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湖县北中镇党委、政府始终坚
持人民至上，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
总基调，在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
设上下真功，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加快建设生态
美丽宜居宜业宜游、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新北中，奋力打造“茶香北
中”新画卷。

支柱产业助农致富

眼下，尽管临近年关，但在位于
鄂皖交界的北中镇马嘶村某茶叶加
工厂，仍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人
们正在加班加点整车装运售往湖南
的茶叶。

该公司主要从事茶叶种植、收
购、加工、销售以及绿茶新产品推广
和茶苗培育，依靠“农户+基地+专业
合作社+品牌+公司”的发展模式，不
断做大做强，通过示范带动农户新发
展茶园 2800 亩，改造老茶园 1600
亩，直接带动茶叶初制加工厂20余
家，带动农户860余户，促进茶农增
产增效。

“公司加工品种主要为天华谷
尖、禅茶、弦月、黑茶等，产品远销
湖南、湖北、河南、福建、庐江、黄
山等地。”该茶叶加工厂现场负责人
陈冬银说道，截至去年12月份，创造
产值 2380 万元，实现销售收入 2010
万元，产品供不应求。而且公司去年
还完成了太湖县农副产品直接出口海
外第一单，茶叶销往非洲市场。

地处大别山深处的北中镇素有

“茶乡”之称，茶叶作为全镇18个村
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支柱产业，
颇具特色、优势和竞争力。全镇茶叶
面积达4万多亩，年产春茶1000吨、
夏秋茶 6800吨，全年实现茶叶产值
1.4亿元。望天村被评为全国“一村一
品”茶叶示范村。

不仅如此，北中镇还在工业、第
三产业上也持续发力。近年来，随着

“双招双引”工作的有力开展，该镇
已落户轩宇能源、申禾智能、来富电
缆、展科科技等一系列新型工业产
业，规模日渐壮大。去年，年产50万
套的福建凡成服饰成功入驻宝坪村乡
村振兴车间。其中轩宇能源锂电池产
业带动80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村
集体分红40余万元；申禾智能、展科
科技带动 100 多位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真正让村民走上就近就业、增收
致富的快车道。在第三产业上，该
镇坚持品牌引领，深挖北中红色文
化、状元文化、茶文化，擦亮“红
色土地”“状元故里”“茶香北中”
三张靓丽名片，实现文旅加速发
展，促进乡村振兴。

“今后，北中镇还将依托现有资
源优势，做大做强首位茶产业，开
发茶产业系列新产品，提升茶产业
附加值，拓展茶产业链，着力发展
两茶产业。同时深挖轩宇能源、申
禾智能和来富电缆等现有企业潜
力，培养一批专而精的企业，以点带
面形成辐射效应，真正让企业落得
下、留得住、发展好。”北中镇镇长
戴江涛说道。

和美乡村惠民暖心

冬日里，在贯穿北中镇集镇区全
境的沙河沿岸，两公里长的健康步道
上三五成群休闲散步的市民络绎不
绝，十分惬意，享受着优美环境带来
的好心情。

在田家滩河水系北中镇段整治工
程实施之前，河道两旁的堤坝均是沙
坝，芭茅丛生，居民生活垃圾、建筑垃
圾散落其中，随处可见；河道的防洪能
力也有差，河道两旁休闲道路很窄。
2020年年底整治工程开工后，先后完
成了河道清障、岸坡整治、水源涵养以
及人行步道、景观人文等建设内容，于
去年3月份正式完工。至此田家滩河
水系北中镇段面貌焕然一新，群众满
意度大大提高。“治理工程完工后，大
大提升了河道的防洪标准、治理范围
和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北中镇水
利站站长王立军说。

近年来，北中镇按照“1+2”发展模
式，在做靓政府所在地集镇区建设的
同时，兼顾望天、玉珠小集镇建设，加
快启动镇集镇区水源地综合整治项
目、镇水厂标准化改造项目和镇区环
境整治项目建设，不断完善镇区基础
设施。而持续深入开展的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成果，已经成为北中镇对外的
一道靓丽的名片。

“在人居环境整治前，这里曾经
是养猪场，又臭又脏，环境很差，整
治后，基础设施有了巨大变化，如今
的江河村是绿树茶香，风景如画。”

在江河村的文化广场上，北中镇江河
村村民江松林指着周围风景满是感
慨，“现在这里的生活环境极大改
善，村民们天天在广场上锻炼健身，
聊天说事，不亦乐乎”。

近年来，北中镇共建成包括江河
村在内的11个省级美丽乡村、2个市级
美丽乡村、5个县级美丽乡村及29个
自然村整治，累计投入资金4000余万
元，大幅改善了北中镇的人居环境，提
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在民生保障上，该镇不断尝试新
方法、新举措，在幼儿教学、就业补贴、
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均取得良好成
效，提升了民生保障品质。去年实现
家政入户教学育婴员38人，45人在开
发区稳岗就业， 共发放脱贫人口跨
省就业补贴1600余人，发放补贴资金
30余万元；实施到户特色产业发展808
户，补助资金近200万元。

“下一步，我镇将把党的二十大精
神转化为干事创业强大动力，守正创
新，踔厉奋发。按照‘1234’发展思路，
即紧扣乡村振兴一条主线，做好‘镇当
城建、村要自然’两篇文章，坚持以新
型农业、新型科技工业、农旅融合的产
业振兴路径，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经济
健康发展、群众安居乐业、增进民生福
祉的四大目标，齐心协力、同心同向，
努力将北中镇建成‘绿树村边合、青山
郭外斜’的美丽乡镇，建成‘琅琅读书
声、孜孜勤学影’的教育强镇，建成‘商
贾云集、宾客满朋’的边贸大镇。”北中
镇党委书记汪学平对北中镇的发展充
满信心。 通讯员 姚权炉 吴阳金

