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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本报讯 安庆市强化金融支持，助力春
耕生产。1-2 月，全市新增涉农贷款 66.4 亿
元，为上年同期增量的 1.6 倍。截至 3 月中
旬，共发放农业生产贷款25.4亿元、农田水
利贷款3.1亿元，惠及春耕备耕土地面积10万
余亩。扩大投放。引导银行机构优先保障春
耕备耕等涉农重点领域资源配置，创新开展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首贷户拓展行动。截至3月
中旬，共向2042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贷
款9.7亿元，其中122户首贷户获信贷支持1.5
亿元。精准对接。落实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八大工程”，促进信息共享、科技赋
能和服务创新。依托覆盖全市135个乡镇（街
道）、1480个行政村（社区）的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主办行机制，全方位推进银农对接，实
现涉农金融服务向“主动营销”转变。创新
方式。推动银行机构通过合理降低贷款利
率、发放信用贷款、推出专项产品、用好政
策工具支持等方式，多维度帮助涉农经营主
体减轻融资成本、增强融资能力。 （人行）

安庆市强化金融支持
助力春耕生产

本报讯 当前，是采摘茶草、炒制茶叶的
旺季。车间里茶香扑鼻，制茶工人在机器前忙
活。“相当于过去农村的‘双抢’一样！”桐城市
唐湾镇大塘村党总支书记华国临说，他每天在
制叶车间与干叶储藏间之间奔波。

大塘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茶产业，现有茶园
2200亩，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带动了茶农增收。

“采摘季前后30天，关键时段有20天，这
20天要‘打硬仗’，采摘起早贪黑，中午就在山
上吃饭！”正在山上与村民一起采摘茶草的村
党总支副书记胡飞说。胡飞既是村干，也是制
茶技术人员。

据了解，现在大塘村共有6个茶叶加工厂，
其中村集体加工厂1个。全村每天采摘新鲜茶
草5000斤，预计全村整个茶季能够制作干茶
40000斤。2021年，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以茶叶
为主体）60万元，村民人均收入17600元，预计
2022年这两项指标均有所提升。
（全媒体记者 罗少坤 通讯员 齐汪林）

唐湾镇：茶产业带动
集体和村民双增收

本报讯 “我们推行了‘公司+村委会+农
户’模式，充分利用光伏发电项目区域，投资
1500万元将该地面打造成天然养殖场，建造了
200亩的鱼苗基地、2000多亩的生态鱼养殖基
地，今年预计增加村级集体经济收入40万元。”
4月6日，望江县凉泉乡壬辰占村党总支书记
杨木水说。

壬辰占村“渔光一体”养殖基地通过示范
引领、技术集成，实现“一水两用、一地双
收”综合效益。杨木水介绍：“所谓的‘渔光
互补’，是指光伏发电与渔业养殖相结合，在
光伏板阵列下方水域进行鱼虾养殖。”

“光伏板可以给养鱼水域遮阳，降低水面
温度，减少水分蒸发，促进鱼虾生长。”在基
地工作的村民刘水洲说道。

近年来，凉泉乡充分利用稻田、山塘、
水库等水域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渔业，促进
了村集体经济和村民增收。
（全媒体记者 汪秀兵 通讯员 何文斌）

凉泉乡：实施渔光互补项目
壮大村集体经济

四月初，在安庆乡村广袤的
田野上，金黄的油菜花，绿色的
小麦，从空中俯瞰犹如一幅美丽
的巨幅画卷……这美丽景象的背
后，离不开对每一寸耕地的守
护。近年来，安庆市实施田长
制，让每块农田都有人管。围绕

“护田”，加强国土空间规划管
控；围绕“增田”，大力实施高
标准农田建设。

让每一块耕地都有
“守护人”

“小余，你家院子的扩建工
程赶紧停下来，院外是耕地，不
能侵占。”日前，望江县太慈镇
桃岭村党总支书记、村级田长余
结飞闻讯一户人家准备占用耕地
私自扩建庭院后，急匆匆地赶到
现场，并当即制止了这一行为。

