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点 击 DIANJI

2021年11月15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章学庆 电话：5325915 E-mail：dbrx5325915@163.com

视 点

初冬时节，岳西县白帽镇南
庄村 320 亩生姜基地迎来丰收，
姜农们抢抓当前晴好天气起姜、
除土、去根、剪叶、装车，一派繁
忙。白帽镇着力打造“生姜之
乡”，今年该镇生姜种植面积覆盖
10个行政村、210个村民组，种植
面积达5000余亩，预计产量达1.7
万吨，产值2亿元。

种出美好“姜”来

“一人一亩姜，致富奔小康。”
40多岁的村民徐声进一边拔姜一
边说，这320亩生姜基地原先是低
效地，今年年初南庄村将土地复
垦后，流转给本村生姜种植大户
种植生姜。“我家3亩地以资金入
股，今年分红1000元。同时还在
基地务工，一天能挣得100多元。”

刘中节是白帽镇双畈村脱贫
户，说起种生姜的好处，他激动地
说，过去在外务工，每年挣钱仅能
养家糊口。2014年回到家乡种植
生姜，从开始时的1亩，到如今的6
亩，年收入10万多元。

“我去年种了3亩姜，今年也
是3亩。去年卖了7万多块钱，除
去成本、人工2万多，有4万多元
收入。”村民余锦娇高兴地说。

“生姜具有产量高、成本低、
生产周期短的优点。”双畈村 69
岁的村民汪从炯说，他已经种植
了二三十年的生姜，积累了一定
的生产经验，在他的指导下，一批
又一批农户开始种起了生姜。

2013年时，村民余方焱家庭
年收入不足1万元，家中还有小孩
上大学，生活十分拮据。他通过
上夜校学习，掌握生产技术后种
植生姜，从刚开始种植几亩发展
到现在的几十亩，年收入近20万
元，成了远近闻名的“生姜王”。

在白帽镇双畈村，组组种生
姜，种生姜的农户有209户，占农
户总数的38%，生姜种植面积达
1373.3亩，人均种姜面积0.66亩。

2020年白帽镇生姜种植面积
3900亩，产量 1万吨，产值近 1亿
元。今年该镇生姜种植面积覆盖
10个行政村、210个村民组，种植

面积达到5000余亩，预计产量达
1.7万吨，产值2亿元。

“抱团发展”增效益

白帽镇地处大别山腹地，疏
松肥沃的土壤，温暖湿润的气候，
形成了发展生姜种植业得天独厚
的优势，村民们通过精耕细作，种
出了“金疙瘩”。

11 月 11 日，返乡大学生汪甘
林与村民们一起忙着拔姜。2016
年，汪甘林大学毕业后回到家
乡，成为岳西县兴畈种养专业合
作社社员。“我们这里的生姜使
用的都是有机肥，品质好，而且
产量高、成本低，产业前景很
好。我在读大学时，就想着返乡
创业。”汪甘林说，这几年来，
通过不断努力，加上合作社的帮
助，他家的5亩地生姜，每年收
入达到10万余元。

岳西县兴畈种养专业合作社
成立于2018年 5月，经过几年发
展，今年合作社共带动132户农户
种植生姜1200余亩，预计合作社
生姜总产量在3600吨以上。合作

社主要为姜农统一提供种植技术、
有机肥采购以及销售服务。

同样，南庄村股份经济合作
社成立于2019年12月，其中村集
体占股573股、村民成员股2295
股，是一家综合性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近年来，南庄村村两委以
效益为中心，以资产的保值增值
为目标，加强对村经济合作社资
产的经营管理，大力发展生姜等
特色种植业，带动村民增收致
富。2020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00万元，2021年有望实现增幅
20%。

近年来，白帽镇把生姜种植
作为特色产业大力发展，充分发
挥乡村致富能手的作用，组织成
立近10家种植专业合作社，打造
集中成片的标准化科技示范种植
基地，免费为村民提供技术培训、
种植服务等，通过“合作社+农户”
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生姜等特色
种植，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电商助力“生姜俏”

白帽镇生姜产业发展迅速，

产量逐年增加，只有拓宽销售渠
道，让生姜卖得俏，农民才能有好
收入。为此，该镇大力发展电商，
拓宽生姜销售渠道，助推生姜种
植户增收。

“白帽镇积极配合电商学校
组织农户学习电商知识，2017年
以来，组织培训近千人次，帮助农
户了解如何开设网店、运营网
店。白帽村获省农村电商巩固提
升工作示范村称号。”该镇主任科
员汪丛权说，白帽镇以此为契机，
帮助农户将农特产品通过电商渠
道销售出去，促进农户增收。

一大早，白帽镇一家电子商
务公司工作人员就忙着打包、发
货。“为了让当地小黄姜能够卖
得好，我在淘宝等平台发布白帽
生姜信息，开展网上销售。”该
公司负责人王琦说，以往每年销
售生姜1万多斤，今年已经销售
1000多斤了。

