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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我市加大金融支撑“贷”动乡村
加速发展。上半年全市涉农贷款新增 136亿
元，为去年同期增量2.2倍；6月末涉农贷款余
额1186.2亿元，同比增长18.6%，增速创历史新
高。资源倾斜。将涉农贷款增长情况纳入信
贷政策导向重点领域金融支持情况季度通报
范畴，单列涉农信贷年度新增计划 94.5 亿
元。银农对接。开展“金融暖企”专项走访
对接行动，对188户名单农业企业和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实行全覆盖走访对接。产品创新。
按照统一体例收集汇编55项金融创新产品，
上线安庆市中小微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通过“线上+线下”方式开展涉农金融产品宣
传。政策牵引。用好支农再贷款工具，有效
发挥支农再贷款结构与价格双导向功能，累
计向桐城、怀宁农商行提供2.38亿元支农再
贷款，运用央行政策资金支持涉农企业和农
户109户。 （人行）

我市加大金融支撑

“贷”动乡村加速发展

本报讯 太湖县加注金融活水助力特色
产业发展。该县锁定粮食、茶叶、水产“三绿”
特色产业，累计投放贷款5.5亿元，支持种养大
户600余户。

构建产业授信机制。依托“普惠贷信息系
统”录入“三绿”种植户、合作社等基本信息和
信贷需求，逐户评级授信，累计建档立卡经营
主体信息2000余户。

创新产业扶持模式。由上游收购公司提
供贷款担保和产品收购，合作社提供种植苗木
和管理技术，银行提供贷款支持，种养户同三
方签订种植、销售、贷款协议，为产业龙头企业
及其上下游产业链 27 户种粮大户新增贷款
3000万元。

形成产业帮扶体系。针对产业经营主体
不同发展阶段，构建差异化金融产品体系。在
种养户起步阶段给予2—50万元不等授信额
度；在产业成长成熟阶段创新推进“仓储质押
贷”“应收账款质押贷”等信贷产品；遭遇水旱
灾害时，开展“金融服务家家到”活动，发放信
贷资金200万元。 （太湖）

太湖县加注金融活水
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本报讯 8月 10日，怀宁县检察院党总支
组织全体党员干警参观邓稼先纪念馆。

邓稼先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
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邓稼先纪
念馆展厅依据人物生平设有多个展览主题，其
中陈列着大量的实物、模型、图像照片和影像
资料，并借助多媒体，生动还原了邓稼先的感
人事迹，全面展示了他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
作出的突出贡献。

全体党员干警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汲
取奋进力量，扎实做好各项检察工作，为推动
怀宁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通讯员 储义）

怀宁县检察院组织干警
到邓稼先纪念馆参观

本报讯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如何运用
互联网知识帮助销售农特产品，在讲之前我想
问下在座的各位，你们家种的农产品一般是怎
么卖的？”8月9日晚7时，岳西县巍岭乡巍岭村
乡村振兴夜校准时开讲，该村仙包组暑期回乡
大学生王勇主讲，给乡亲们讲解如何更好地上
网销售特色农产品。

7月份以来，巍岭乡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组织动员各村轮流举办乡村振兴夜
校，邀请乡农业综合中心技术员、回乡大学生、
有关方面技术专家等对群众进行技术培训。近
段时间，巍岭乡群众干完农活吃完晚饭后急着
做的一件事，就是到村里的乡村振兴夜校学
习。到8月上旬，该乡已举办夜校培训20期。

乡村振兴夜校开办后，相关“专家”以实战
经验传授实用知识，群众反响良好。“这夜校真
是好呀，不仅丰富了我们夜晚生活，还让我们
学习了许多新知识，教会了我们如何管理茶
园、如何运用现代网络知识在网上销售农特产
品。”巍岭村新屋组村民王绪庆说。

据了解，下一步该乡将继续在全乡各地举
办乡村振兴夜校，开展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实
用、更加贴近群众的技能培训，让夜校真正成
为群众致富的好帮手。 （通讯员 吴爱华）

岳西巍岭：乡村振兴夜校

群众致富好帮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振
兴是关键。近年来，我市不断完
善科技特派员制度，坚持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科技
特派员进乡镇、下农田，成为农业
科技的传播者、乡村致富的带头
人，在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农
业、组织技能培训、培育新型农民
等方面用心用力，为推动乡村振
兴提供了强大动力。

