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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为坚决打赢长江“禁捕退捕攻坚
战”，改善长江流域“资源越捕越少，生
态越捕越糟，渔民越捕越穷”的恶性循
环，推动长江生态文明建设，太湖县重
拳出击，部门联动，多措并举，合力推
进，确保“禁捕退捕”取得实效。

退捕上岸保生态

地处太湖大石乡且与长江相连、
与宿望相邻的泊湖，曾经一度渔船来
往穿梭的热闹景象在退捕工作开展以
来，却恢复了昔日的宁静与和谐。

“五十年代，我们从山东微山湖沿
着运河、长江来到了泊湖，一直从事
40 多年的捕渔业，吃住都在湖上，靠
水吃水，以湖为家，以渔为生”，几乎成
了一辈子老渔民的沈保荣对笔者说。

“去年底，当广大渔民得知退捕的
消息后，一时很想不开。大家总觉得
很多人不识字，况且年纪大了，出去打
工也不行，今后的生产生活怎么搞
呢？心里确实非常着急。”

“随着相关退捕禁捕政策的广泛
宣传，大伙从传统的思想认识上逐渐
有所转变，认识到国家实施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性。同时，国家和地方也
相继出台了很多惠民利民政策，帮助
渔民就地就近就业，鼓励渔民因地制
宜辛勤创业，上岸发展种植养殖，或者
外出打工，增收增效，慢慢度过难关”，
沈保荣高兴地说。

据了解，该县重点水域的禁捕和
退捕工作实行两步走，一是2019年底
开展了“减船退渔”工作，拆解了各类
渔船229条、渔具9.7万米，为284名专
业渔民办理了两年过渡期补助，代缴
了 15 年社会保险，昔日太湖境内的 8
万多亩泊湖水面实行拦汊养鱼、养蟹
的养殖场景终于不见了。如今，一望
无际的湖面，碧波荡漾，水鸟成群，大
雁翔集，天鹅回归，一派盎然的生机。

二是在今年7月份开展的重点水

域禁捕退捕工作中，已完成了建档立
卡工作。对 2017 年以来合法的捕捞
渔船在大石乡政府的大力配合下，按

“以证定船、以船定人”的原则，全面核
实了渔船渔民信息，详细录入了国家
禁捕退捕系统，其中捕捞渔民136人，
家庭人口 209 人，将严格按照国家政
策落实各项保障工作。

“下一步，我县将严格执行全省禁
捕退捕六无四定的工作要求，在 8 月
底前尽快完成三无渔船的登记和调
查，按照全市统一的政策标准制定分
类管理措施；同时，精心组织专业力
量，清除泊湖沿岸和水下的各类渔具
和网具。县里现已组建泊湖和花亭湖
两个联合执法大队，从重从严打击电鱼
毒鱼炸鱼的违法捕捞行为和生产性垂
钓，确保顺利完成十年禁捕工作。”县农
业农村局副局长陈海平告诉笔者。

就业帮扶保民生

为了让退捕渔民上岸有出路、生
活有保障，该县多措并举帮助解决就
业问题，在县人社局的帮助和指导下，
现在已有很多退捕渔民成功实现了转
移就业，并且在各自领域开辟出了一
片新的天地。

大石乡田祥嘴村张奇龙从小生在
湖边，长在湖边，是自己家里的第三代
渔民，在退捕转业之后于今年 3 月份
就在湖边开了个渔民山庄，从事食品
制售，如今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

“我爷爷就一直住在船上，从事渔
业捕捞，一年收入也就两三万、三四万
块钱的样子，现在也已经上岸居住
了。”渔民张奇龙说。

“退捕之后，在县乡政府和县人社
局相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培训指导下，
也带动了五六名渔民在这里就业”。

