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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棚外热浪滚滚，棚内凉爽湿
润。桐城市大关镇王集村一家大
型家庭农场，一座座大棚内植物
茂盛、生机盎然。偌大的农场，
看不到几名工作人员，智能水肥
一体机和大棚顶上的数据线，实
时 监 控 着 整 个 温 控 大 棚 的 温
度、湿度、通风和土壤的含水
量、营养值等。7月21日，记者
来到这里，采访高科技给农业生
产带来的变化。

种菜用上高科技
智慧大棚巧增收

看中当地良好的投资环境，
2016年，这家名为明月湾的家庭
农场落户大关镇王集村。王集村
党总支书记卢正泽介绍，该农场
总投资约1000万元，占地200余
亩，是一家集种植、养殖、采
摘、垂钓、休闲娱乐为一体的现
代化、集约化、原生态的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也是大关镇第一个
田园综合体。现建有连栋温室20
亩、钢构大棚30余亩、猪舍2000
平方米，种植各类精品果树80余
亩，各种农业机械设备齐全。

“土壤温度26摄氏度，土壤
湿度80%，空气温度25摄氏度，
空气湿度 55%。”在农场一处草
莓温控大棚里，工作人员打开设
备终端，土壤温度、水分含量等
多项数据一目了然。

农场技术负责人邢爱林介
绍，在这个智能化的大棚内，除
了设备检修、卫生保洁等需要
人工现场处理外，工作人员平时
只需动一动按钮就可以实现温
室水肥、卷帘、补光等远程管理，
让农作物“渴了有水喝，饿了有
肥料”。

边说边操作，邢爱林手指一
动，大棚顶层的遮阳网就缓缓地
合上，一侧7个冷风机同时开始
转动，另一侧清水流过水帘，大
棚内的温度很快降了下来。“夏
季温度高，室外植物生长受影
响，但有了这个智慧大棚，理论

上 3 秒钟就可以实现快速降温，
将棚内温度控制在16至25度，有
利于植物生长。”

邢爱林又点了点手机，大棚
顶上的自动喷淋系统随即打开，
几百个喷头开始洒水，清水均匀
地喷洒到每一个角落。“一个喷
头的喷洒半径是2米，整个大棚
10分钟内可以全部喷洒完毕。如
果是以前挑水作业的话，像这样
一个大棚的工作量10个人需要两
天才能完成。”

“大棚有了众多高科技，如果
仅仅种植蔬菜，那是不划算的。”
邢爱林说，棚内主要栽种火龙果、
夏黑等高价值农作物。“通过这个
大棚，我们种植的水果可以提前
一个月上市，待别人水果上市的
时候，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售完了，
而且还能卖个好价格。”

记者还注意到，大棚充分利
用空间，各种农作物分层次种
植，如上方搭建架子种植葡萄，

下方则种植西瓜、蔬菜等，每个
区域层次分明，各司其职。“这
是立体种植技术，不仅时尚美
观 、 操 作 简 单 ， 还 能 节 水 省
肥。”邢爱林得意地说，“种‘高
楼’农作物，向空中要面积，空
间利用率是一般大棚种植的2至3
倍，产量是普通大棚种植的 2.5
倍，是传统种植的3.5倍。”

生态循环农业
降本增效环保

农场内，不时传来猪叫声。
记者走进农场的生态养殖区，只
见里面一个个猪舍内，百余头小
猪正在欢快地吃食。农场负责人
陈宗明介绍，农场养猪年出栏大
概在4000头左右，而猪粪直接冲
入猪舍下面的沼气池，粪便通过
沼气池发酵，产生的沼气液由智
能水肥一体机直接输送到地头，
用来喂鱼或浇灌农作物，而生产

的农作物又可用来喂猪。
“沼液、沼渣作农作物肥

料，仅这一项，每年就能省下万
余元，而且大大提高了土壤的肥
力，保护了环境。”陈宗明说，
由于上市早、无化肥和农药残
留，生产的蔬菜达到了绿色无公
害产品标准，市场上十分畅销。

“一个沼气池就带动起了一条生
态产业链，既有效利用了资源，
还创造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
效益。”