助推畜牧业向精细
化养殖转型

8月3日上午，怀宁县凉亭乡
源潭铺村众益养殖场内，1000多
只湖羊在羊舍里欢快地吃着草
料。科技特派员何志锋手拿记录
本站在一旁，弯腰仔细查看羊群
的健康状况。

“天气炎热，细菌病毒容易滋
生，一定要增加消毒频次！”何志锋
叮嘱，要交替使用酸碱消毒剂，以
增强消毒效果。身旁的养殖场管
理员杨巧生认真听着，连连点头。

像这样给动物们“体检”，何
志锋早已轻车熟路。这个1985年
出生的小伙子是土生土长的凉亭
乡人，今年被县农业农村局派驻
到凉亭乡担任科技特派员一职，
负责畜牧业的技术指导工作。与
很多向往大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不
同，何志锋对乡土有着深厚的感
情，在大学时就主动选择了动物
科学专业，立志毕业后回到家乡，
用所学的知识为当地农业发展奉
献一份力量。

半年多来，何志锋每个月都要
到这家养殖场一两次。在他的指
导下，该养殖场羊群的管理、疾病
预防、品质监控等工作更加规范。

记者在该养殖场新建的青贮
室看到，室内备粮充足，压实封闭
的草料一堆堆叠放在一起。何志
锋介绍，相比以前草料用一点、割
一点的低效方式，这种经过青贮
后的草料，不仅可以去除异味和
毒素，增强口感，还可以长时间保
存，能在秋冬季缺少新鲜草料的
情况下，做到常年均衡供应。

在羊舍后方，新建的粪污处
理系统可让每天产生的大量羊粪

“变废为宝”。何志锋说，之前养
殖场内污水横流、蚊虫乱飞，影响
周边环境。如今，羊粪液通过管
道进入沼气池，发酵后还田，既降
低了污染，又节约了种草成本，实
现了生态循环。

“非常感谢何志锋科技特派
员，他给我们养殖场提出了许多
好的建议，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我
们科学养殖理念、养殖技术都有
很大提高。”杨巧生坦言，考虑到

成本原因，之前养殖场并未聘请
专业技术人员，由于饲养不科学，
每年羊的死亡率都在 20%左右。

“有了科技特派员指导后，采取科
学饲养方法，如今羊的膘型更好，
产子率提升，死亡率也控制在了
10%以内，相信养殖场的效益会越
来越好。”

忙完了养殖场的工作，何志
锋看了看表，时间已接近上午 11
时，“还来得及！”说完，他又急匆
匆地驱车赶往下一个地点。

一行人来到董祠村飞天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场。记者看
到，牛栏内130余头西门塔尔牛个
个膘肥体壮，有站立的、卧着的，
悠闲自在。

“饲料品种不能太单一”“小
牛犊抵抗力不足，要保持环境干
燥，控制环境温度”……同样，何
志锋一边说着，一边查看起养殖
场的里里外外。

有了何志锋的技术指导，养
殖场负责人董春建对养殖场的前
景信心满满。董春建从2007年开
始养牛，一开始只是小规模散养，
数量仅仅十几头。有了科技特派
员常年指导，董春建加大投入，实
行规模化、集约化养殖。

粉碎机、铡草机、污水处理设
备……近半年来，董春建将一件
件自动化设备搬进了养殖场。牛
儿们的“待遇”好了，生长更快。

“四五年前，养殖场年收入仅为三
四万元，如今，增长了近10倍。”董

春建表示：“多亏有科技特派员隔
三岔五来这帮忙，讲解科学养殖
方法。在科技特派员的帮助下，
今年，我们养殖场还打算引进新
品种，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动物其实和人一样，也需要
被精心照顾，才能健康生长。现
在认同这一观点的养殖户越来越
多。”谈到近几年的变化，何志锋
很欣慰。他说，通过示范引导，如
今许多养殖户已经转变思维，开
始从传统的粗放化养殖向科学的
精细化养殖转型。

