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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版 ▶
“小份菜”引领新“食”尚

本报讯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
年，安庆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98.7 亿
元，同比增长33%。其中，6月当月
进出口23.8亿元，增长47.8%，创单月
进出口值历史新高。

上半年，一般贸易占比提升，保
税物流快速增长。安庆以一般贸易方
式进出口88亿元，增长34.9%，占全
市外贸总值的89.1%，比重较去年同期
提升1.2个百分点。

民营企业担当助力，国有企业进
出口增速较快。上半年，安庆市民营
企业进出口80.5亿元，增长32%，占
81.5%，对全市外贸增长贡献率达
79.6%。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1.5 亿元，增长 37.2%，占 11.7%。国
有企业进出口 6.7 亿元，增长 38.3%，
占6.8%。

上半年，除东盟外，对主要贸易

市场进出口均有所增长。安庆市对欧
盟、美国和日本分别进出口9.9亿元、
9.6亿元和7.8亿元，分别增长40.3%、
2.1%和 33.2%，分别占进出口总值的

10%、9.8%和7.9%。对东盟进出口6.6
亿元，下降5.5%。同期，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进出口56.8亿元，增长
60.3%，高于整体 27.3 个百分点，占

57.6%；对RCEP贸易伙伴进出口总值
为18.4亿元，增长12.9%，占18.7%。

汽车零配件出口大幅增长。上半
年，安庆市机电产品出口 43.2 亿元，
增长113.5%，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下
同）58.4%；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14.3
亿元，增长4.6%，占19.4%。主要出口
产品中，汽车零配件出口 30.1 亿元，
增长 308.2%；纺织服装出口 10.4 亿
元，增长0.7%；纸制品出口3.7亿元，
增长24%；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2.3亿
元，增长14.6%。

机电产品进口增长超9成。上半
年，安庆市机电产品进口7.5亿元，增
长 97.2%，占全市进口总值的 （下
同） 30.4%。其中，汽车进口 3.6 亿
元，是拉动机电产品进口快速增长的
主要因素。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龚菲菲）

1-6月安庆进出口总值98.7亿元
同 比 增 长 33%

本报讯 今年上半年，安庆市
农业招商项目新增49个，投资总额
165.6亿元，其中新增10亿元以上项
目4个。在全省长三角绿色食品加工
业大会上，安庆市共签约项目 15
个，投资总额88.1亿元，项目总数及
投资额位列全省前茅。

上半年，安庆市将农业“双招
双引”工作作为发展乡村产业的重
要抓手，制定出台支持政策，强化
金融、土地等要素保障。各地围绕

“实现 10 亿元以上农业项目零的突
破”目标，立足本地优势特色产业
以及主要农产品，大招商、招大

商，同时用好园区、商 （协） 会、
展会等各类招商平台，瞄准头部企
业、上市企业、龙头企业，加大招
引力度、扩大招商成果。实现新增
10亿元以上项目4个，目前已签约3
个、开工 1个。其中，投资额20亿
元以上的项目2个，最大的怀宁县皖
西南绿色食品深加工项目投资额达
30亿元。

下半年，安庆市将抓住省秸秆
博览会、合肥农交会等机遇，遴选
一批优势产业优质项目参展参会，
大力开展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上半年农业招商项目新增49个
投资总额16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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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8月3日，在望江县漳湖
镇中洲村的百亩藕塘，“接天莲叶无穷
碧”的美景吸引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这百亩藕塘是漳湖镇村野生态
养殖合作社的。该合作社负责人吴
强介绍，他们投入140万元承包了500
多亩水田，开展藕虾、藕鳖和稻虾联
作。“今年小龙虾亩产200多斤，预计
莲藕亩产3500斤、甲鱼30斤，综合收
入有望突破280万元。”吴强说。

在漳湖镇另一边，红湖村艾草基
地里的农户们正在忙碌着。2014年
成立的望江县快乐农业专业合作社
在这里承包了300多亩地，从事艾草
等农产品种植加工。

“今年行情很好，大概亩产3000
斤左右，每亩收入有3000元，经济效
益还是很可观的。”该合作社负责人
夏恩开说。

红湖村艾草产业基础好，先后围
绕该艾草基地投入各项资金150余万
元，用于建设仓储、冻库和其他保障
性基础设施，帮助企业从艾草种植向
深加工方向拓展。

不仅如此，漳湖镇还立足土地肥
沃的优势，相继引进了花蜜、羊角蜜、
玉菇等甜瓜优良品种，在回民村、大
湾村形成了300多亩规模的甜瓜种植

基地，年产量在180万斤左右。通过
实体营销、签约销售等形式，产品远
销合肥、南京、杭州、长沙等省内外城
市，年产值预计超1000万元，带动周
边就业群众增收100万元以上。

