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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宜秀区“三重支撑”扎实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产业支撑。推进与沪苏浙
园区合作共建，抓好主导产业链延链强链补
链，聚焦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
深化与发达地区在高新技术领域协作开发。
目前，引进长三角区域5000万元以上项目10
余个。创新支撑。突出科教优势，构建长三
角技术研发平台，发布科技成果20项，推动
创新成果“无障碍”转移转化，打造产业创
新共同体。要素支撑。通过长三角区域内人
员、信息等要素畅通流动，全面启用“智医助
理”医疗机构 67 家，实现医疗教育等功能互
补。深化与高校院所合作，每年至少申报1个
省级高层次人才团队。 （宜秀）

宜秀区“三重支撑”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 市科协多举措开展全国科普日
系列活动。早谋划。履行牵头单位职责，联合
9家市直单位印发活动方案，谋划重点活动13
项，深入县（市、区）科协、市级学会督查指导20
余次。重宣传。运用“科普中国”等平台资
源，采取“线上+线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
融合的方式，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宣传推介，
营造人人做科普、科普为人人的良好氛围。
办活动。聚焦公众所需所盼，围绕“百年再
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题，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系列科普活动1000余
场次，参与人数超过15万人次。 （科协）

市科协多举措开展
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 7月份以来，迎江区税务局将“为
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与“四送一服”结合起
来，着力解决纳税人缴费人“急难愁盼”问题。

该局第三季度召开税企座谈会3次，通过
面对面交流，了解企业发展状况、政策需求和
对税务部门的意见建议，尤其注重收集“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涉税需求。推深做实“万
名税干进万企”活动，把察民情访民意作为

“四送一服”的第一步，打出“政策宣讲+涉
税走访+包保服务”组合拳，第三季度开展政
策宣讲3场，走访企业11家，为企业解决难题5
个。该局不断优化退税服务、提升办税速度，
将出口退税正常办理时间由6个工作日压缩到
3个工作日以内。 （通讯员 查家玲）

迎江区税务局：
为纳税人缴费人办实事

本报讯 时下，正值高粱收获
季节。9月21日，在宿松县洲头乡
小瓜村红缨子高粱种植基地，火红
火红的高粱在万里晴空下格外耀
眼，伴随着收割机的轰鸣声，一根根
高粱秆应声倒下。收割机走过，一
粒粒饱满的高粱米源源不断流入卡
车车厢，随后直接运往烘干厂。

2019年，洲头乡通过招商引资，
引入专业种植和收购高粱的外地企
业，采取统一提供种子、统一指导管

理、统一保护价收购方式，与村民签
订种植协议，规模发展红缨子高粱
种植产业，形成了“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实现了
农业生产由分散粗放经营到精细化
管理的“订单农业”转变。

9月下旬以来，小瓜村红缨子高
粱种植大户孙海洋每天都在为收割
高粱、烘干高粱、销售高粱忙碌着。
今年，孙海洋家共种植红缨子高粱
300亩，前几天，他花钱雇来四台收

割机，将300亩地的红缨子高粱收
割进仓。孙海洋为今年的高粱收入
算了一笔账，平均亩产量530斤，按
每斤2.1元的订单价计算，亩产值为
1113元，总产值实现33.3万元。

种高粱、割高粱、烘高粱、卖高
粱……丰收后的一车车高粱，映红
了洲头乡的乡村振兴路。洲头乡经
济发展办公室主任黎叶强介绍，
2021年，洲头乡共有43户农户种植
高粱，其中 50 亩以上种植大户 21

户，种植总面积达4200亩。预计今
年可产出红缨子高粱222.3万斤，总
产值可达467万元。

“红缨子高粱不但抗灾性能比
较强，耐涝耐旱耐倒伏，而且好管
理，在施肥、除草等生产环节上，不
需要投入多少劳动力，特别是实行
订单种植后，农户在种植和收益上
更有保障了。”下夹村党总支书记潘
玉峰说，通过发展订单种植，2021年
下夹村新增红缨子高粱种植面积

760亩。
近年来，红缨子高粱种植产业

在洲头乡蓬勃发展，种植面积日益
扩大，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新渠道；
同时，带动了当地收割产业、烘干产
业、运输产业、收购产业发展。