该农场这种种养结合、生态
循环的农业模式，实现了无污
染、零排放。因种养技术先进、
肉菜品质优良，该农场先后被认
定为安徽省“徽姑娘”农业科技
示范基地、安徽农业大学产学研
用实践基地，并于 2019 年成为

“合肥都市圈共建蔬菜基地”，实
现了优质农产品从“基地”到

“餐桌”的直供。
每到周末，一些顾客到这里

采摘、垂钓，观赏田园风光，农
场实现了生产、销售、服务一体
化经营，如今这里已成为大关镇
推进乡村振兴的典型项目。

高效现代农业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农业不仅推动了农业产
业提档升级，还培育了新型职业
农民，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从小
在王集村长大的邢爱林感慨，以
前农村没什么产业，人们大多

“逃离”乡村前往城市打工。如
今不一样了，随着家乡新型农业
的发展，从事农业工作也是一个
很酷的职业。他说：“过去种植
靠经验，现在种植看数据，有了
农业‘高科技’，我们穿西装、
打领带、穿皮鞋也能种好菜了。”

种了大半辈子地的68岁村民
邢丹凤，如今成了基地的“工
人”。看着大棚内丰收的西瓜，
她说，这些西瓜是她和其他几名
村民将西瓜幼苗放在培养膜上培
养一段时间后，再移植到地里
的，这样做是为了提高西瓜产量
和品质。“经过相关技术培训
后，我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还可以
用这样的方式种植西瓜，这让我
深深地感受到学习先进科学技术
的重要性。”5年来，该农场先后
吸纳务工农民近50人，人均年工
资收入达3万元左右。

随着王集村现代农业经营主
体越来越多，农业技术技能培训
的常态化开展，也在不断扩大着
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村庄美了，配套设施完善
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越来越多的资源向农村倾斜，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逆行’回到农
村。”卢正泽说，下一步，该村
将继续以养殖业、种植业为支柱
产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调整
产业结构，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全媒体记者 唐 飞 通讯
员 胡启明

农作物渴了有水喝，饿了有肥料

高效农业：在田野上放飞梦想

本报讯 我市强化科技支撑助推乡村经
济发展。技术攻关。围绕油茶、油菜等开展
育种、加工全产业链技术攻关。去年以来，
累计获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2项
140万元、省科技重大专项5项340万元，立
项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8项246万元。技术推
广。望江县推广“中棉所 63”新品种 1.2 万
亩，怀宁县推广蓝莓、草莓等新品种10个。
上半年，选派科技特派员410名，开展农业培
训5000人次。成果转化。去年以来，累计征
集企业技术创新与产学研合作需求200余项，
组织高校院所专家100余人次与100余家企业
开展产学研合作。与中国农科院、林科院等
签订合作项目61个，涉及资金5200万元。创
新平台。补足创新链短板，与中国农科院、
中国林科院等建立市校（院）战略合作。现
有国家级星创天地7家，国家农业科技园区1
个、省级3个。 （科技）

我市强化科技支撑

助推乡村经济发展

本报讯 我市巧用数字城管提升城市管
理精细化水平。城市管理“一张网”。常态化
运行数字城管平台，划分单元网格2410个、
管理网格21个，初步实现供水、燃气、排水
实时监测，日均采集、上报、交办城市管理
问题300余件。信息采集“一张图”。梳理信
息采集网格化数据，实现数字城管市域覆盖
100%。将问题高发区域和城市顽固性问题作
为重点信息采集范围，排查主城区雨水井堵
塞、破损127例，井盖下沉、松动94例。视
频巡查“一条链”。充分发挥数字化城管系统
精确、及时、高效优势作用，以“视频巡
查”探索实施“非接触性执法”。今年以来，
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处置占道经营、户外
广告等问题1000余件，处理率99%。服务群
众“一根线”。依托12319打造24小时“不打
烊”民情民意城管服务热线，将城市管理投
诉件结案率、满意度等指标纳入城市管理效
能综合评议。今年以来，共受理各类投诉、
咨询、建议等共1.2万余件。 （城管）