小余名叫余冬梅，是桃岭村
村民，扩建计划被制止后，一
开始她感到很委屈。“建筑材料
都买好了，叫我停工，有点想
不通。”

“新建、改建、扩建都不能
占用耕地，而且都必须提前申
请。”现场，余结飞向余冬梅宣
讲了国家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
制、防止耕地“非农化”的政
策。经过宣传教育，余冬梅认识
到错误，“如果不是你们及时发
现和制止，我不但违了法，还将
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在日常工作中，作为一名基
层“田长”，余结飞不仅要深入
田间地头监管、巡查，还要督
促、协调处理耕地保护工作中的
问题，及时发现、制止、上报
辖区内违法占用耕地、破坏耕
地等“非农化”“非粮化”行
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
恢复。余结飞说：“‘田长’就
是农田的守护者，保护好耕地
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4月7日，记者来到望江县凉
泉乡河南村，立于村口处的“田
长制”公示牌分外醒目，上面清
楚地标示着各级田长、网格员的
姓名、保护区范围、监督电话等

相关信息。望江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耕地保护监督股负责人王学
谋介绍，“田长制”实施后，将
耕地保护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责
任人和每个地块，建立起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耕地保护机
制，真正做到把耕地保护的触角
延伸到了最基层。

在实施田长制工作中，我市
还推广利用数字科技，加强对耕
地保护。

“你看，我在手机上点开
App 就能看到今天的巡田轨迹。
巡田过程中如果发现违法占用耕
地的情况，可以拍下照片通过平
台实时定位上传。”4 月 11 日上
午，在宜秀区杨桥镇鹿山村，刚
刚完成几个自然村的永久基本农
田、补充耕地地块等巡查工作的
村党总支书记、村级田长程浩，
在手机上向记者展示他在田长制
信息化平台的巡田记录。

“自从使用了这个巡田 App
后，能够实时记录田长的巡田

路线、时间及巡查内容，从而
全面量化田长履职情况，让农
田管理工作更加精准。同时，发
现问题，能及时上报和处理。”
程浩说。

“前期我们对田长进行了巡
田App的使用培训，确保所有田
长能很好地掌握平台的应用技
能。”安庆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耕地保护监督科工作人员王夏介
绍，田长制信息化平台建设全面
提升了资源保护管理的信息化、
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安庆市
作为信息化试点市，按照省田长
办工作的安排部署和要求，目
前，该平台正在全市推广运行。”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安庆
市明确县级田长235人，乡镇级
田长1754人，村级田长2060人。
创新实施网格化管理，配备巡田
人员，落实管护责任，全市共
有巡田网格员30019名，设立公
示牌 1606 块，实现了耕地保护
责任全覆盖。

高标准农田建设让
“粮田”变“良田”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建
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
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的关键举措。近年来，安庆市大
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

4月8日，记者在怀宁县平山
镇胜天圩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看
到，随着土 地 平 整 、 土 壤 改
良、农田灌溉等一系列配套措
施的相继实施，1万余亩农田呈
现出“田成方、林成网、渠相
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
的崭新面貌。

“没有建设高标准农田以
前，沟渠排水不畅，田埂也比较
泥泞。现在田成块，路相连，可
以机械化作业，效率高很多。”
正在田间忙着春耕生产的种粮大
户黄其健说。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外，胜天
圩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结合优质
水稻、综合种养等产业发展实
际，实现了统一育苗、统一整
地、统一播种、统一管理，并
大力推广水稻秸秆还田、测土
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病虫害等
技术。基地还通过实行机械化
生产、标准化作业、规模化经
营，使得水稻田间作业综合机
械化率接近100%。

春暖花开，走进太湖县大石
乡卓铺村，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
芳香，田野上，村民们忙着翻耕
土地。该村村级田长华向军说：

