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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近日，安徽省发展民营经济领导
小组发布2019年度全省发展民营经
济考核结果通报，对6个市、36个县
（市、区）予以表扬，怀宁县榜上有名。

强化项目支持 激发创新活力

近年来，怀宁县倾力服务中小企
业，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组织民营
企业申报“三重一创”、科技创新、制造
强省等项目，将支持民营企业创新发
展有关内容纳入县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政策。2019年，先后组织企业申报市
2018年度加快工业发展项目 129项、
资金3481.21万元，市2018年度推进科
技创新项目50项、资金868.6万元，省
2019年支持制造强省建设和民营经济
发展项目18项、资金 1108.73万元，省
级以上科技项目和科技政策13项、资
金288.8万元。今年已组织企业申报
市县2019年度加快工业发展、科技创
新奖补资金4367.62万元。

出台怀宁县2020年“四送一服”
双千工程工作要点和怀宁县“四送
一服”“三包三抓”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对县级领导联系服务重点工业
企业名单调整充实，联系企业数量
增加到104家。充实5个服务企业工
作组人员力量，深入企业、项目一
线，走访调研规上企业 347 家次，中
小微企业 411 家次，调度重点项目
128 个，开展要素对接活动 21 次，帮
助企业解决土地指标200余亩，解决
企业用工1100人。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备案行动，

提升企业创新发展能力。37家企业
进入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库。实施高新
技术企业培育行动，加大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力度，截至目前，省级专家评审
通过8家。实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
育工程，19家企业进入市级专精特新
企业培育库，8家企业认定为市级“专
精特新”企业，截至目前，省中小企业

“单打冠军”1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42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7家。

持续推进企业创新能力建设。鸿
海新材料等7家企业的9个项目入选
安庆市2020年重大产业创新科技专
项项目库。万邦特材通过省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验收。永驰婴童等2家企
业成功申报省级工业设计中心。永驰
婴童两款安全座椅成功获批安徽省新
产品。组织永驰婴童等5家企业申报
了2020年度安庆市推荐安徽省科技
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成果项目入库。鼓
励企业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行动，截
至7月底，企业技术改备案项目34个，
计划总投资13.6亿元。

创优营商环境 壮大民营经济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更多
发展活力，该县加强部门协调联动，完
善新型政银担、税融通、续贷过桥等融
资机制，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每季
度开展一次企业融资需求摸排，并及时
反馈给金融部门，推进银企对接。目前
已摸排有融资需求的企业42家，其中已
有10家企业解决融资6050万元。

截至6月30日，全县共发放税融

通贷款8140万元，贷款余额1.43亿元，
扶持企业36户；帮助园区企业申请过
桥资金 22439 万元，资金周转率 5.61
次。全县各项贷款余额246亿元，同
比增长19.39%，居全市第2位；新增贷
款25.63亿元，居全市第1位。

今年以来，为缓解疫情对企业造
成的不力影响，该县出台促进经济发
展十条措施，安排 5000 万元专项资
金，支持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截至目
前，兑现企业用电补助520.64万元，兑
现复工复产保险补贴30万元。其中
怀宁海螺水泥用电补助128.88万元。
上峰水泥用电补助 134万元，科林新
材料用电补助34.71万元。

出台《互联网+政务服务”1+3改革
方案》，开展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

改革，实现“351”工作目标。实施企业
开办便利化改革，实现企业开办事项
办结“最多跑一次”的“321”工作目
标。为促进县工业园区企业尽快投产
达效，怀宁经开区工业投资项目试行

