年，该村争取
扶贫资金和村级自筹资金共60万
元，又建起茶叶加工厂。现在，该
合作社每年可产茶叶0.5万公斤，
产值300万元。

眼看茶叶产销不愁，且价格水
涨船高。该村贫困户张志明在合
作社的帮助下，精心管护自家5亩
茶园，将茶园改造后，茶叶产量和
效益逐年提升。2016年，他家仅茶
叶收入达2万元，加上在合作社与
茶厂务工收入3.5万元，当年甩掉
了贫困帽子。目前，该村茶叶种植
面积已从400亩扩大到2500亩，合
作社社员已发展到80户，并吸纳
18位贫困户在茶园或茶厂打零工，
户均每年增收5000元，全部实现
了稳定脱贫。（通讯员 孙传银）

八一村：振兴茶产业 托起小康景

本报讯 4月27日，从桐城市
尹享山岭岭头往孔城这边的扶贫
道路工程正式动工，卡车、铲车来
来往往，打泵、抛光忙个不停。这
条正在建设的扶贫路，在当地群
众心中就是一条致富路、生财路。

尹享山岭地处合、安、铜三市
交界处，是个并不太高的山岭。
此处风景尚可，周边古迹众多，适
合发展旅游。三地村民过岭往来
贸易，只有一条狭窄的砂石路，苦
于交通不便，导致贫困户众多，仅
山岭脚下的尹享等村民组就有贫
困户58户、125人。

交通不便是制约当地群众发
展的主要瓶颈。为打赢脱贫攻坚
收官之战，尹享山岭所在的孔城
镇砂岗村在 2019 年采取大户捐

款、村民筹资酬劳的方式拓宽了
路基。今年争取到省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43万元，硬化通往岭上的
950米道路，打通连接邻市的“最
后一公里”。

尹享村民组的贫困户、今年
67岁的王念宽在施工现场打泵，
每天有 150元的劳务收入。提起
过去的这条上岭道路，王念宽一
脸苦相，他说，运点生产物资十分
艰难，运点山货赶集也十分不便，
甭说脱贫致富了。提到眼前正在
修建的这条水泥道路，王念宽神
情开朗起来，他说，路修好了，山
货能运得出去，物资能运得进来，
外面来旅游的人也会多起来，我
们脱贫致富奔小康多了一份盼
头。 （通讯员 吴春富）

砂岗村：大路上岭头 致富有盼头

本报讯 近日，伴随着机器
轰鸣，桐城市南门街20余户平房
违章搭建纷纷拆除，此举标志着
今年文昌街道建设社区内的“三
街一巷修复工程”正式复工。

自今年 2 月底开始，建设社
区即与桐城市“三街一巷修复工
程”指挥部、项目施工方、设计单
位对接联系，研究项目复工方
案。“眼下，就盼着施工更快点，期
待老街环境大变样。”南门街居民
李大爷在项目施工现场说。

老街怎么改，居民说了算。
为使改造工程顺利进行、更加贴
近居民需求，建设社区两委成员
深入南门街住户家中动员群众、
征求群众意见，同时借助“好邻居
说事室”，消解“小疙瘩”，使群

众切实参与老街改造，提升社
区治理。

“好邻居说事室”位于南门
街党小组活动室中，该社区通
过这一平台，发挥党员志愿者
的作用，畅通民情民意，解决社
区热点、难点问题，促进邻里和
谐，也为推进“三街一巷修复工
程”添力。

在南门街修复改造工程初期，
施工方与居民为拆除违章搭建雨
棚产生矛盾，导致工程停滞。社区
党员志愿者、年过七旬的吴玉怀率
先拆除自家门口的雨棚。

据悉，该社区“好邻居说事
室”已调处装修扰民、污水管网老
化等各类矛盾纠纷10余次，受益
群众达30人次。（通讯员 陈萍）

“好邻居说事室”助力社区治理

本报讯 “多亏了你们呀！不
然，我不知道这些滞销的茶叶怎
么办？”桐城市龙眠街道龙眠村贫
困户许中奎对上门慰问并收购茶
叶的焦国平感激地说道。

4月27日，安徽松泰包装材料
有限公司负责人焦国平得知许中
奎因病致贫，在龙眠村驻村工作队
和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来到许中
奎家，送上慰问金6000元，并收购
了他家滞销的所有茶叶。为响应

“百企帮百村”的号召，焦国平和他
的安徽松泰包装有限公司积极参
与社会扶贫。“我们企业发展了，壮

大了，不能忘记党和政府对我们的
支持。我们要回报社会，尽我们的
微薄之力帮助贫困家庭。今天到
许中奎家，算是认了这个‘亲戚’。
以后，他家有多少茶叶，我就收购
多少。我会持续关注这个家庭，让
奉献爱心成为常态，充分发挥企业
服务社会的作用，为脱贫攻坚贡献
一份力量”，焦国平说道。

近年来，该村坚持凝聚各方
社会力量，拓宽帮扶渠道，形成了

“扶真贫、真扶贫”的工作格局，有
力推动了脱贫攻坚工作。

（通讯员 叶海霞 汪媛）

进山认“亲戚” 上门解忧难

4月22日，安庆市水稻机插秧
同步侧深施肥现场会在桐城天泰
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稻田旁举
行。水稻侧深施肥被农业农村部
确定为 2018 年重大引领性农业技
术。近年来，桐城市积极引进、
推广水稻侧深施肥新技术，2019
年争取到国家粮丰增效专项安徽
示范项目“水稻机插侧深施肥技
术示范”。今年该市计划推广 5.2
万亩水稻侧深施肥。目前，该市
种植大户争相使用水稻机插秧同
步侧深施肥集成新技术。

通讯员 汪桂云 姚亚飞 摄

5.2万亩水稻
用上施肥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