走进回民村的圩上花田，一筐筐
甜瓜即将从田头走向街头。基地种植
玉菇甜瓜和羊角蜜110亩，亩产量5000
斤左右，每天运出去的瓜有几千斤。

“我从去年就在园子里干了，不
仅能学到新的种植技术，还在家门口
多了一份稳定收入。”回民村村民丁
邦琴说。基地里有60名周边农户，其
中三分之一是脱贫户，直接带动群众
月增收3000余元。

近年来，漳湖镇融合发展思维，
充分利用土地水面优势资源，通过土
地规模化经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培育各类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
业市场主体120家，带动周边群众就
业1000余人，每人增加年收入达3万
余元。

“我们将加快调整产业布局，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发展‘特色农业+旅游’，带动更多
群众增收致富。”漳湖镇镇长吴潇说。

（全媒体记者 陈娟娟 通讯
员 嵇奕华 陈光）

120家市场主体
激活乡村振兴“原动力”

龙眠山，钟灵毓秀、逶迤如黛；
嬉子湖，碧波荡漾、水天一色。河
（湖）长制实施以来，桐城市全力治理
河湖，水更清了、岸更绿了、景更美
了、群众生活更加幸福了，成功入列
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7月中旬，桐
城市被省政府授予“河（湖）长制工
作激励县（市）”，成为安庆市唯一一
个因河（湖）长制工作而被省政府表
彰的县（市、区）。

河湖监管全覆盖

8月2日，牯牛背水库水清岸绿、
郁郁葱葱。牯牛背水库是桐城市的

“大水缸”，属地黄甲镇把保护水库水
质作为中心工作之一，针对巡查发现
的库区乱占、乱堆、乱倒等问题，毫
不含糊、立即纠偏。2021年，该水库
荣获“省级幸福河湖”称号。

河（湖）长制，关键在落实。桐
城市建立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总河
长的三级河长制体系，搭建制度的

“四梁八柱”，聚集基层群众力量，把
河（湖）长制写入村规民约，实现所
有江河、湖泊、水库、塘塥堰坝都有
人管护，河湖监管全覆盖。

2021 年以来，该市三级河 （湖）
长累计巡河（湖）2.6万次，排查整治

“四乱”突出问题 88 处，清运垃圾

1000余吨。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该
市以“交办单”的形式，直达相关镇
街和部门，解决了一批重点、难点、
痛点问题。

该市积极拓展“河长+”机制，充
分发挥检察长、警长职能优势，发出
检察建议书，开展打击非法采砂联合
执法，查处非法采砂案件、破坏水工
程案件，河道非法采砂、河湖非法捕
捞等乱象得到有效遏制。建立菜子湖
跨界联防联控及大沙河跨界联防联控
机制，跨界水域违法现象明显减少。

该市地表水流经大沙河、挂车
河、龙眠河、孔城河等，汇入菜子湖
后进入长江。得益于强有力地治理措
施，近年来菜子湖水质逐步好转，国
控断面水质连续3年Ⅲ类以上。

向历史顽疾开刀

桐城市孔城镇桐梓家园迁建安置
点，数十栋安置房已建成。下半年，
该镇1141户堤顶搬迁的村民，将入住
这里的新房。

西依大别山、东临长江，桐城境
内水域多、堤顶民房多。历史上，堤
顶建房保证了群众的安居，但是随着
时代变迁，堤顶民房却成了河湖治理
的历史顽疾，亟待解决。借力“引江
济淮”工程，该市做足堤顶民房迁建

文章，力破河湖历史顽疾，目前已
完成堤顶民房迁建 1310户、19.5万平
方米。

金神镇包圩村，“河湖联通”工程
已竣工，安全水位下，东闸可以进水
退水，排灌站可以灌排两用。2016
年、2020年两次超历史大水中，包兴
联圩溃破，圩内万亩良田被毁，2000
多户受淹。“河湖联通”后，包兴联圩
将实现“大水丢、小水收”。近年来，
该市实施“河湖联通”工程，最大限
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完成

