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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近日，2021安徽县域经济竞争力
榜单发布，桐城市进入安徽省县域发
展活力竞争力十强市（县）、县域投资
环境竞争力十强市（县）。这是今年以
来桐城市突出盯目标、抓项目、壮产
业、优服务、兴乡村等重点任务，全力
推动市域经济做大做强的成果之一。

紧盯发展目标，强化经济调度。
该市坚持市域经济运行月调度工作机
制，加强与“全省20强”分析比较，精准
研判找差距、补短板。各经济主管部
门加强经济形势研判，各镇、街道及开
发区对照目标任务迎头赶上，全市上
下形成攻坚合力，以月保季、以季保
年，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冲刺“全
省十强”目标。上半年，该市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206.85亿元，同比增长13.2%，
增幅高于安庆市0.7个百分点，总量和
增幅分别居安庆市第1位和第3位。

狠抓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
该市坚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制度，压
茬推进，全力保持抓项目稳投资的良

好态势；加强“双招双引”、重点项目调
度，协调解决能耗、用地、融资等要素
问题，加快投资纳统，形成投资有效支
撑。截至目前，该市重点项目推进工
作已连续 12 年获得省级表彰。2021
年度两个批次纳入省重点项目管理平
台项目共 97 个，计划完成投资 78.5
亿，其中晨兴希姆通智能终端、中核高
丰度碳13-CO气体富集等13个项目顺
利竣工；桐城抽水蓄能电站、中建材太
阳能电池封装材料等项目进展顺利；

“数字桐城 智慧文都”、城乡供水一
体化、双新20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
乐孔线向前段（南段）道路建设工程等
34个项目如期开工建设。

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业升级。
该市聚力发展绿色包装、机电装备等
主导产业，落实规划引领、创新驱动、
政策扶持等举措，组织编制《桐城市

“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桐
城市绿色包装产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桐城市汽车零部件产业“十四五”

发展规划》等，积极申报安徽省桐城市
汽车零部件特色产业集群（基地）建
设；搭建科创平台，共建“合肥工业大学
（桐城）产业研发中心”，成立桐城市科
创服务中心，为企业重大技术攻关和项
目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汇通公司年产
90万辆新能源汽车底盘悬架系统、中鼎
汇通汽车零部件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
目开工建设，中国包装联合会正式批复
同意桐城经开区双新产业园为“中国绿
色包装创新试验区”。今年1至8月份，
该市绿色包装产业实现产值194.92亿
元，同比增长23.20%；机电装备产业实
现产值115.71亿元，同比增长41.22%。

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该市全面落实“放管服”改革，重点推
进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项目报建等19
项提升行动，完善7×24小时不打烊

“随时办”服务机制，致力打造服务企
业全生命周期的营商环境；建立市级
领导联系亿元工业项目和重点工业企
业制度、重大招商引资项目代办服务

等工作机制，为外来客商提供“一站
式”“一条龙”保姆式服务；纵深推进

“证照分离”、投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
步提升行政审批质效，结合“四送一
服”优服务、稳增长、促转型，为实体经
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发展现代农业，助推乡村振兴。
该市坚持产业领航，强化一二三产融
合，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桐城市现
代智慧农业产业园、新希望生猪产业
一体化生态产业园区一期项目现已投
产运营，桐城现代农业产业园、桐城水
禽羽绒产业园等项目持续推进，积极
谋划富锌产品一二三产融合示范园项
目，出台《桐城市2021年富锌农业开
发实施方案》，规范水稻富锌标准化生
产 10000亩，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
所合作推进2个项目。“桐城水芹”获
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桐城小
花”入选安徽省地标农产品保护工程
品目。有效培育农村电商产业，促进
强村富民。通讯员 钱叶挺 许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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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重点突破做大做强市域经济

本报讯 日前，桐城市孔城
镇晴岚村邹桂俊加工的500公斤
菜籽油终于“变现”了。他拿着一
把百元大钞，高兴地说：“没赶上
端午节，总算赶上了中秋节，感谢
商务局的领导为我办了一件好
事、实事。”

说起这批菜籽油，今年56岁
的邹桂俊满肚子心酸。原来，邹桂
俊家因病致贫。2008年，他18岁
的小儿子患了白血病，当时家境尚
可的邹家，筹措资金，为孩子做了
骨髓移植手术。哪知13年来，孩子
的病情3次复发，现在每天只能靠
进口药物维持，前后花费近300万
元，其中医保报销了100多万元。
为减轻经济负担，2017年，在亲朋
好友的协助下，邹桂俊在家办了一
个小型加工厂。由于没有流动资
金，他靠赊菜籽加工，赚取微薄的