“我家从父辈开始，全家人就长期
以船为家，过着飘泊不定的渔民生
活。甚至连学生念书也没有一个稳定的
地点，几乎无法上学，文盲较多。”大石乡

渔业队党支部书记史有胜告诉笔者。
“现在，大部分人有的在县内乡

内、也有的在省外打工创业，抑或自己
发展产业，生活上基本没问题，群众情
绪比较稳定”。

据了解，大石乡自 2014 年以来，
为了落实“渔民上岸”政策，统一规划，
统一标准，在省道 S211 附近，统一新
建了“渔民新村”，专门为渔民打造安
居之地。这些年来，渔民们陆续告别
多年的“水上漂”生活，在有关部门的
大力帮助下走进了新的工作岗位，开
始了新的生活。

笔者在渔业新村采访时，得知吴
高娥和丈夫均是专业渔民，从上个世
纪50年代至今，一直蜗居在十几平方
米的船舱。可在退捕上岸后，住进了
两层小洋楼，既宽敞又明亮，现在从事
公益性岗位，生活也有了保障。

“上岸后，我就承包了一些水面鱼
池，发展了188亩鱼虾混合养殖，一年
收入十几万块钱。”渔民汪小文说。

“为认真做好退捕渔民的转产就
业工作，县人社局对包括专业渔民和
兼职渔民在内的退捕渔民均进行了全
面摸底，做到有的放矢；并对渔民上岸
后的适应能力进行转岗培训和专业技
术培训，组织了20多家企业到渔民新
村进行劳务对接，主动送信息送服务，
已妥善安置了118人。”县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韦正斌说。

“下一步，人社局将继续加强精准
对接，针对渔民本身的特点做到精准
服务，进一步使他们适应岸上的生存
能力，跟当地的老百姓一起共同富裕，
奔向小康！”

禁捕执法保秩序

自开展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工
作以来，太湖出台了相关的退捕禁捕
工作方案，发布了《重点水域禁捕工作
通告》，明确规定花亭湖黄尾密鲴、泊
湖秀丽白虾两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及辖区内所属沿江湿地省级自
然保护区的水域，自 2020 年 1 月 1 日
零时起，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河水
域实行休渔期禁渔制度，每年4月1日
零时至6月30日24时实施全面禁捕；
明确禁捕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从事捕捞活动，不得收购、销售非法捕
捞的渔获物，禁止采捕、贩运水生植物
和底栖动物。凡违反禁捕规定使用船
只、禁用工具非法捕捞的，由县农业农
村局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严肃处
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属地乡镇加强全面禁捕工作的
政策宣传引导，认真开展日常巡查布
控，县公安、农业农村、林业、生态环境
等执法部门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在禁
捕水域开展定点式侦察、常态化巡查
等执法行动，从严从重打击违法犯罪
行为，切实维护禁捕秩序，保障退捕成
果，保护生态安全。

“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充分
发挥行政执法职能，克服渔政执法力
量不足、执法装备缺乏的实际困难，统
一调度执法资源，以执法办案为抓手，深
入开展打击非法捕捞、电鱼等各类违法
行为。截止目前共查办各类违法案件14
起，有效遏制了非法捕捞行为，确保禁渔
令铁令生威”，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负责人王必祥告诉笔者。

“今后，大队将针对泊湖水域水生
生物资源保护区，重点打击非法捕捞；
针对花亭湖黄尾鱼水生资源保护区，重
点打击生产性垂钓和偷捕盗捕国有公司养
殖水产品的违法行为，在全县水域严打电
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违法行为”。

当前，全县上下正继续做好三无
船舶清理、泊湖清湖、禁捕执法等重点
工作，巩固禁捕退捕成果。并进一步
加大就业安置扶持力度，帮助渔民转
产安置、纾困解困，确保不折不扣完成禁
捕退捕各项任务，确保坚决打好打赢长
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退捕”的攻坚战。

通讯员 刘辉 刘鑫 胡治进

保生态 保民生 保秩序

太 湖 打 出 禁 捕 退 捕“ 组 合 拳 ”