“河湖联通”工程9处，释放河湖空间
5000万立方米。

河（湖）长制实施过程中，该市
坚持规划引领、综合治理，完成18个
水普内河湖、17条水普以外河流水库
的划界工作，明确河湖管控边界，完
成《菜子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堤
顶民房迁建规划 （2020-2035）》，对
11个镇、9794户堤顶民房的历史遗留
问题，统筹推进、分步实施。

该市还以河湖“五清四乱”专项
整治行动为抓手，推进清淤疏浚、修
复护岸、清理河道，累计创建安庆市
级幸福河湖 142处。每年安排资金对
嬉子湖镇渔业村 120户无田无地专业
渔民给予补偿；对在册捕捞渔船实行
拆解、网具回收；严格落实禁捕退捕
措施。

治理管护小微水体

小微水体是江河湖库的“毛细血

管”，也是群众眼前的“镜子”。桐城
市积极探索小微水体治理管护模式，
不仅改善了农村水环境，而且显著提
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金神镇杨公村萌萌家庭农场里垂
柳依依，荷叶田田，白鹭翔集。农场
负责人汪萌春流转挂车河边耕地550
余亩，水面面积约200余亩，打造田
园综合体。流转前，42个塘口内杂草
丛生，黑臭水体随处可见。汪萌春投
资 100余万元整治塘口，不仅解决了
农田供水问题，还能进行稻鱼共养、
稻虾共养。如今年产值达 150 余万
元，净利润30余万元，年吸纳劳动力
就业20人。

河（湖）长制实施过程中，该市
明确858名村 （居） 两委班子成员担
任“小微水体河（湖）长”，因地制宜
激发群众开发利用小微水体的内生动
力，带动绿色产业发展，着力发展生
态经济，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
新农村。

大关镇百岭村高摆组，探索出
“自我规划、自我整治、自我建设、
自我管理”模式。村民筹资筹劳，
一体化开发当家塘、荒地，盘活闲
置资源，将普通村组改造成“移步
换景”的美丽村居，引得各地纷纷
参观学习。

桐城市将继续开展幸福河湖创
建，完善小微水体河湖长制，推动水
文化建设，实现水清、岸绿、景美，
让美景入眼、幸福入心。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段琳

从全面建立到全面见效

有了河湖长 清清流水长

8 月初，坐落于怀宁县的徽班博物
馆初步建成。

徽班博物馆秉承中国工程院孟建
民院士的理念，从徽派建筑中汲取砖
雕、木雕、石雕、青砖小瓦马头墙等灵感
元素进行设计。博物馆总投资5000余万
元，计划今年10月份试运营。

通讯员 檀志扬 昂海波 摄

徽班博物馆建成

8月4日，在市中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导热油锅炉房和蒸汽锅炉房，督查人
员正在对燃气安全隐患整改情况“回头看”。

宜秀经开区于7月初开展辖区燃气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攻坚，对辖区使用燃
气的10家工贸企业和300多家餐饮宾馆进行排查，发现一般安全隐患47条，均
已完成整改。 全媒体记者 路欣 通讯员 江义学 摄

新 华 社 北 京 8 月 5 日 电 （记者
刘开雄） 国家外汇管理局5日发布的
2022年二季度及上半年国际收支平衡
表初步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我
国经常账户顺差1691亿美元，与同期
国内生产总值 （GDP） 之比为 1.9%，
继续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
言人王春英表示，2022年上半年，我
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较强的韧性。

我国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贸易顺差
3207亿美元，增长36%，为历年同期
最高值。其中，货物贸易出口 16437
亿美元，同比增长13%；进口13230亿
美元，同比增长8%。

2022 年上半年，服务贸易逆差
378 亿美元，同比下降 30%。其中，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顺差91亿美
元，同比增长1.2倍。“这体现服务业
数字化转型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注入

新动能。”王春英说。
在跨境投资方面，2022 年上半

年，直接投资净流入 749 亿美元。
其中，来华直接投资净流入 1496 亿
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 747 亿
美元。

王春英表示，我国经济韧性强、
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有利于我国国际收支继续
保持基本平衡。

2022 年上半年

我国经常账户顺差1691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