“先建后办”审批模式，实现“311”工作
目标，即审批流程划分为申报、建设、
验收三个阶段，审批时限压缩在一个
月内。为帮助企业加快融资担保速度，
降低时间成本，县担保公司对以前担保
流程中不符合提速增效的做法和制度
进行修改，制定提速办理办法并主动落
实，将从受理到审批全流程原需15个工
作日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完成。图片为
怀宁经开区鸿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覆铜板回流线上操
作。 通讯员 汪传宝 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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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是初秋时节，可是热浪依
然袭人，在怀宁县小市镇求雨村牡丹
园里，来自省内外的书画家们却在津
津有味地欣赏着一幅幅美轮美奂的书
画作品，或颔首赞许，或切磋交流，或
指点迷津。“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历史
文化灿烂，作为我们书画院的创作基
地可谓实至名归。”安徽古塬书画院院
长范晓茫说。

一个人口仅仅只有2000多人的
小小乡村，何以成为书画名家连续两
年打卡的“网红地”？小市镇人大主席
何承雪介绍说：“牡丹园中已有320多
年历史的‘乾隆牡丹’，是其闻名遐迩

的主要因素之一。”据了解，求雨村李
破屋“乾隆牡丹”以“三大珍奇”独树
一帜：一是寿奇。牡丹的寿命一般只
有50年，而此牡丹竟活了300余年，
且日渐茁壮。二是色奇。花具扁平
形，呈白玉色，复瓣黄心，围绕花蕊有
金黄、大红、水红、浅红、半白半红等5
种颜色，故享有“五彩珍珠”的美誉。
三是香奇。入村即可闻到它的香气，
临近观之则无复嗅其馨，驻足花前，又
偶有幽香扑鼻，因此令人流连忘返，陶
醉不已。

“我一生专注牡丹花的创作，求雨
村的‘乾隆牡丹’令我印象最为深刻，

去年我亲眼目睹了她的芳容，有的苍
劲厚重，有的飘逸幽静，有的娇艳欲
滴，有的雍容妖娆，美得惊世骇俗，
美得令人陶醉！”国家一级美术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王鸿雁女士介
绍说。

“村容村貌的巨大改观，也是书画
家们青睐求雨村的另一个因素。”该村
党支部书记胡团结说。置身于求雨村，
整个村庄树木葱郁，鲜花竞妍，流水潺
潺，鸟鸣啁啾。特别是李破屋在加快美
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村民纷纷响应，不
仅自发捐款7万余元，架起56盏路灯，
解决了村民夜间行路难问题；而且充分

挖掘牡丹园这一文化旅游资源，全力推
进村庄硬化、绿化、净化、亮化、美化建
设。“我们走新变之路，自己动手打造美
丽家园，要让村更美、花更艳、客更多。”
李破屋村民组长李长青说。

“回到省城之后，我们将充分发挥
古塬书画院的辐射效应和带动效应，
向更多的书画家推介小市镇，推介求
雨村，真正把求雨村打造成为集艺术
创作、休闲养生、旅游观光等功能于一
体的画家村、度假村、美丽乡村的典
范。”安徽古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理事
长周剑峰表示。

通讯员 钱续坤 黄珏镕

小市镇求雨村成为书画家打卡小市镇求雨村成为书画家打卡““网红地网红地””

本报讯 今年以来，怀宁县
纪委监委立足监督首责，统筹兼
顾、跟进监督，全程保障“六
稳”“六保”落地生根。

怀宁县纪委监委着力提升政
治站位，持续跟进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六稳”“六保”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增强践行

“两个维护”、做好“六稳”“六
保”监督的政治自觉。认真研读
省纪委监委“六稳”“六保”监
督工作清单，细致把握6个方面
20项重点监督任务。结合怀宁实
际，加强调研督导，全面了解优

化营商环境、惠企政策落实情
况。将做好“六稳”工作、落实

“六保”任务情况纳入巡察监督
内容，增强监督实效性。15个派
驻（出）纪检监察组织充分发挥
监督“探头”作用，靠前监督政
策落实、项目推进情况，监督情
况实行周报告。县纪委监委成立
专项督查组，联合相关单位开展
多轮督查。以有力监督保障了疫
情防控、防汛救灾、脱贫攻坚等
工作落实落细，切实发挥了监督
保障执行作用。