本报讯 8 月 11 日，人保财
险安庆市分公司、太湖支公司负
责人，会同太湖县财政局、农业
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一行，深入新
仓镇、徐桥镇、大石乡三户投保
了政策性农险水稻完全成本保
险的种粮大户家中，就前期因水
灾造成早稻受损的理赔款项，进
行了现场发放。先后向新仓镇
种粮大户陈金根、徐桥镇种粮大
户黄爱保、大石乡种粮大户卓文
茂，累计发放理赔款267785元。

据了解，今年 6 月中旬至 7
月上旬，太湖经历了 6 次特大暴
雨，个别乡镇短时间降雨量超
200 毫米以上，对农业生产造成
了巨大影响。人保财险太湖支
公司承保的早稻、中稻、大棚蔬
菜等农作物遭受水灾影响损失
严重，其中仅早稻受灾面积就达

13000余亩。
面对灾情，人保财险太湖支

公司积极履行国有骨干保险企
业的社会责任，践行“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的企业使命，充分发
挥政 策 性 农 业 保 险 农 业 生 产

“稳定器”和“助推器”的作用，
在全力以赴做好查勘理赔服务
的同时，积极帮助广大受灾农
户主动开展生产自救工作。而
且，本着政策性农业保险“不惜
赔、不拖赔、不滥赔”的原则，及
时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启动
预赔付机制，第一时间将理赔
款项支付到农户手中，为广大农
户抗灾减灾、灾后恢复生产提供
了急需的资金支持。截止目前，
该公司已将包含早稻在内的280
万政策性农险水灾赔款全部支
付完毕。 （通讯员 苏勇）

太湖发放农险理赔款280万元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人民
医院与安庆市第一人民医院借助
中国移动 5G 网络设备联合开展
了安庆市首例 5G 远程手术指导
活动。接受此次手术的是该县一
名患有胆囊结石伴胆囊炎的64岁
女性患者。县医院外科负责人首
先通过中国移动 5G 网络视频向
市一院有关专家汇报了患者病史
情况，随后在对方的在线指导之
下，主刀医生在 40 分钟内顺利排
除了患者体内的病灶，整场手术

取得圆满成功。
据悉，此次远程手术指导是

该县人民医院基于5G网络进行的
首次线上诊疗尝试。下一步，院方
还将加强与中国移动在信息化建
设领域的协作力度，在此基础上与
各地三级医院共享医疗资源，将
5G网络先进成果及时运用到预约
诊疗、远程会诊、远程手术等诸多
医疗环节之中，为筑牢全县广大市
民的健康防线提 供 坚 实 保 障 。

（通讯员 占书迪）

市县医院联合开展
全市首例5G远程手术指导

本报讯 近日，两台语音智
能导办系统分别在太湖县政务服
务大厅和县妇幼保健院调试运
营，这是中国声谷连续两年在太
湖开展中国声谷首台（套）创新产
品示范应用工作。

为贯彻落实支持中国声谷建
设若干政策，加强智能语音及人工
智能技术和产品的示范应用，推进
安徽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我省自
2017年以来，已连续第三年在全省

范围内示范应用了一批软硬一体
化终端产品，太湖积极对接并争取
上级支持。截至目前，已有 15 个
类别共计 721 台套的相关设备已
投入太湖相关部门与企业示范应
用，并在五千年文博园内设立了全
国首家县级中国声谷人工智能产品
太湖体验中心，既有力推动了我县
信息消费升级，又进一步提升了我
县智能制造、智慧民生及社会治理
智能化水平。 （通讯员 刘辉）

中国声谷首台创新产品
在太湖示范应用

近年来，太湖县大力支持企业创
牌申证工作，积极引导企业加大科研
投入，培养科技人才，研发新产品，激
发新动能，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推进企
业做大做强。