我市巧用数字城管
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本报讯 潜山市“筑平台搭舞台”助力
民营经济强起来。一是“量身定制”出台政
策。出台 《关于促进经开区源潭“专精特
新”刷业产业园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每
年设立2000万元刷业专项发展资金支持刷业
发展。去年以来，兑现奖补资金 10418.71 万
元。二是“牵线搭桥”拓展融资。通过银企
对接会、“四送一服”等方式，助力企业提高
获贷率和获贷金额。发挥政策性担保“减
负”效用，企业综合融资担保费率降至1%以
下，减少融资成本800万余元，免除担保费
170万余元。三是“精准服务”破解难题。建
立部门联审联签制度，主动帮助民宿企业对
标提升，11家民宿顺利拿到《特种行业经营
许可证》。建立市级领导干部联系重点民营企
业制度，今年以来，走访各类民营经济主体
500余次，办结问题60余个。 （潜山）

潜山市“筑平台搭舞台”
助力民营经济强起来

本报讯 岳西县“三稳”确保“米袋
子”稳定安全。稳产量。通过耕地保护、农
业科技推广、农田水利建设等措施，稳定粮
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建成高标准农田7.23
万亩，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专项治理面
积10.06万亩，推广工厂化集中育秧、水稻测
深施肥技术1.2万余亩。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8万公顷以上，实际产量稳定在8.7万吨以
上。稳市场。加强粮食价格监测预警、流通
监管和质量检验，持续推进粮食行业诚信体
系建设。加大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完成“智
慧皖粮”信息化建设，认定“放心粮油”“主
食厨房”14家，建成粮食高大平房仓3个。稳
政策。建立健全“政府负总责、部门抓落
实、生产保底线、储备保应急、流通保平
衡”的粮食安全责任体系，严格执行粮食补
贴以及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今年已发放粮
食生产支持保护补贴资金2040.73万元，亩均
补贴71.45元。 （岳西）

岳西县“三稳”确保
“米袋子”稳定安全

案例 小张从事个体经营，生意做得风生
水起，失业在家的小王，为寻找创业出路，拜访
老同学小张。酒过三巡，小张表示，生意越做越
大，为扩大经营规模，准备注册商贸公司，注册

资金500万元。小张所在的商品市场，有招商
政策，外地人员注册公司经营的，享受租金减
免政策。小张希望借用小王身份证注册公司，代
持1%股份，由小王担任法定代表人，承诺小王
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作为回报，小张出借10万
元给小王创业。小王见老同学如此大方，不假思
索就答应了。公司注册后，小王并未实际参与公
司经营，手头宽裕后，还清了小张借款。因工作
繁忙，小王与小张联系逐渐减少，一天，小王
在网上订机票时，突然发现，自己被限制高消
费。小王惊恐万分，经过查询得知，小张借自
己名字注册的公司拖欠货款，被法院强制执
行，作为法定代表人，法院对小王采取了限制
高消费令。小王立即联系小张，电话不通，四
处打听得知，小张投资失败，债台高筑，外出
躲债，下落不明。无奈之下，小王将工商部门起
诉至法院，并提供了小张的承诺书，要求对
公司股东和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变更为小

张。最终，法院驳回小王的诉讼请求。
安徽中皖律师事务所张金金律师对本案

的法律点评：小王没有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但
小王主观上，对挂名注册公司是明知的，不
存在认识错误，也不存在姓名被冒用情形。
工商部门的注册登记没有错误，小王单方面
起诉要求变更登记，没有法律依据，法院据
此驳回小王的诉讼请求。至于，小张出具给
小王的承诺书，效力只及于小王和小张之
间，不能对抗第三人，小王可以根据承诺书向
小张主张相关权利。

张金金律师表示，日常经济活动中，出于
种种原因，公司实际控制人借用亲朋好友、甚
至是员工身份证注册公司，并不少见。但借用
身份证注册公司，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比如，当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时，法定代表人将
被采取限制高消费。现行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资
本，是认缴制，无需实际出资到位，但股东仍需

对未出资到位部分资金承担责任，且在法定情
形下，股东的出资义务会加速到期。在融资过
程中，一般情况下，为保障资本安全，债权人会
要求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签订连带责任担保
函，挂名股东或者挂名法定代表人因此深陷债
务泥潭。张金金律师提醒大家，“挂名”容易，

