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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连栋的现代化温室大棚点缀其间，道路两旁的柿子压弯了枝头……金

秋九月，乘船横渡长江，登上江心宝岛新洲乡，看到这幅美丽恬静的画面，仿佛身处世外桃源。

十年来，迎江区新洲乡坚持“生态功能区，城市后花园”的目标定位，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改善村容村貌；聚焦基础工

程提升，完善岛内交通、水利设施；创建“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高质量建设生态岛、旅游岛、幸福岛。昔日的江心

孤岛，而今特色产业“遍地开花”，美丽乡村风景如画，一幅生态美、产业旺、文旅兴的乡村振兴蓝图正在新洲徐徐展开。

生态美 产业兴

十年，昔日江心小岛变身城市“后花园”

门前，水泥路宽阔整洁；院内，花儿
开得鲜艳。71岁的张松林站在两层小别
墅前，脸上洋溢着笑容，“这十年，村庄变
干净了，居住环境越来越好，你看我现在
住的，跟城里小区差不多吧？”张松林居
住的青龙新村，有38栋两层小别墅，160
套房屋，路网、绿化、给排水、污水处理等
设施配套齐全，小区漂亮整洁，房前屋后
不见一片垃圾。

十年前，张松林还住在1998年建的
房屋里，门前是砂石路，村内没有保洁，
房前屋后环境脏乱，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丢弃的农药瓶，而且新洲乡由于四面环
水、交通不便，垃圾只能就地掩埋或者焚
烧，对环境有污染。

2013 年，新洲乡启动美丽乡村建
设，从改造提升居民房屋、改厕、铺设
污水管网、修建道路、增设垃圾桶等处
着手，大力实施“绿化、美化、亮化、净
化、居民行为规范化”五大工程，由点
及面，逐村推进，让村容村貌焕然一

新。为实现管护保洁长效常态化，2014
年该乡成立了 13 人共 6 支乡村保洁队
伍，“户集、村收、乡压缩转运”的垃圾
处置模式建立，改变了农村脏、乱、差
现状。2018 年，该乡又引进安庆京环
进驻作业，让新洲享受和城市同等环
境卫生服务。

新洲乡辖5个村，79个村民组，户籍
人口1.1万余人，但常住人口仅2000人左
右。以前村民多住得零散，缺少科学规
划，缺乏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建设施，居住
环境差。土地使用过程中村庄容积率
低、利用粗放、布局凌乱等现象。2018
年，新洲乡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
势，因地制宜试点实施“青龙村增减挂钩
项目”，拆除村民破旧零散的房屋，复垦
变成耕地，并新建安置区，将他们集中安
置，让大批土地得到合理利用。张松林
正是通过此项目，搬进了青龙新村安置
区，改善了居住条件。

“这十年，交通和水利的改善，让我

种田受益很大。”刚刚采收完大豆的种植
大户斯方来面露喜悦，“今年大豆获得丰
收，亩产量300多斤，我挣了3万多元。”

新洲乡是农业大乡，有耕地1.4万余
亩，十年前多为一家一户经营，以种植油
菜、棉花、小麦为主。2013年，该乡开始
引导土地向企业和种植大户集中，解决
农村劳动力老化问题。家住康宁村的斯
方来承包了本村50亩地，种植小麦、棉
花，“那时耕种没有机械，全靠人工种植，
效率低、成本高；道路条件也不好，村里
是砂石路，田间还是土路。”

2016年起，新洲乡积极争取各级资
金和项目，实施农村道路畅通工程，不仅
对村村通道路进行了拓宽，还延伸、硬化
了到组、到户的道路，并建成7.9公里环
岛公路。如今，该乡对内交通道路四通
八达，近50公里的三横三纵交通网分布
全乡；对外连接线得以优化和升级，先后
投资了30万元对南木渡口至318国道连
接线进行了硬化，由以前的泥泞小路变

成了现在近4米宽的水泥路面。因道路
直接修上了田埂，2016年，在改种大豆
后，斯方来实现了全程机械化耕种，旋耕
机、收割机、自走式喷雾机直接开进了地
里，省时又省力，他又将承包的土地扩大
到了200多亩。

“种田最怕的不是辛苦，而是洪涝
灾害。”新洲是沙壤土，不保水，每到汛
期，遇到短时强降雨天气，圩内沟套水
位上升快，始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排
涝站排涝能力不足，易造成内涝，给圩
内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2020年，
新洲乡开工建设4000万元的新洲泵站
新建、5500万元的岸线修复整治、350万
元防汛通道、100万元的堵口复堤等一批
项目，建起新洲防汛抗洪的“铜墙铁
壁”。今年，新排涝站建成，装机总容量
达1400千瓦，机排流量高达15.66立方米
每秒，排涝能力提高了一倍，极大提升了
永乐圩内的防洪排涝能力，也让斯方来
等种植户放宽了心。