利润。桐城市商务局牵线搭桥，自
2018年开始，邹桂俊加工的菜籽油
由桐城农夫商城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代销，总计4000多公斤。

今年由于颈椎病犯了，邹桂
俊错过了油菜籽收购旺季，且加
工量大大减少。前日，邹桂俊一
个电话打给市商务局电子商务科
科长姚松贵，说加工了千把斤菜
油，需要帮忙销售。姚松贵立即
与农夫商城公司联系，希望公司
帮邹桂俊代销。

这不，9月 18日上午，农夫商
城公司总经理钱叶伍开车上门，
大家一起动手，把邹桂俊加工的
500公斤菜籽油搬上了车，并且现
金结算，解了邹桂俊的燃眉之
急。据悉，这批菜籽油将通过市
农村电商平台销售。

（通讯员 汪桂云 姚艺迪）

孔城镇：

政企接力，千斤菜籽油“变现”

本报讯 日前，笔者在桐城市万方
管业集团生产车间看到：借助数字化智
能全自动生产线高效运转，管材管件从
原材料到成品一次性完成。

近年来，桐城加快工业互联网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以数字化赋能，促进工
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引导、部门推
动、企业主动”的工业生产数字化转型
格局已经形成。数字赋能，成为引领桐
城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据万方管业董事长助理方梓慧
介绍，数字化智能全自动生产线建成
后，万方管业总体产能提高 20%左
右，今年上半年产值达 5320 万元，比
之前有很大提高。产品的合格率和
良品率都有提高，合格率由之前的
98%提高到 99%以上，良品率由之前
的 90.3%提升到 95%以上。客户的满
意度也越来越高。

桐城市万方管业成立于1994年，现
有两大生产基地，占地50余亩，主要生
产PVC/PPR/PE管材管件。目前，该公司
新建的数字化车间内共有11条生产线，
数字化生产线建成也使一线员工比去
年减少了40人，大大节约了人力成本。
方梓慧说，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
公司的数字化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已成为安庆市数字化车间。下一步，公
司将继续加大投入，争创安徽省数字化
车间或智能工厂。

今年以来，桐城市通过多种方式加
大数字经济宣传力度，通过专家请进
来、骨干企业走出去的方式，增强本土
企业对生产数字化、智能化的认识，推
进企业转型升级；出台《关于推进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推进“数字
桐城”建设，对主动开展数字化转型升
级、建设数字产业化项目的企业加大政
策支持，厚植数字经济发展“沃土”，争
取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项目培育一
家、建成一家、成功一家，加速形成数字
化、智能化生产线改造百舸争流、千帆
竞发的良好局面，加快桐城“智造名城”
建设步伐。
（通讯员 詹克彪 金洁 程邦民）

桐城：

“数字”赋能
“智造名城”建设

本报讯 日前，桐城市首届
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奖励委
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经评
审、表决，桐城市首届青少年科技
创新“市长奖”获奖名单出炉，汪
加倍、余文颖等10人荣获桐城市
首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为提高青少年科学文化素
质、增强青少年科技创新能力，经
桐城市政府常务会议决定，自
2021年开始设立“市长奖”（每2年

评选一次），表彰在国家、省级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成绩优异的
学生和科技辅导教师。

经桐城市首届青少年科技
创新“市长奖”奖励委员会、评审
组人员两轮评审、表决和公示，
汪加倍、周安盈、姚依安、叶可、
黄俊杰、汪梓航等 6 名学生和余
文颖、刘春、赵敬霞、吴双七等 4
名 教 师 脱 颖 而 出 ，喜 获“市长
奖”。 （通讯员 桐科协）

桐城：

首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颁出

本报讯 河道内挖机轰鸣，
来回穿梭；河岸上，工人们干劲十
足，热火朝天。连日来，桐城市龙
眠街道黄燕村黄岭河道中呈现出
一派繁忙景象，河道整治正在紧
锣密鼓推进中，“幸福河湖”创建
工作走向深入。