“去名”难，增强法律风险意识，才能避免不必
要的法律风险。

律师简介：张金金律师，安徽中皖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2019年度安庆市十佳青年律师，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安庆好人”，安庆市金
融纠纷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员，参加安徽省律
协青年领军人才训练营（第六期）。

整理：付玉

“辞不掉”的法定代表人

张金金律师

桐城市大关镇王集村家庭农场智慧农业大棚。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摄

本报讯 7月 23日，望江县华
阳镇鹤庄村一组徐家冲村居环境整
治现场，工人们顶着烈日，平整道
路。徐家冲环境整治是该村此次首
批6个村居环境整治点之一，目前
已完成拆违拆旧、绿化亮化等工
程。今年以来，华阳镇各村举办乡
村振兴大讲堂，充分动员村民参
与，其中，“点单式”整治村居环境，
让村民们纷纷点赞。

“现在村里很多人都有小汽车，
周末回来村里道路太窄了会车不大
方便，希望能够拓宽道路。”“希望村
里解决我们停车难的问题。”在鹤庄
村定期举办的乡村振兴大讲堂上，
村民们反映的问题集中在拓宽道
路、修建停车场等方面。

“这个乡村振兴大讲堂，上级没
有明确规定我们多久举办一次，我
们鹤庄村群众参与热情非常高，现
在我们是大概每周分村民组举办
一次。每次举办大讲堂，在家的村
民参与度能达到 90%以上。”鹤庄
村党总支书记商良说，除了向村民
们宣传乡村振兴的相关政策，大讲
堂上村民们还积极互动，主动提出
问题，主要围绕村庄人居环境整治
方面提出各自意见。村民“点单”、
村委会“上菜”，良性互动让大家交
口称赞。

村民既然“点了单”，必须安排！
商良说此次首批6个村居环境整治
点，应村民们的要求，道路拓宽、停
车场建设等都纳入改造范围。在一

组徐家冲村居环境整治现场，停车
场已基本建成，“现在实际上已经可
以用了，我们准备再在镂空处撒一
点草籽，这样更美观一些。”商良说。

对于村里的变化，一组村民徐
西银打心眼里高兴：“以前房前屋
后脏乱差现象严重，环境差。现在
好了，绿化好、路灯亮、道路宽，
乡风文明也提升了。在乡村振兴大
讲堂上，我们不仅能实时了解相关
政策，还能群策群力，主动参与家
园改造建设。”

华阳镇清泉村陈家岭，村民们
房前屋后干净整洁，道路两侧村
民们的菜园、花园用栅栏围起，
一条长约200米的森林公园步道蜿
蜒向前。

清泉村党总支书记陈学端介
绍，该村不仅利用乡村振兴大讲堂
向村民们宣讲政策，听取意见，还积
极动员村民主动参与村庄环境整
治。“你看所有房前屋后的菜园子，
栅栏都是我们村民们自己用竹子编
的，样式一点也不输外面买回来的
栅栏，不仅外表美观实用，还省了相
当一笔经费开支。”

村民陈群云的房子被一圈绿植
花草围住，竹栅栏围起的菜园里也
干净整洁，后门口就是马路，马路边
是一排停车位，停车位下面就是森
林公园步道。陈群云是清泉村的脱
贫户，生活条件改善了，精神需求也
随之提高。“现在生活好，干干净净
的，我们也特别注重自己房前屋后

的卫生状况，绝不给村里添乱。”陈
群云说，每天吃过晚饭后，只要天气
好，她和家人都会到后门口的森林
公园散散步。

陈学端说，森林公园步道未修
建之前，这片森林里杂草丛生，蚊
虫较多，自从开始修建步道，村民
们就十分期待，“后期我们会在里
面种一点草皮，围上栏杆，并放置
几把椅子。”

目前，清泉村陈岭中心村文化
活动中心项目基本完工，工人们正
在进行活动中心的内景布置。活动
中心广场上不仅有相当数量的停车
位，还有篮球场、健身器材等。

（全媒体记者 付玉 通讯
员 杨坤）

“点单式”建设让村居环境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