（通讯员 葛和荣）

怀宁提高“六稳”“六保”监督工作实效

本报讯 因受水灾影响，导
致部分贫困户自主产业发展受
损。怀宁县江镇镇帮扶力量第
一时间到位，一方面落实农产
品保险赔付，一方根据各户情
况制定帮扶方案，帮助贫困户
减少经济损失，为持续发展产业
提供有力保障。

“感谢政府的好政策，购
买的农产品保险大大减少了我
的损失，我会用这笔钱继续发
展好产业！”江镇镇联山村贫困
户刘青在收到保险公司赔付的
5000 余元后，激动地说。刘青
是江镇镇联山村的贫困户，在

扶贫政策的精准帮扶下，2017
年他顺利实现脱贫，同时也成
为了当地远近闻名的养殖能人。
7月的持续暴雨导致其22间鸡舍
被淹，约 1000 只鸡被水冲走。
得知刘青户严重受灾后，江镇镇
扶贫办一方面第一时间与保险公
司联系，申报保险赔付，另一方
面协调村里为刘青提供了 10 间
鸡舍，供其暂时使用，同时帮助
刘青申请扶贫小额贷款。据了
解，江镇镇共有7户贫困户自主
产业发展因灾受损，在镇村的帮
扶下陆续恢复生产。

（通讯员 张文涛 张艺婧）

江镇：镇村联动助力贫困户灾后生产

为助力新型职业农业挑起农业现
代化的“金扁担”，怀宁县在破解传统
水稻生产相对效益偏低的瓶颈时，大
力开展以“水稻+”绿色高质高效种植
模式技术为内容的新型职业农民培
训，实现了“一田多用”与“效益双收”
的目标。

挑起“金扁担”，“支点”不可或
缺。该县坚持“走出去学、请进来教”，
把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有机结合，增
强参训新型职业农民科技素养和实践
操作能力。一方面采取集中授课、现
场学习、生产实践相结合，着力培养参

训新型职业农民市场品牌意识，提升
规划、经营和开拓市场的能力，能与市
场进行有效对接，提升“水稻+”种植模
式效益。另一方面开门遴选优秀师
资，遵循成人学习规律和特点，加强教
学互动，综合运用案例法，通过参与式
教学增强培训吸引力，让参训者在学
中用，在用中学，实现自主、理性参与
学习。

挑起“金扁担”，“技术”至关重
要。在关键农时季节，该县组织农技
专家、培训教师跟踪服务与巡回指导，
帮助解决参训新型职业农民在“水

稻+”绿色高质高效技术应用方面存在
的问题，同时组织参训新型职业农民
前往示范片观摩学习，有效推动“水
稻+”绿色高质高效模式快速精准转
化应用。截至7月底，现已开展专家
指导新型职业农民 1000 余次，开展
现场观摩 6 次，大大促进了“水稻+”
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模式技术入户率和
到田率。

“实际上，农业现代化这根‘金扁
担’，一头挑着‘绿水青山’，一头担着

‘金山银山’；一头系着国家的‘粮袋
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怀宁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据统计，该县今年共推广“水稻+”

绿色高质高效种植模式技术应用面积
5.7万亩，其中稻渔（稻虾共作、稻鳖共
生、稻田养鱼）综合种养面积4.7万余
亩，全县已建成稻渔综合种养千亩示
范基地4家，百亩示范基地24家，小龙
虾产量达到 2300 吨，产值超过 5000
万元；同时在渔米品牌建设和销售上
也实现了新突破，“农家宜”“稻碧诚”

“康坡山”“皖丰六月”等稻渔综合种养
大米品牌在市面上广受消费者的青
睐。 通讯员 钱续坤 杨柳林

怀宁县新型职业农民挑起怀宁县新型职业农民挑起““金扁担金扁担””