助力种植业向新技
术要效益

8月4日上午，望江县漳湖镇
大湾村一家庭农场内，百余亩绿
油油的水稻秧苗随风起伏，犹如
绿色波涛，几只白鹭在田间翩翩
起舞，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科技特派员鲍光跃和种植户
周和平蹲在田埂上，商讨水稻病
虫害防控工作。受之前台风“烟
花”的影响，区域内部分稻田出现
了细条病，为此，鲍光跃奔走田间
地头，与种植户一起开展病虫害
防治工作。

今年45岁的鲍光跃从事种植
业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已经26年。
平日里，他开着自己的车穿梭在
漳湖镇各农场之间，栽培指导、病
虫害防治、农机使用……无论严
寒酷暑，鲍光跃总是随叫随到。

鲍光跃指着他的车笑着说：“6年
20万公里，可以和出租车师傅比
一比了。”

鲍光跃还常常深入各采摘
园，为特色种植提供技术服务。
近年来，当地不少村民建起特色
采摘园，发展休闲观光农业，今年
50岁的董金财就是其中一位。在
鲍光跃的提议下，董金财利用葡
萄标准化栽培技术，成功培育出
15亩高品质巨峰葡萄。

“葡萄的标准化栽培对葡萄
的整形与修剪、生长期间植株管
理、病虫害的综合防治都有较高
要求，但能够提升产品品质，保障
质量安全，提高生产效益。”采摘
园内，鲍光跃指着一串串颗粒饱
满的葡萄说。

“我们的葡萄很少打农药，
每串葡萄的数量在70粒左右，皮
薄肉嫩，果汁多而浓，是口感宜
人的绿色食品。”董金财说，多
亏了科技特派员鲍光跃，自家葡
萄品质有了显著提升，“今年预
计收入能达30万元，相比前几年
增长了三四倍。”

“虽然下乡很辛苦，但只要
能帮助农户，我就很高兴。”鲍
光跃有一句口头禅：只要我能做
的尽管找我。

当日下午3时许，在望江县雷
池乡雷池村，一个植物栽培技术
小课堂正在这里举办，现场数十
名种植大户认真听讲并做记录，
主讲人是该乡科技特派员张义

平。这是他今年上半年主讲的第
五堂种植技术培训课。

“科技特派员手把手教，我们
很快掌握了种植技术。现在火龙
果的产量、质量都得到了提升，就
连工人也都成了技术员。”雷池生
态火龙果采摘园负责人彭世平说。

“科技特派员下乡的最主要
目的，就是传授科技知识，发展现
代农业，让农民增收致富。”在张
义平看来，培养一批有文化、懂技
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民，才能
厚植农业发展的根基，为乡村振
兴夯实基础。

助推农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

近年来，我市认真落实科技
部和省关于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的工作部署，积极依托科技特派
员队伍，构建新型农村人才支撑
体系，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农村发展。

市科技局农村和社会发展科
技科科长饶玉胜介绍，在落实科
技特派员制度上，我市出台《安庆
市科技特派员工作管理办法》，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科技特派员工
作，增强县（市）区推进科技特派
员工作的实效；累计选派来自省
农科院、安徽农大、合肥工大、中
国林科院、南京农大等省内外高
校院所423名专家，分别到我市各
县（市）开展公益性技术服务。选
拔49名本土科技能人到安徽农业
大学接受培训，提高能力。加大
市县两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力
度，“十三五”期间，共选派市级科
技特派员337人次和县级科技特
派员980人次服务贫困村，实现了
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全覆盖；同时，
我市积极开展科技特派员工作站
建设工作，“安徽岳西茶产业科技
提升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和“安徽
油茶种植加工产业化科技特派员
工作站”等26个特派员工作站获
批为省级特派员工作站。

饶玉胜介绍，科技特派员派
驻到地方后，通过课堂讲座、实地
教学、现场观摩、个别指导等多种
形式，广泛开展使用技术培训工
作。2020年，全市开展使用技术
服务培训将近 300 场，培训对象
7000人次左右。今年上半年，累
计选派410名科技特派员，开展各
类农业科技培训5000人次，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近 3000 人。下一
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科技特派员
工作，围绕特色产业，实施项目带
动，加快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
和成果转化，推动农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

