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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太湖县多举措坚决遏制“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一是加强项目准入论
证。严格执行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制
度，优先选择科技含量高、产业链关联度
大、低耗能低污染类项目准入，对产能过剩
行业新增产能项目实行严管严控。二是强化
规划约束指引。结合本地工业产业基础和发
展方向，开展工业聚集区等重点区域规划环
评，明确主导产业，建立准入清单，严格控
制非主导产业入驻，对项目产品、工艺、技
术、装备等属于“两高”类、限制类或淘汰
类的，一律禁止投资新建、扩建。三是鼓励
企业技术改造。引导督促企业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深化能效提升与结构优化，淘汰落后
产能和低效产能，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截至目前，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29.0%，其中技改投资增长21.2%，战新产
业产值、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47.5%、27.8%。 （太湖）

太湖县多举措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

连续五次回拨电话，挽救了一
个花季女孩的生命；急人所急多问
一句，为高速上大出血的临产孕妇
争取到了宝贵时间……2018年以
来，她凭借高度的职业责任感、快
速反应能力和富有亲和力、感染力
的话语，及时处置一起起警情，她
就是宿松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
警员聂婉君。日前，聂婉君再次被
安庆市公安局授予“辅警个人三等
奖”，这是她从事接警员工作三年
以来第二次获此荣誉。此前她曾两
次被安庆市公安局评为“全市公安
机关十佳辅警”。

2018年11月，聂婉君通过考试
正式成为宿松县公安局110指挥中
心接警员队伍中的一员。为了在
关键时刻准确无误地下达指令，
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各类知识。
她将宿松城区每条街巷和农村地
区每个村庄的名字反复抄写了一
遍又一遍，并不断进行背诵和默
写，使其烂熟于心。功夫不负有心
人，经过半年多的不懈努力，她从
接警战线上的一名新人迅速成长
为业务骨干。

“处警时间越短，就越容易赢
得控制事态、救援群众、减少群众
损失的时间。”日常工作中，聂婉
君对全县的道路交通环境做到了
然于胸，指令就近警力处警，及时

处置各类突发警情，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除此之外，多年
的接警员工作让她深刻认识到语
言沟通的重要性，她坚持在语言
沟通上下功夫。“我老婆快生了，
在车上出了很多血，麻烦提供一

下宿松县妇幼保健院的电话。”
2020年10月16日19时14分，宿松
县公安局110报警服务台接到一个
求助电话，这是一位途经宿松的
湖北车主从高速公路上打来的，
聂婉君在确认求助者的车辆信息

后，立即指令交警在高速路口等
候，为求助者引路。此次接警并发
出指令后，聂婉君出于工作责任
心和职业敏感性，又回拨电话询
问了求助者，当得知孕妇正在大
出血后，她立即与宿松县妇幼保

健院联系，医生建议前往宿松县
人民医院妇产科就医，她便快速
通知交警改变路线。19时44分，在
交警的引领下，求助者成功抵达
宿松县人民医院。事后，求助者来
电致谢，说妻子进产房一分钟后
就顺利生下了孩子，母子平安。

“姐姐，你觉得活着累吗？”
“我感觉见不到我的家人了”……
2019年 10月 12日晚，聂婉君听到
一女孩在电话中哭诉，并伴随着
一阵阵的呕吐声，女孩称自己已
喝下农药。尽管聂婉君耐心询问
和劝说，但女孩还是拒绝透露位
置并挂断电话。情况紧急，聂婉君
连续五次回拨电话，女孩的手机
被一路人发现后接通并告知位
置。接到指令的民警和120救护人
员随即赶到宿松县城一公园，将
已经昏迷的女孩紧急送往医院，
一个年轻的生命得以挽救。

三年来，聂婉君累计接听报警
求助电话 3.4 万余起，以真心、热
心、诚心、耐心接听每一个报警电
话，从未出现过差错，也从未被群
众投诉过。聂婉君说，用心接听、服
务于民是她的职责，而且每次她都
从报警人和求助者的角度换位思
考。“其实，我身边的同事都是这样
做的，大家一起兢兢业业工作，用
心为民服务。” 通讯员 孙春旺

用心接听 为民服务

聂婉君：时刻守护“生命线”的110接警员
本报讯 我市多点发力推动产业链大中

小企业融通创新。一是实施规上企业创新能
力建设、高新技术企业倍增、创新型领军企
业培育等行动，打造基础力量、骨干力量、
领军力量相互促进的创新型企业集群。扩大
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和研发机构的覆盖
率，组织242家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采取“揭榜挂帅”“定向委托”“研发众包”
等方式，推进企业实施科技计划项目。二是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行动，完善覆盖科
技型企业初创、成长、发展不同阶段的政策
支持体系和服务体系，引导企业走“专精特
新”发展之路，培育一批专注于细分市场的

“隐形冠军”和科技小巨人，组织科技型中小
企业入库评价612家。推行“科技贷”，设立
1000万元科技担保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鼓
励担保集团、银行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等企
业开展免抵押贷款和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三
是组建合工大安庆汽车和装备制造研究院等
协同创新中心3个，建设智能纺织技术创新中
心等创新联合体7家，建立安庆筑梦三维智能
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库7家。支持省级
以上开发园区建设集技术研发、成果熟化、
创业孵化、产业化于一体的科创产业园。

（科技）

我市多点发力推动产业链
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本报讯 迎江区滨江街道深入开展为企
业办实事活动，以日常走访为契机，工作人
员深入辖区企业开展“安康码”民生工程的
宣传推广，将疫情防控工作做深做实。