洲头乡党委书记汪勇表示，洲
头乡发展“订单高粱”生产，增强了
农户种植红缨子高粱的积极性，促
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通讯员 孙春旺 袁洁）

洲头乡：“订单高粱”助农增收

近年来，怀宁县一批中青年人
投身家乡建设，他们建种植基地、
办养殖场、开加工厂，在广阔的田
野上大展身手，带动乡亲们发展生
产、共同致富。9月下旬，记者深
入怀宁县乡村，感受他们创业的艰
辛，分享他们收获的喜悦。

回乡创业当“羊倌”

9月 26日，平山镇高泽村竹
康家庭农场内，农场负责人王竹
康忙着给几十头怀孕的母羊喂饲
料，年底，这批母羊将产崽100余
只。旁边，一群刚出生的小羊在
羊舍内欢快地叫着。

今年30岁的王竹康之前在上
海做过厨师，开过饭店。3年前，
看到姐姐在家乡创办的稻虾基地
红红火火，便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
法。“相比陌生的大城市，家乡的环
境更让人感到亲切。如今家乡路
修好了，环境美了，我有什么理由
不回家乡闯一闯呢？”王竹康说。

一开始，王竹康跟着姐姐学
习龙虾养殖，随后，自己承包田
地养虾，承包水塘养鱼，还办起
了农家乐。今年春节期间，王竹
康发现，自己试养的几头羊很快
就卖了出去，效益很好，于是，
他将目光投向了肉羊养殖行业，
准备大干一番。

二月底，王竹康投资40多万
元，承包了村里的闲置土地，兴
建了200多平方米的羊舍，引进
了湖羊、萨福克种羊、澳寒羊等
80多只。

然而，王竹康的养羊之路并
不平坦。七月份，天气炎热，羊舍
内的羊相继出现发烧、呕吐等症
状，甚至发生死亡。王竹康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

“好在农技站和科技特派员
及时赶来给予我指导，将配好的
中药掺杂进羊饲料中，羊生病的
情况才有所好转。”王竹康表示，
在农技人员和科技特派员的帮助
下，他才渡过了难关。

为了保证羊肉品质，王竹康
不仅利用玉米秸秆和稻草秆等生
态饲料喂羊，还利用承包的山场

对羊进行放养。“只要肉质好，销
路是肯定不愁的。目前，已经有
好几家超市、酒店和我签了羊肉
直供订单。”王竹康表示，明
年，他准备扩大肉羊养殖规模，
并引进新品种，尽早实现规模
化、集约化养殖。

“虽然累点，但是生活很幸
福。”王竹康说，等将养羊技术
全部学会后，将牵头成立养殖合
作社，和周边村民一起养羊，共
同增收致富。

制作蒸笼获17项专利

9月 27日上午，怀宁县江镇
镇联山村齐明蒸笼厂内一派繁
忙，工人们将一个个刚制好的精
致蒸笼分类打包，准备销往全国
各地。

今年35岁的蒸笼厂负责人詹
刘慧是联山村人，初中毕业后便
跟随父亲学习手工编制竹蒸笼，
心灵手巧的他很快掌握了窍门，
编出来的蒸笼扎实又好看。几年
后，身边的小伙伴纷纷外出做起

了包子、馒头生意，对蒸笼有着特
殊感情的詹刘慧却选择留在了家
乡。“近年来，江镇的包子越卖越
好，对蒸笼的需求也不会低。”詹
刘慧将目光瞄准了当时还未壮大
的蒸笼产业。

2006年，詹刘慧接手村里一
处闲置厂房，办起了蒸笼厂。一
开始，采用最原始的纯手工生产，
由于每个工人手艺的熟练程度不
同，生产出的蒸笼参差不齐，使用
寿命也比较短，同时生产效率也
不高，于是詹刘慧决定改良蒸笼
制作技术。

2012年，他投入40多万元买
来蒸笼制作设备，该设备能制作
不锈钢蒸笼，但因为设计不科学
等问题，成品率不足20%。“当时
买设备几乎花掉了所有积蓄，正
在一筹莫展时，好在得到了相关
部门的支持，我才渡过了难关。”
詹刘慧回忆。