基础设施全面提升 生态小岛美丽升级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经济开
发区认真开展“党建+产业”数控机床
产业链提质升级基层党建“书记项
目”，构建起“党建引领、行业归口、产
业链接、融合发展”的产业链党建新体
系，推动园区党建与机床产业发展相
融共进、互促共赢。

该区选派5名党员作为第五批党建
指导员，并将党支部建在数控机床产业
链上，面向全产业链企业开展党建、群团
等各类活动，每家企业派一名网格员进

行一对一包保。目前，数控机床产业链
30家企业已经全部实现党组织、共青团
组织，妇联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全覆盖。

推行“链长制”，顶格谋划产业发展、
要素服务。组建1.5亿元依江科创基金，
开工建设依江科创园，联合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设立高端装备制造研究院，聚焦
延链补链强链，今年新引进数控机床产
业项目6个，总投资23亿元。搭建桥梁
开展产业链上下游供需合作，与振宜、江
淮、环新集团等本地产业链龙头企业形

成配套集聚。
积极贯彻落实“一改两为”要求，实

施“问题帮办、助企发展”主题活动。先
后为企业解决消防应急设施使用、施工
许可证办理等30余条重难点问题。依
江人力公司创新实施“用工500”工程，
累计助企招聘526人次。成立“三师”助
企工作室，定期提供订单式法务财务咨
询。率先推出“园区e贷”，为15家企业
争取信用贷款4098万元。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5 次、“临港沙

龙”5场次、“临港大讲堂”4场次、“临港
文体荟”2场次。同步推进书记领办事
项，今年以来，先后取得横电公司质检班
市巾帼文明岗、党员王孝东省级劳动模
范、津野公司获批省级工业设计中心等
十余项省市级先锋模范荣誉。与此同
时，评比设置“党员示范岗”“青年文
明号”等先锋班组，产业链新增3家省
级专精特新企业，夯实党建群建基础，进
一步推深激活发展动能。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娄莹）

迎江经开区：

以“党建链”串起“产业链”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
区优化金融服务质量，构建产业
引导基金，积极推动企业拥抱资
本市场，助推迎江经济发展。

该区创新企业融资方式，“园
区E贷”业务顺利实施，新增项目
15笔，放款4048万元；创新推出

“网络货运E贷”金融产品，为9家
企业提供3.67亿元贷款；累计提
供新型政银担贷款担保23,165万
元，开展税融通担保7笔，金额
3240万元；累计为52家企业提供
应急续贷过桥资金4.04亿元。

同时，引入外部资金活水，
成功发行迎江区首支城投企业
债“22安庆滨江债”，规模3亿
元，发行利率创全国同期限同

级别企业债券有史以来最低票
面利率；成立产业引导基金，带
动社会资本积极对接优质项
目，助力“双招双引”和企业上
市，与海源资本合作成立2.8亿
元产业引导基金；与力合创投、
优势资本合作3亿元产业投资。

此外，加大涉农金融支持，
在中央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支持
下，撬动更多中长期信贷资金高
效率、低成本倾斜流入农业农
村，让众多“三农”经济主体获得
资金支持。截至目前，该区已为
5家涉农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担保
1786万元。（全媒体记者 查灿
华 通讯员 周娟）

迎江区：

金融“注血”助推发展加力提效

本报讯 近日，迎江区新河
社区建强“党建朋友圈”，凝聚

“红色合伙人”，打开“社区+物
业”协同治理新格局，推出“孝心
车位”，为回家看望父母的子女
提供停车便利，助推老年人公共
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

“停车难”是眼下城市社区
的通病，新河社区创新推出“孝
心车位”，在有限的公共资源中，
为子女行孝提供便利。社区首
次推出的6个“孝心车位”，以预
约的方式，为前来看望照顾父母
的子女提供半天至一天的免费
停车福利。这不仅解决了子女
看望父母停车难的困扰，更是社

区完善老年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的重要举措之一，进一步彰显基
层社区治理民生温度。

“孝心车位”并非无门槛，
而是有申请条件的，主要指向
辖区内的文明信用户，包括主
动参与社区公益志愿服务、遵
守社区居民公约、良好的诚信
经营形象和有特殊贡献的劳动
模范、道德模范等。设置这些
申请条件，将“孝心车位”的获
得与“信用社区”的建设结合在
一起，让“守信有价”助力诚信
自觉，进一步激励居民共建美
好家园，共享信用场景。

（通讯员 杨婷）

新河社区：

“常回家看看”有了“孝心车位”

本报讯 迎江区医保局坚
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加快建
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立足

“三多”积极推进医保征缴工
作，让群众健康更有“医”靠。

迎江区医保局组织召开迎
江区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费征缴工作动员会，印发
了《迎江区2022年度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实
施方案》，充分发动各方力量，
有效保障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工
作落实落地。

发挥基层主阵地作用，综
合运用电视、网络、微信等新媒
体和LED屏幕等平台，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开展现场宣讲等方
式，全覆盖多途径的宣传宣
讲。全过程解惑释疑，悉心指
导居民如何缴纳医疗保险费，
耐心细致解答群众咨询疑问，
讲清讲好居民医疗保险费征缴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动员群众
积极参保续保。