龙眠街道黄燕村坐落于龙眠
山景区、桐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
内，距离城区15公里，村内主河道
黄岭河道长约3千米，上游为龙井
悬瀑景点，来往游客众多，下游距
境主庙水库约4公里。近年来，因
山洪冲刷、少有疏浚，黄岭河道淤
塞，汛期泄洪不畅，给沿河两岸庄
稼造成毁灭性损害；河道两边的
堤坝缺乏修缮，随时会有倒塌的
危险，给沿河两岸居民的生命财
产安全带来严重威胁。自2019年
起，该村在相关部门的大力协助
下，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及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民生工程，先后投入
80余万元，对河道两岸进行了治

理。今年，龙眠河黄岭段整治列
入“安庆市级幸福河湖”创建任
务，成为该市今年申报的68个“安
庆市级幸福河湖”建设点之一。

此次实施的河道整治工程，
主要对龙眠河黄燕村段进行全面
整治，通过清淤疏浚、修复护岸、
清理河道杂物，为河道“美颜塑
身”，同时改善沿河群众的生产生
活条件。这一惠民工程赢得广大
村民的大力支持，沿河群众自发
整理门前堆放的杂物，主动清理
河岸草木，用实际行动支持河道
整治工作。

河道整治工程完工后，一方
面提高了河道防洪、调水能力，另
一方面也优化农村生态环境、居
住环境，让村庄更秀美，为乡村
振兴添彩。目前，该工程已基本
完工，共清淤 2 万方，清理杂木
50 方、杂草 40 吨，栽植高杆植物
200余株，即将迎接工程验收。

（通讯员 胡许建 叶海霞）

龙眠街道：

龙眠河黄燕村段河道整治工程完工

9月23日，桐城市“中国农民丰
收节”文艺演出活动暨农产品展销
会在孔城老街精彩呈现。本次活动
以“庆丰收，感党恩”为主题，桐
城广大文艺爱好者借助歌舞、戏
曲、小品等艺术形式，感恩党的好
政策，高歌农民的幸福生活，表达
农民朋友和广大“三农”工作者在
党的领导下扎根农村、振兴乡村的
豪情和决心。

通讯员 何传伟 余大国 摄

载歌载舞

庆丰收

地处深山的桐城市唐湾镇蒋潭
村依托当地的红色资源——中共桐
怀潜中心县委第一次代表会议旧址，
传承红色精神，大力发展高山茶叶、
有机水稻等绿色产业，走出了一条

“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之路。
仲秋时节，走进蒋潭村，金灿灿

的水稻在水渠两侧铺陈开来，翠绿
色的茶园随着山峦起伏，靓丽的民
居掩映在青山绿水之间，以绿、黄、
白为主色调的大地显得生机勃勃，一
派丰收场景。

迷人的山乡秋色之中，一抹“红
色”格外显眼——中共桐怀潜中心县
委第一次代表会议旧址。1940年 2
月，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在桐西蒋铁
乡望狮岭（今唐湾镇蒋潭村境内）召开
党员代表会议（史称望狮岭会议），在
此次会议指引下，桐城人民把对敌斗
争推到一个新阶段，望狮岭会议因此

载入史册。为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这
笔丰厚的红色资源，桐城市有关部门
会同蒋潭村于2019年7月份启动了
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第一次代表会
议旧址修缮工作。今年6月24日，这
一红色教育基地对外开放，目前已经
接待游客3万余人。

据蒋潭村党总支部书记朱爽介
绍，蒋潭村强化红色主题教育，传承红
色精神，推动蒋潭村绿色发展，具体落
点有两处，一是建设村集体生态茶园
300多亩，建好制茶车间，带领群众做
大绿色产业。二是发展有机水稻，建
成“山涧”牌水稻生产基地，年产4万斤
大米，每斤大米售价20元左右。

蒋潭村地处桐城山区，历史上属
于深度贫困区，村集体曾不产一片茶
叶，抱着“金山”讨饭吃。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找准发展
路径是关键。蒋潭村两委发扬革命

前辈的奋斗精神，向“绿色”发展进
军。2014年，该村成立雾聚岭绿茶种
植专业合作社，发展高山绿茶，打出
了雾聚岭小花茶的品牌。2021年春，
该合作社产出干茶1000公斤，为村民
代加工干茶3500公斤，村集体因此创
收32万元，全村仅茶叶收益就达700
万元。该村2014年还引进了翠萍农
场，流转农田近100亩，种植有机水
稻，发展有机农业。稻米品质好，香
气纯，“山涧”牌水稻名声鹊起。