不服输的詹刘慧对着这套设
备琢磨改进，他晚上绘图纸，白
天搞实验，从电机到生产流程，
从选材到模型，遇到不懂的问题

时，就向别人请教，请教不了
的，就在网上搜寻。功夫不负有
心人，几年后，其自主设计发明
的新型不锈钢防滑钢柄蒸笼及半
自动化生产设备成功出炉，不仅
保证了蒸笼的品质，还使产量提
高了好几倍，并一举获得了17项
国家专利认证。

“刚刚办厂时，只有 20 名工
人，每天最多只能生产 100 个蒸
笼。如今工人达到了60名，每天
能生产蒸笼近1000个，订单也来
自全国各地。”谈起这些年的变
化，詹刘慧满脸自豪。

车间内一些务工的村民也依
托蒸笼厂过上了幸福生活。联山
村村民占腊秀说：“4年前我来到
这里从事蒸笼制作工作，很快就
脱了贫。如今日子是一天天变
好，每年在这里务工能挣到3万
多元。”

谈起将来的打算，詹刘慧说，
下一步，他打算继续研发效率更
高、技术更硬的生产线，造出品质
更好的蒸笼产品，为“中国面点师
之乡”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把工厂从都市搬进乡村

9月 27日下午，怀宁县凉亭
乡一家公司的厂房内机器轰鸣，
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出口订单产
品——环保型电缆防火涂料。

该公司于 2019 年落户凉亭
乡，占地 10000 平方米，总投资
2000多万元，创办人之一便是土
生土长的凉亭乡小伙子朱建军。

朱建军今年32岁，10多年前
跟随父亲在沿海城市打拼，从事
建筑材料的销售工作。经过数年
创业，朱建军的生意越做越大。
随着家乡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他
决定回乡创办企业，为家乡建设
贡献一份力量。“我从小在凉亭长
大，是家乡培育了我，我不能忘
本。”朱建军说。

抱着这样的想法，2019年，朱
建军在“回故乡、建家乡”的号召
下，和弟弟一起把工厂从上海搬到
了老家鹤林村。“那时在征地、招工
等前期工作方面，都得到了乡党委
政府的大力支持。”朱建军说，厂房
建设初期，缺少水、电等配套设施，
在乡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很多棘手
问题都一一得到解决。

经过两年多发展，公司生产
经营不断发展壮大。如今，公司
不仅向客户提供产品，而且还配
套提供安装、维修等一条龙服
务。2020 年，该公司销售额达
4500多万元，其产品除了销往全
国各地外，还远销国外市场。

“我家就在附近，每天都能回
家吃饭，工作也还轻松。”在工厂
务工的鹤林村村民齐牛云说，他
将近60岁了，外出找工作难，如
今在这里干活，每个月可以拿到
5000多元的工资，十分满足。

近年来，凉亭乡越来越多的
年轻人回到家乡创业，建设美丽
乡村。该乡党委书记何凡表示，
目前，凉亭乡拥有61户种植、养
殖大户，其中，中青年人占比达
50%左右。他们有知识、有见
识、有胆识，发展现代农业，兴
办各种企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的中坚力量。

建种植基地、办养殖场、开加工厂

在家乡的田野上放飞梦想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杨兰兰 何宏峰

9月27日，怀宁县江镇镇一家蒸笼厂工人在制作蒸笼。 通讯员 张庆明 摄

本报讯 我市深化长三角“一网通办”，推
动政务服务“零距离”。加强区域合作。与上
海市宝山区、江苏省常州市、浙江省杭州市等
长三角城市签订“跨区域通办”合作协议，建立
健全签约城市联络机制，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推广自助申报。在“皖事通”安庆版开
设“长三角地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专栏，完
成企业和个人服务事项上线，线下设立“一网
通办”专窗，推行公积金、不动产、人社等部门
查询类事项自助端申报办理，实现“一网通办”
高频事项93个。推进证照互认。推动电子驾
驶证、行驶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等21类高
频电子证照在长三角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
业务场景中共享互认。 （发改）

我市深化长三角“一网通办”
推动政务服务“零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