“感谢旱改水项目的实施，之前
这片土地由于水源问题，只能冬
天种植一季油菜。现在实施了旱
改水，灌溉渠道贯穿整个项目片
区，今年可以种植一油一稻，两
个月后，油菜收割后，种植一季
水稻，收成将提高一倍多。”

大石乡地处太湖县畈区，放
眼望去皆是良田。得益于较为平
坦的地势，在这里，田长们巡田
的同时，更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
了进一步提高耕地质量、提升粮
食产量上，旱改水项目便是一项
成功经验。大石乡党委书记殷艳
玲表示：“初尝甜头后，我乡各
村实施旱改水项目的积极性非常
高，我们不仅要把耕地保护好，
还要把耕地利用好！”

目前，安庆市已建成高标准
农田319.8万亩，其中对已划定的
280.9万亩粮食（水稻）生产功能
区，实行信息化、精细化管理。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落
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措
施”，要“全面完成高标准农田
建设阶段性任务”。安庆市将优
先在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粮
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
产保护区、大中型灌区新建高
标准农田27.7万亩，不断提高粮
食综合生产能力，加大中低产
田改造力度，提升耕地质量，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全媒体记者 唐飞
通讯员 吴日芹 操振东

“护田”“增田”一同推进

压实保护责任 提升耕地质量

本报讯 眼下，是“稻虾连
作”投放小龙虾苗的时节，宿松县
下仓镇金塘村祝山圩的“稻虾连
作”种养产业基地一派繁忙，工人
们将小龙虾苗投放到水田里养殖。

下仓镇坐落在泊湖、黄湖、大
官湖湖畔，不仅有着丰富的水系资
源，还有着大量的滩涂资源。如何
利用这些资源禀赋，发展现代农
业，下仓镇经过多年探索，走出了
一条“稻虾连作”产业发展之路。

金塘村村民李刘奇是下仓镇
第一批“稻虾连作”种养产业大
户，通过对滩涂的不断改造，已
在该村祝山圩内建成一座占地面
积达 600 亩的“稻虾连作”种养
产业基地。

“里面都是我繁育的小龙虾
苗，共有 300多万尾。”自 3 月 20
日开始，李刘奇每天清晨都要从繁
育小龙虾苗的3个水田里取虾笼，
然后将取出来的一部分小龙虾苗投

放到水田里养殖，另一部分则销售
给客户。

李刘奇介绍，到5月份就可以
将小龙虾捕捞出售，一直捕到6月
初；之后，将水田里的水放掉，种
稻子。小龙虾产生的排泄物为水稻
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物肥，由此种
下去的水稻不需要施肥和打农药，
种出来的稻谷不但品质好，而且产
量高，平均亩产量可达1400余斤。

李刘奇为2021年“稻虾连作”

的收入算了一笔账：亩产龙虾260
斤，亩产水稻 1450 斤，按当时的
市场价格，两项加在一块，亩产
值为 4570 元，600 亩水田的总产
值为 274 万元；除去成本，纯收
入有130万元。

如今，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户走
上规模化、专业化发展“稻虾连
作”种养产业之路。近年来，下仓
镇在县直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先后投入400余万元资金，对地处

泊湖湖畔的祝山圩、茅草岭圩进行
加高加固，并修建了护坡、排水闸
等水利设施，同时为分布在辖区各
村的“稻虾连作”种养基地兴修了
水泥公路和砂石路。目前，下仓镇
共培育100亩以上“稻虾连作”种
养大户31个，“稻虾连作”种养总
面积达17000亩。2021年，全镇共
出产小龙虾442万斤、水稻2900万
斤，总产值8200万元。

（通讯员 孙春旺 石焰炉）

下仓镇：稻虾连作 一田两收

望江县实施“田长制”，建立耕地保护体系。图为望江县武昌湖畔农田。 通讯员 徐昌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