怀宁县高河镇围绕实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依托粉铺、谢
山、查湾等村荷花种植的传统资源，以打造荷花特色小镇为目
标，加快以荷花经济为特色的生态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相融合，做大做强区域优势产业。目前，4000亩荷塘的荷花竞
相开放，成为游客“打卡”胜地，让土地保值增值、农民增收。8
月26日至29日将在高河镇粉铺村荷花基地举办首届荷花文
化节暨消费扶贫展销会。通讯员 张文涛 包俊根 摄

4000亩荷花竞相开

本报讯 眼下正是玉米成熟
时。在怀宁县乡村，一批秸秆经
纪人活跃在田间地头，他们把玉
米秸秆收储起来，为秸秆有效利
用找销路。

连日来，怀宁县秀山乡养殖大
户张国胜带着3名工人，来到公岭
镇水磨村，一台割草机，很快就完
成了两亩玉米秸秆的收割，这批秸
秆很快成了肉羊的“盘中餐。“基本
上（每年）我们都要收到四五千吨，
这些秸秆有一部分用于羊的饲料
转换。一部分用到颗粒料厂，做颗

粒加工。”张国胜说。张国胜还有
一个身份，就是秀山农作物秸秆收
储中心负责人。据他介绍，秸秆收
储每年能补到1万多元，羊的饲料
转换也能补到1万多元，一年加起
来大概补到3万多。2018年以来，
该县大力实施秸秆收储体系建设，
科学布局，并对新扩建秸秆收储中
心进行补贴。根据当年秸秆收购
量，再给予补贴。目前，该县新建
农作物秸秆收储中心11个，培育秸
秆经纪人5000余人，收储秸秆4万
余吨。 （通讯员 操春）

秸秆经纪人 收储秸秆忙

本报讯 近年来，怀宁县金
拱镇紧紧围绕“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奋斗目标，坚持
科学规划、差异建设，农民主
体、量力而行的原则，多点发
力，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改善，美
丽乡村建设在提升乡村颜值的同
时也让广大村民有了实实在在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在建设过程中，该镇重在激
发群众参与度，充分发挥群众主
体作用，镇村两级通过召开村民
代表会议、全体党员会议、进村
入户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宣传美
丽乡村建设的意义和举措。深入

细致的思想工作赢得了群众的理
解和支持，村民汪张李带头无偿
将自家屋后 20 多年的小厨房拆
掉。村民汪辉也按照政府统一要
求，正着手对自家小院子进行美
化提升。截至目前，许马中心村
庄建设已累计投入资金 50 多万
元，后续的无功能建筑拆除以及
房前屋后的环境整治工作正在稳
步推进之中。据了解，金拱镇
2020年度省级美丽乡村高湖村，
市级美丽乡村前楼村，以及双
河、兴胜、里仁3个县级美丽乡
村均已全部动工建设。

（通讯员 张文涛 黄兴杰）

金拱镇美丽乡村建设持续推进

本报讯 怀宁县平山镇坚持
源头治理，主动下访、回访，深
入各村(社区)开展矛盾纠纷大走
访、大排查、大化解专项活动，
着力化解信访矛盾。

该镇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重
要工作抓紧抓实，始终做到在一
线化解、一线处置，确保将矛盾
纠纷解决在基层，人稳当地。下
属各村(社区)精心组织开展矛盾
纠纷大走访、大排查、大化解专
项活动，努力实现“最多跑一

地”“最多投一次”“最多交一
回”“最后访一回”工作目标。
对走访、排查发现的矛盾纠纷和
信访问题，坚持做到“马上办、
立即办、限时办、盯着办”，千
方百计为民排忧解难，倾心倾力
化解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信访稳
定工作，以务实的工作作风、高
效的工作方法，切实把“大事不
出镇，小事不出村，领里纠纷不
出组”的信访工作目标执行到
位。（通讯员 张文涛 程林生）

平山镇着力化解信访矛盾

村民精心管理

游客流连忘返游客流连忘返

工人在厂房忙碌工人在厂房忙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