在白帽镇，不少小型电商企
业按照市场价格收购农户的生
姜，然后再进行加工、包装，放在
自己的网店上进行销售，既丰富
了自己的网销产品，又为生姜销

售拓展了渠道。
同样在白帽镇，生姜产业还

造就了一批从事收购、窖藏、外
销或代购代销生姜的农民经纪
人，现在经纪人队伍已发展到近
20人，他们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
式，年销售生姜少则 40 吨，多
则300多吨。

“冷库储存”保质量

近年来，白帽镇生姜种植面
积持续增加、产量逐年增多，随
之出现了销售价格受市场影响波
动较大、窖藏生姜损耗大等问
题。为此，该镇前往湖北、浙
江、福建等地进行考察，找寻科
学储存生姜的方法和小黄姜的品
牌销路。

储藏保鲜环节一度成为该镇
生姜产业的发展瓶颈。长期以
来，该镇的生姜一直是依靠种植
户挖地窖进行存储，这种简陋、落
后的储藏方式不能有效控温，保
证储存质量，每年都发生不同程
度的窖内发芽、干瘪现象，甚至发
生腐烂变质情况，由此造成的损
失在 10%以上，高的达 30%。为
探索生姜深加工，延长生姜产业
链，2020年，白帽镇谋划申报生姜
产业园项目，经岳西县发改委批
准立项，总投资 3048万元，规划
建设标准化冷库12个，洗姜车间
648 平方米。设计总库容 27648
立方，可储存生姜约6000吨。建
成后将促进当地生姜产业发展，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白帽镇把生姜定位为区域
经济特色产业、优势产业，重点培
育、优先发展。确立通过五六年
持续发展，在现有规模上，以每年
新增种植 800-1000 亩的发展速
度，到2025年达到8000亩的产业
规模，同时配套建成生姜储藏保
鲜设施、交易集散场所和与之相
应的技术、物资、物流等全产业链
服务体系。届时，白帽镇有望成
为皖西南第一生姜大镇。”白帽镇
党委书记王先进说。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
员 王圆绣

重点培育发展 延伸产业链条

白帽镇：生姜“种”出致富路

岳西县白帽镇南庄村村民在生姜基地收获生姜。 通讯员 蔡春龙 摄

本报讯 装备制造业是桐城市
传统优势产业。今年以来，桐城市
上产能、扩规模，打造一批龙头领军
企业，同时瞄准国内外中高端技术
发展方向，促进核心基础零部件创
新发展，进一步夯实装备制造业的
产业基础。

在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新产
业园安徽九本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里，3台大型污水处理环保设
备已经完成调试，正在试运行。这
些“巨无霸”高达9米，平均每套价
值五六百万元，都是由公司自主研
发的，主要用于企业生产、生活污水
处理，11月底将交付客户企业。

公司技术负责人刘佳益介绍，
这3套污水处理设备含有静设备架
台配管电控机电，整个系统模块设
计难度比较大，设计水平在国内是
非常有优势的。

在桐城市工业强镇金神镇，装
备制造业尤为发达。安徽同博专用
车制造有限公司是该镇一家集救险
车和救险设备、配件、工具的研发、
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于一体
的工业企业。今年7月份以来，公
司订单不断，生产处于满负荷状态。

公司负责人金安桐介绍，9月份
公司销售额达到530万元，10月份
的订单和这个月的订单都是满额，

整个形势非常好，公司跟合肥工业
大学、安庆师范大学等高校都有合
作，现在公司把主要精力都放在新
产品的开发上。

桐城市装备制造业起步早，主要
集中在汽车零部件、输送机械、烟机
配件及链传动等几大门类产品。目
前，该市有规上机电装备企业82家，
2020年度累计实现产值达138亿元。

桐城市科经局局长王奎说：“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工业立市。年
初，我市就出台了促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完善工业企业绩效考核评
价体系等一系列政策，加上我们还

设立了不低于 7000万元的财政奖
补资金等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民营
企业创新的活力。”

桐城市积极帮助企业争取制造
强省、民营经济、数字经济等政策支
持，制定了2021年加快工业发展政
策，抓好针对性联系包保工作，帮助
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做好要素对接、
政策宣讲、资金争取、企业培训等服
务，确保规上工业实现增产增效。
与此同时，主动对接合肥都市圈城
市科技创新资源，支持企业与省大
院大所开展战略合作，在当地共建
成果转化基地。该市与合工大签订
共建产业研发中心协议，共建“合肥