明确该区特殊人员参保资
助对象及补助标准，做好特殊
人群身份标识，及时对接民政、
残联、乡村振兴部门将最低生
活保障对象、特殊供养人员、重
点监测对象等数据进行共享比
对，确保特殊人群100%参保。

（通讯员 余谟英）

迎江医保局：

让群众健康更有“医”靠

本报讯 9月20日，在“安
徽人游安徽、美好安徽 dou 起
来”2022安徽文旅线上推广大
会上，安庆古城□倒扒狮历史
文化街区荣获2021安徽十大新
晋网红打卡地荣誉称号。

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自
2020年开街运营以来，保留了
大量珍贵的明清风格建筑，拥
有中华老字号名企、非遗手创、
特色茶馆等文化业态，以及许
多可圈可点的皖江文化、历史
故事，吸引来八方游客。

运营两年多来，深入挖掘安
庆特色文化遗产，讲好安庆故

事，定制文化主题活动，丰富市
民精神文化生活。街区已经运
营成为市民节假日游逛的网红
打卡目的地之一。今年“中秋灯
会”盛况空前，接待超 20 万人
次，网络宣传曝光量达100万次。

目前，街区已荣获安徽省
十佳夜游街区、安徽省“小个
专”党建工作示范街区、安徽省
旅游休闲街区、安徽省级服务
业集聚区、安徽省华侨国际文
化交流基地、安徽特色商业街、
安徽十大新晋网红打卡地等多
项荣誉称号。

（通讯员 王芬）

倒扒狮历史文化街区新晋全省
十大网红打卡地称号揭晓

金秋时节，在新洲乡的田野间，除了
最常见的大豆，还能看到地肤草、无花
果、甜柿子等新“面孔”。而在十年前的
彼时，田野间还尽是棉花。那时，新洲乡
的经济以农业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棉
花、油菜、小麦、大豆、蔬菜。

近年来，新洲乡以振兴乡村经济为
抓手，结合实际，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围
绕“一村一品”做文章，鼓励各村发展特
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2018年，南木村充分利用土地肥沃、水
源充足的自然禀赋，打造20亩水果采摘园，
尝试种植樱桃、黄桃和油桃。2020年，果园
开园采摘，当年即为村集体增收10余万
元。2021年，该村扩大果园面积，新种无花
果、甜柿子，今年无花果迎来挂果期，眼下

枝头硕果累累，到10月即可开园采摘。
同时，该村还在眉毛洲沙滩的意杨

林下，建设320亩野菜基地，种植藜蒿、
马兰、芹菜等。此外，打造55亩蔬菜基
地，种植荷兰豆、菜苔，签订外贸订单畅
通销路。“10年前，南木村集体经济收入
仅10万元，去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02
万元。”南木村党总支书记高俊说。

永存村立足本村实际，多次前往外
地考察，选择发展功能性百合项目，并邀
请南京农业大学作为科技支撑单位。百
合科技园占地约100亩，总投资1000万
元，目前已种植功能性百合30亩，种球
约18万株，通过销售鲜花和百合，可为
村集体增收50余万元。青龙村通过“支
部搭台、合作社唱戏、党员带头、群众参

与”的模式，与铜陵一家公司签订产销合
同，建立起产、销一体化经营模式，种植
药用凤丹牡丹150亩，预计每年能为村
集体经济创收10余万元。永存村水蛭
养殖、康宁村精品蔬菜也渐成规模，“一
村一品”初显成效。

今年，该乡运用“工业化”思维，拟建
设连栋温室大棚700亩以上，沿河套打
造现代农业观光示范区，并建设一批高
产特色水果采摘园、农耕体验园。此外，

启动长江岸线生态修复项目，利用南木
小学闲置地块建设14栋网红爆款木屋
民宿，打造新洲文旅项目样板；实施长江
岸线圩堤和圩堤外侧地块生态修复和保
护，通过拓宽路面、沥青黑化、增加健身
跑道、堤顶亮化等措施，美化长江岸线，
发展休闲旅游。该乡正在将生态优势、
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催生美
丽经济，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统一。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高庆宁

特色产业蓬勃发展 幸福小岛焕发活力

本报讯 9月16日上午，迎
江区孝肃路街道双井社区在妇
女儿童之家开展婴幼儿托育服
务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通
过发放宣传资料、解读政策、等
多种形式大力宣传0-3岁婴幼
儿照护服务、托育机构设置标
准和管理规范、托育机构登记
和备案流程等有关政策。共计

发放婴幼儿照护服务宣传册
200余册，30余名育龄群众参与
了宣传活动。此次宣传活动使
社区广大育龄群众了解了政
策，充分认识了提升学前教育
和婴幼儿照护的优惠政策减轻
家庭负担的民生工程，进一步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服务得到了很多家长的点赞和
好评。 （通讯员 陈婷）

双井社区：

开展幼儿托育服务宣传活动

▲如今的青龙新村
◀新洲乡新貌

通讯员 迎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