位于太湖县经开区的安徽赛迈特
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研发、
设计、生产销售新型智能液晶显示屏
模组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
品涵盖了4.3英寸-31.5英寸全尺寸液
晶设备，形成了年产成品 500 万片的
生产能力。公司从 2018 年开始投产
以来，一直注重技术研发，先后与合工
大、安大等高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确保
产品技术先进性在国内同行业中占据

领 先 地 位 。 2019 年 该 公 司 产 值 达
9300 多 万 元 ，其 中 研 发 投 入 占 比
6.3%，达500多万元。

“通过这些投入大大提升了公司
的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其中 15.6
寸液晶显示屏获得了安徽省工业精品
荣誉。下一步将继续加大研发力度，
把产品做精做优，把企业做大做强。”
该公司总经理王李明说。

目前，该县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
34家，其中今年第一批申报成功认定
13 家。赛迈特光电公司已认定为省
级绿色工厂，正向国家级绿色工厂迈
进，且申报工作已进入专家评审阶段；
7 月份，赛迈特和宏宇五洲成功认定

为省级工业设计中心，在这两项上实
现了零的突破。全县已拥有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5家、安徽工业精品2家、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16家、市级43家。

据了解，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相
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外，也离不开企业
自身的高度重视。有的企业专门培养
了1—2名专门研究政策、利用政策的
专业人才。太湖县光华铝业公司主要
是利用回收的废旧铝材生产标号铝
锭，通过产业延伸生产家电等铝制品
配件，实现了“进来是废品，出去是产
品”的发展目标，属国家大力倡导和扶
持的循环经济产业，生产的铝锭和铝
制品配件销售遍布全国。

“公司非常注重企业的创牌申证
工作，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支出3%用于
企业技术研发，产品质量得到海尔集
团、TCL、惠而浦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的
认可。近年来，公司取得了三项发明
专利、26项实用新型专利。”光华铝业
公司办公室主任殷宗国告诉笔者。

作为企业主管部门，该县经科信
局在很多创牌项目上提前建立培育
库，积极为企业创牌申证提供指导和
服务，每年为企业争取奖励补助资金
1000多万元。今年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全市6家，太湖就占2家，市级专精特
新企业今年 10 家，位居全市前列。

通讯员 刘辉 胡治进

太 湖 着 力 推 进 企 业 创 牌 申 证

本报讯 今年，太湖共安排
重点工程项目50个，其中涉及城
镇建设续建项目共有三个，位于新
城龙山路的人防公园便是其中之
一。作为该县首个集城市公园建
设、区域交通、人防等基础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公园广场，自去年12
月份正式启动建设以来，施工单位
严把时间节点，狠抓工程质量，目

前已顺利完成总工程量的50%以上。
该人防工程项目规划用地面

积5.4公顷，总投资概算约5800
万元。项目建成之后共有四层，
其中地上3层，地下1层，地上部
分为公园景观区域，涉及绿化、
步道、广场、园林景观等设施，
地下设计为人防工程。

（通讯员 叶玲玲 吴光磊）

太湖建设首个大型人防公园

8月12日，太湖县北中镇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推进会，全镇18
个村支书和文明实践平台管理员以及镇直单位负责人参加了相关业
务培训，共同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和有关推动移风易
俗、树立文明乡风方面的文件精神。县委宣传部、县融媒体中心负责
人从抓好思想认识、工作任务、志愿队伍、阵地建设、项目设计、规范管
理和总结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意见。 通讯员 刘辉 摄

发展草鹅经济 助力脱贫增收

太湖县大石乡大石岭村采取“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产业扶贫模
式，建立了草鹅养殖基地，积极发展草鹅经济，一年两批，每批养殖草
鹅3000多只，并充分利用附近的瓜蒌基地和水塘，适时散养食草，肥了
草鹅，富了百姓，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和贫困户增收增效的双赢目标。

通讯员 刘辉 摄

草鹅幼崽

▲水塘里的草鹅
◀瓜蒌基地里的草鹅

新闻广角新闻广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