工业大学（桐城）产业研发中心”，为
区域产业创新提供平台支持，并成
立桐城市科创服务中心和企业服务
中心，为企业重大技术攻关和项目
建设服务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前三季度，桐城市装备制
造业累计实现产值 132.36 亿元，增
幅39.81%，目前已拥有汇通汽车部
件、攀登集团、中建材新能源、杭科
光电等一批骨干企业。同时，产品
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正在向自动
化、智能化迈进，推动“桐城制造”迈
向“桐城创造”。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
员 余大国）

桐城：装备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进军

立冬刚过，在大观区皖河之滨，成群结队的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鹭在水面上时而飞翔、时而觅
食，悠闲自在。白琵鹭因其嘴长而直，且扁阔似琵
琶得名。白琵鹭飞行的时候轻盈灵巧，体貌动人、
姿态妩媚，因此又有“飞鸟美人”之称。“一片霞光一
阵风，惊飞远映碧山空”。远山、清水、晚风、夕阳，
仿佛一幅美丽的山水田园画，诗意盎然，美轮美奂，
令人向往、迷恋和陶醉。 通讯员 石晓红 摄

皖河畔：
霞光碧水琵鹭飞

本报讯 我市多举措创新特色小镇发展
模式。一是产业“特而强”。潜山源潭刷业小
镇获批“中国刷业之都”，初步形成产城融合的
发展格局，实现从产业园区向产业社区转变。
去年该镇制刷业实现产值近80亿元，“源潭制
刷”区域品牌价值35亿元。桐城双港软包装小
镇引进淋膜纸生产线等14个项目，新增软包装
企业25家，新增产值约12.5亿元。

二是机制“新而活”。怀宁石牌戏曲文化
小镇探索推行“政府+市场+社会”多主体联动
发展模式，与北京一家旅游公司达成战略合
作，建设徽班博物馆、京黄大剧院、徽班进京文
化长廊等6个重点项目。培育民间戏剧班社5
家，从业人员200余人，每年在全国各地演出达
3000余场次。

三是功能“聚而合”。桐城文学小镇以“桐
城派”为文化成长原点，以桐城六尺巷礼让、廉
政文化及古文化遗址为核心，构建文化旅游服
务业、会展经济、休闲度假等产业体系。

四是形态“小而美”。太湖县寺前镇推动
旅游和文化资源融合发展，获批国家级生态
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 （发改）

我市多举措创新

特色小镇发展模式

本报讯 我市持续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项目审批加速。推行“联审”“联
验”，实行“超时默认”审批，压缩审批事项至41
大项55小项，申报材料压缩至82件，审批时限
压缩至最长60个工作日内，工业项目审批压缩
至30个工作日内。

平台升级加力。搭建横向到市直部门、纵
向到各县（市、区）的审批系统，统一项目类型、
事项清单、审批流程。扩大平台覆盖范围，推
进供水、供电、通信等社会公用服务事项进入
平台系统办理。规范中介服务管理，将施工图
审查、工程质量检测等中介机构逐步纳入“中
介超市”。

优化服务加效。印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联合审查办法》，申报单位在拿地后即可通过
审批系统发起咨询辅导要求，相关部门统一出
具辅导意见和第二阶段审批事项、申报材料清
单，并一次性告知申报单位。 （住建）

持续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本报讯 怀宁县强化举措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强化政策支持引导。抓好惠企政策梳
理，汇编形成招商引资政策指南。推出“怀宁
优才卡”“怀商服务卡”，在交通出行、教育医
疗、文化旅游等方面提供优质服务。持续实施

“独秀英才”四大行动计划，引进新材料行业领
军人才7人、高端装备业领军人才4人、绿色食
品及加工类领军人才4人。

提升政务服务能力。持续开展政务服务
事项清单编制工作，缩减审批材料，实行“容缺
办理”。加大皖事通推广应用，开发上线便民
应用场景10余个，累计注册38.9万人次，认领
编制政务服务事项 22109 条，全程网办率达
99.98%。

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全面落实联系企业
制度，县级领导联系服务企业104家，动员147
名机关干部包保规上工业企业270家。设立企
业服务日，累计走访企业1426家次，召开要素
对接会、座谈会69次。 （怀宁）

怀宁县强化举措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市重点工程处多举措保障城市
路网体系建设。一是协调联动，保项目开工。
加强部门联动，现场协调道路征地拆迁、管杆
线迁改等事项90余次。对道路设计图纸进行
经济性、合理性审查，避免项目过度投资，开工
建设天盟阅江山区间路等道路11条。

二是优化调度，促项目进度。组织召开
专题调度会议40余次，优化调整交通导改、
顶管等施工方案，加大人、材、机等资源投
入，建成九塘路、皖江四季西侧支路等道路
13条、18.5公里。

三是过程监管，控项目质量。对在建的25
条道路全面进行质量安全监管，严格落实施工
前“交底关”、施工中“检查关”、施工后“验收
关”。近年来，市政道路荣获国家级“鲁班奖”1
次、省级奖项5次。 （重工）

市重点工程处多举措

保障城市路网体系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