目前，蒋潭村已制定今后三到五
年的整体发展规划，依托红色资源，
加快连片开发，带动红色旅游；继续
开发生态茶园、集体林场、1700多亩
的到户林场，拟建18公里长的登山
步道和栈道，带动群众发展绿色旅游
业，吸引游客进村，把蒋潭所有的产
业包括民宿、农家乐这一块全部带动
起来。 通讯员 余大国 章珠

传承“红色精神”聚力绿色发展

“我的农场今天开始割稻，今年
比往年每亩田大概多收50公斤，亩
均收入能提高百把块钱。党的好政
策对我们大户很照顾，我希望政策
一年比一年好，来年多种高产优质
粮食。”看着自己承包的千亩良田
迎来一个沉甸甸的丰收季，中澎家
庭农场主彭胡应感念党恩、丰收之
喜溢于言表。

和彭胡应一样，桐城市青草镇
种粮农民都在品尝丰收的喜悦，农
业发展新模式、新格局，让他们种粮
致富的信心更足。近年来，该镇贯
彻绿色发展理念，搭平台、创品牌，
优化粮食种植结构，加快水稻生产
方式绿色转型，促进农业由增产导
向转向提质导向，实现水稻稳产高
产、节本增效提质。

该镇打造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实

践平台”，建立6个核心示范区、2个
辐射推广区，通过核心示范区“做给
农民看”，推行统一品种、统一技术、
统一管理、统一社会化服务等标准化
服务模式，为农民提供最直观的生产
实践，加速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入户

“下田”；打造成熟技术的“观摩平
台”，建立2个5000亩单品种连片种
植基地，发挥基地“带着农民干”的产
业带动作用，立足本镇、辐射周边，开
展技术培训、现场观摩等，展示技术
集成推广的效益，让农民看得见、摸
得着、乐意跟着干；搭建优质品种“筛
选平台”，分析历年水稻种植经验，筛
选出一批适合种植的高产优质水稻
品 种 ，如“Y 两 优 900”、“ 隆 两 优
1813”、“吨两优900”等品种，借助良
种良法配套，充分挖掘水稻增产潜
力，为水稻高产奠定了种业基础，同

时在再生稻、中籼稻、粳糯稻生产上
推荐种植企业参加桐城市水稻高产
竞赛活动，加快良种推广。

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该镇坚
持打造农产品品牌，培育农业核心
竞争力，走富锌农业之路。位于里
仁村的桐城市金平农作物合作社，
充分释放富锌水稻种植资源潜能，
形成了以富锌稻米种植为基础、以
富锌稻米加工为龙头、以种植技术
创新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模式，大胆
探索稻渔综合种养技术，发展稻虾
共生、稻鳖共生种植，生产出“乡味
儿”等系列富锌农产品。该合作社
成功申报了有机水稻种植资质，注
册了山麓原田、文都藏宝山两个有
机农产品商标，成为当地农产品品
牌创建的“排头兵”。

通讯员 吴疆

丰 收 时 节 稻 米 香
——青草镇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水稻提质增效

本报讯 今年以来，桐城市
民政局结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化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紧
盯特困供养人员“照护难”，实行

“一人一方案”，全面推进特困供
养人员照料服务协议的签订与履
行，确保特困供养人员“平日有人
照应、生病有人看护”，同步提升
特困供养人员的生活质量和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当前，桐城市共有特困供养
人员4136人，其中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3683人，失能特困供养人员
415人。面对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占比高、失能特困供养人员人数
多、亲属供养意愿低的现实困境，
该市民政局深入研究，把握问题
实质，对症下药，因人施策，签订
规范化的委托照料服务协议，提
供个性化的照料服务，补齐社会

救助工作短板。
该市民政局通过工作部署，

指导各镇（街道）按照属地管理的
原则，与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服务
人签订三方照料协议，明确各方
权利义务和相关责任；坚持需求
导向，鼓励各镇（街道）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因人施策，为特困供养
人员提供差别化照料服务，凸显
特困供养人员照料服务的可行
性、针对性，确保为特困供养人员
提供的日常照料、生活服务等措
施落实落细。

截至 8 月底，该市特困供养
人员照料服务协议签约率已达
100%。相关部门正强化监督，
确保照料服务人全面履约，让特
困供养人员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困有所帮。

（通讯员 方加佳）

桐城市民政局：

特困供养人员“照护难”因“约”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