推广新品种 传授新技术

科技特派员田间地头“把脉开方”
全媒体记者 唐飞

8月3日上午，科技特派员何志锋（左一）在怀宁县凉亭乡董祠村一家养殖场，指导农户
科学养牛。 全媒体记者 唐飞 摄

本报讯 8月7日，宿松县柳坪
乡长溪山村竹制品加工厂内机器声
此起彼伏，十几名工人在车间里忙
着切割毛竹。这是一家生产加工竹
制品的企业，每天生产半成品筷子
条75000根，年加工毛竹达500万
斤以上。

柳坪乡是“毛竹之乡”，毛竹
种植面积达22000余亩。过去，因
毛竹生产不能形成产业链，竹产业
在当地一度停滞。如何盘活毛竹资
源？如何发展毛竹经济？近年来，
柳坪乡党委政府抓住美丽乡村建
设、乡村振兴等政策带来的发展机
遇，不断加强道路、电力、通信等
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投资创
业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发展产
业项目。

在柳坪乡招商引资政策感召
下，龙河村外出创业人员舒金鹏率
先回到柳坪，在长溪山村流转3亩
土地，创办了以生产半成品筷子条
为主的竹制品加工厂。紧接着，柳
坪村外出创业人员吴兆得也回到柳
坪，创办了以生产凉席丝、一次性筷
子等为主的竹制品加工厂。

一段时间后，随着两家加工厂
加工竹制品数量的不断增多，由此
产生的竹器废料也在不断增多。如
果这些废料长期堆放下去，得不到
有效利用，不但给当地卫生环境造
成危害，而且增加了生产消耗带来
的成本。自己找货车运出去销售，
运输费用高，根本不划算。怎么
办？柳坪乡党委政府获悉两家企业
所面临的困难后，想尽各种办法，帮
助两家企业寻找合作商家。在乡党
委政府的牵线下，在外地创业的柳
坪村农民吴中平，回乡创办了竹炭
厂，利用竹器废料生产竹炭。

“每年我都要从本地两家竹制
品加工厂收购 400 万斤的竹器废
料，用来生产竹炭；购买400万斤
废料，要花52万元。”在吴中平创
办的竹炭厂里，每天机声隆隆，一
堆堆不成形状的竹器废料，经过粉
碎、烘干、挤压、炭化等工序，变
成了一根根黑色的竹炭。吴中平介
绍，去年，竹炭厂通过收购的600
万斤竹器废料，共生产竹炭100万
斤，产值达200万元。

最让吴中平感到欣慰的是，他

创办的竹炭厂不但帮助当地两家竹
制品加工厂解决了竹器废料的销售
难题，而且为当地13名村民提供了
就业岗位。

毛竹产业链的发展，激发了柳
坪乡居民培育毛竹的积极性。年过
六旬的龙河村邓屋组老人邓大桂，
从小在毛竹山下长大。他说，毛竹
是一种再生资源，按照毛竹的自
然生长规律，每隔四年必须要对
毛竹进行一次集中“疏林”，也就
是砍掉一批老竹，否则老竹会因
密度过大缺氧而枯死。枯死的毛
竹越多，毛竹的再生能力就越
小。曾经一段时间，由于柳坪没
有一家毛竹加工厂，那些必须及
时砍掉的老竹，因无法卖出去，
都没被砍掉，由此大大降低了毛
竹的再生能力。自从家门口建立两
家毛竹加工厂后，家家再也不为此
发愁了。去年，邓大桂通过砍毛
竹、卖毛竹赚了两万多元。

近年来，柳坪乡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模式，着力引进毛竹
精深加工企业，不断延伸毛竹产
业链，提高毛竹产品附加值，盘

活山区毛竹资源，帮助山区农户
增收致富。目前，该乡引进的毛
竹加工和竹器废料加工企业年加
工毛竹 1200 万斤，产值达 500 万

元，提供就业岗位110个，让当地
一大批农户从砍竹、卖竹和在工厂
就业为家庭增收。

（通讯员 孙春旺 李秀琼）

柳坪乡：打造毛竹产业 促农增收致富

8月14日，宿松县柳坪乡长溪山村竹制品加工厂工人在加
工竹料。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