滨江街道重点围绕辖区商圈进行宣传推
广，特别是大中型商超、药店等客流量较多
的商户，帮助并指导商户申请企业“安康
码”。在此过程中重点对商户进行宣传教育，
要求商户充分认识“安康码”民生工程对疫
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日常经营
中对出入场所人员真正做到“亮码通行”；同
时向辖区商户宣传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深入
了解商户在经营中遇到的“痛点”和“难
点”，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助力辖区企业高质
量发展。 （通讯员 杨淳）

滨江街道：为企业办实事

本报讯 “本来也只是抱着试
一试的态度去村委会寻求帮助，没
想到这么快就把道路修成了，可真
是帮我解决了运输难题。现在游客
的车辆和货车能直接开到园区里
来，让我深感当初的投资选择是正
确的，我对以后的发展充满了信
心。”11月 17日上午，在桐城市嬉
子湖镇蟠龙村大元组，望着门前崭
新的水泥硬化路，一家农业生态园
负责人齐曙光颇有感触。

这条道路从乡镇主干道一直延

伸到生态园深处，为当地群众和生
态园工作人员的交通出行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

农业生态园是蟠龙村村委会积
极推行农村“三变”改革，帮助村
民增收致富引入的招商引资项目之
一。项目通过土地流转，开发600
亩荒山荒地，打造田园综合体。项
目落地后，每年可为40户群众分
红11万元，并吸收附近20余名村民
就业。然而，该生态园地处偏远，
急需一条连通主干道的硬化路，投

资商便向蟠龙村村委会反映了修路
的要求。村委会了解情况后，积极
向上级交通部门争取道路修建指
标，最终被纳入2021年“四好农村
路”新建道路项目，投资 50 万
元，修通了这条便民路、安商路。

在嬉子湖松山村，多年前，同
样有一位投资商想来投资建设生态
旅游项目，但因选中的地方交通不
便，项目未能谈成。后来，水泥路
修通了，周围群众出行方便了，投
资商也打消了顾虑，项目顺利落

户，带动了15名村民就业。
松山村地处该镇南端，有 44

个村民组，以往只有两条通村主
干道硬化。近年来，通过实施

“四好农村路”建设，该村44个村
民组基本实现了通组路硬化甚至

“户户通水泥路”。“我家孙女之前
在附近的双店小学就学，后来听
说学校要合并到 10 里外的肖店中
心小学，可把我愁坏了。现在好
了，自从水泥路修好后，校车直
接开到我家门口，接送孩子上下学

再也不用犯愁了。”谈及道路畅通
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松山村六湾组
村民汪巧云说。

近年来，嬉子湖镇大力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新建农村硬化
路40多公里，将一个个散落分布的
自然村和产业项目串联起来，也把
乡村资源盘活了起来，让企业能够
大展宏图，让群众出行便利、增收
致富。

（全媒体记者 何飞 通讯
员 黄伟）

嬉子湖镇：畅通路网助发展

宿松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警员聂婉君在工作中。 通讯员 孙春旺 摄

本报讯 11 月 11 日，望江县长
岭镇土永村数百亩金丝皇菊吐露芬
芳，一派丰收景象。10余名村民背着
背篓，在基地中采摘菊花。菊花产业
在扮靓乡村的同时，也成为当地村
民增收致富的新渠道。

土永村坐落于方圆百里的武昌
湖畔，村内土地是典型的皖西南丘
岗地貌。2017年，村民刘小池回到家
乡探亲时，发现村里有许多闲置土
地，当即下决心要改变现状，让土地
变得有价值。之前刘小池在外地务
工时，看到黄山一带许多村民栽培

菊花增加收入，很有奔头，于是便产
生了种植菊花的念头。

当年，刘小池夫妇回到家乡，流
转了一百余亩低效地、闲置土地，用
多年打拼攒下的积蓄成立绿瑞农民
专业合作社，走上了规模种植菊花
的道路。

一开始由于经验不足，种植的
菊花长势不好，刘小池并不气馁，他
虚心请教，认真学习黄山、宣城等地
的成功经验，并到这些地方学习幼
苗培育、栽种、病虫防治和后期成品
的烘干处理等技术。从理论到实践，

刘小池反复学，反复做，他在生产上
注重绿色环保，减少农药施用量，
并按标准分级采摘，及时烘干加
工，确保产品质量。种植的早贡
菊、婺源黄菊、金丝皇菊等产品逐
渐获得市场认可，其注册的“绿瑞
茗家”还成为安庆市著名商标。当
年，合作社收获鲜菊花232吨，实
现总收入158万元。

多年来，合作社采取“公司+合
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
周边村民发展菊花生产，做到“供
种、供肥、防治病虫害、加工、销售”

五统一。在聘用工人时，合作社优先
考虑家中经济困难的村民，让他们
增加收入，走上致富的路子。

以前，村民叶飞因患病不能干
重活，家中的 3 亩地一直荒着。

“合作社流转了我家的田地，每年
除了能拿到土地流转费用，还优先
聘用我们老两口到菊花基地务工挣
钱，一年下来有两三万元的收
入。”叶飞说。

经过四年的稳步发展，如今刘
小池的菊花种植基地已扩建至近
300亩。谈到未来，刘小池信心满满，

他说：“下一步，基地准备继续扩大
菊花种植规模，并探索深加工领域，
不断提高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带动
更多村民一起发展。”

目前，这份“金色”产业已成为
土永村特色农业的一张精美“明信
片”。近年来，土永村制定产业发展
规划，因地制宜，发展番鸭养殖、大
棚蔬菜、水面养殖等项目，村集体经
济从2016年的 1.8万元跃升至2020
年的60多万元。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
员 刘宏婷）

土永村：菊花产业促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