壮大支柱产业 建设和美乡村

“茶香北中”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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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太湖县坚持“内搭平台、
外联老乡”的“双招双引”思路，深入实
施“百名干部招商”工程，县四大班子
主要领导领衔四大产业链专班，推动
招商体制机制、方式形式、区域领域持
续突破。

太湖县编制“两图一库”，修订招
商导则、实施引荐奖励，云招商、以商
招商、驻外招商等不断优化，去年新签
约亿元以上项目34个，其中10亿元以
上项目3个、55亿元以上项目1个。全
县大力实施“熙湖英才”计划，设立
人才基金，建立“1+1+N”人才政策体

系；建成太湖在外优秀人才数据库，
举办“叙乡情、谋发展”座谈会、金融人
才座谈会、首届人才日直播、“膜都茶
叙”等活动，与上海交大、北京化工、贵
州材料产业技术研究院等8家大院大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引进高层次、高技
能和海外人才506名、科技人才创新创
业团队2个，人才矩阵“磁场效应”
日益明显。

该县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
在实体经济上，加大培育“双招双
引”企业力度，不断推进新型工业
化，新增规上工业企业21家、战新企

业7家、高新企业17家，工业投资、
技改投资分别增长15%、20%。“一区
三园”建设持续推进，功能膜新材料
产业园二期投入使用，智慧物流园主
体完工，膜都产业小镇客厅布展完
成；功能膜及其延链企业增至75家，
产值增幅超规上工业平均水平16.5个
百分点，功能膜产业集群成效评估位
居全省前列。落户经开区的12个亿元
以上项目开工建设，9个亿元以上项目
投产运营。

同时，该县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
展，新增省级科创研发平台4家，52家

企业入选省级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
库名单；新增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3
家、省市专精特新企业12家、省级专精
特新冠军企业2家，富印、华强被评为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去年主
板上市的太湖第一家上市公司宏宇五
洲医疗获评省工业互联网场景应用示
范企业；汉勤耕生产线获批省首台套
重大技术设备；太湖第一家主板上市
公司集友获批省级绿色工厂；金张公
司建成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其产品
再次获评国际显示材料创新金奖。

（通讯员 刘辉）

“双招双引”成效显著

本报讯 太湖农行组建党员先锋
队，把优质金融服务送到田间地头，打
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有力有
效支持“三农”发展。去年以来，全行
累计发放个人涉农贷款5.17亿元。

太湖农行坚持把信贷助农的目光
瞄准“三农”、把政策聚焦“三农”，持续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组织工
作专班主动深入基层一线，精心对接

15个乡镇政府、对接各村两委和致富
带头人，详细了解农产品种养生产、加
工、流通、销售全链条产业，充分发挥
全流程线上审批的“快、准、信、简、惠”
的服务优势，充分满足农户的生产经
营需求，及时解决农业产业发展过程
中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努力提高农
村金融服务的覆盖度，受到地方政府
和农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农行工作人员上门宣传，了解到
我有资金周转需求，很快就为我办理
了30万元的惠农贷款，解了我的燃眉
之急！”新仓镇某水稻种植大户说道。

为了使老百姓尽早拿到急需资
金，太湖农行组建了由支行党委班子
成员任队长的5支党员先锋队，深入
乡村采集贷款资料，整理提交授信材
料。审查人员加班加点进行审查，真

正做到“前台不过夜、后台不过
天”。“以前办理贷款手续很烦琐，要
到银行跑好多次才能办下来，从来没
想过在自己家里几分钟就能把贷款手
续办好。而且，农行工作人员还手把
手教我们使用手机银行进行操作，服
务真是没话说！”一寺前镇养殖大户
高兴地说。

（通讯员 刘辉 石俊）

信贷政策聚焦“三农”助振兴

本报讯 连日来，位于太湖
县大石乡东湖村的华阳河蓄滞洪
区重点工程建设施工现场，工人
们正在进行转移道路建设工程，
现场的华阳河蓄滞洪区太湖建设
指挥部负责人与项目施工人员也
多次详细探讨施工具体流程，保
证这条长达800米的道路按时按
质按量完成。

华阳河蓄滞洪区西起湖北省
黄梅县西隔堤，东至望江县东隔
堤，北依丘陵岗地，南靠黄广、
同马大堤，地处长江中下游40个
蓄滞洪区的最下游，是安庆市迄
今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是长江
防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
目建成后，将对长江中下游重点
城市和地区防洪起到安全保障作
用，能够彻底解决华阳湖地区

‘关门淹’问题，确保项目区一
方安澜；同时将实现洪水资源化

利用，极大改善项目区生产生活
环境，助力乡村振兴，造福一方
百姓。

华阳河蓄滞洪区重点工程涉
及太湖县徐桥、大石两个乡镇15
个行政村居，主要建设内容为徐
桥安全区围堤工程、新建加宽
转移道路工程、征地工程、徐
桥河改造工程等，总投资达 3.8
亿元。其中，华阳河蓄滞洪区
太湖县转移道路建设工程项目
是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涉及转移道路及道路安全
防 护 、 桥 梁 工 程 等 ， 全 长 约
39.346公里，其中包括新建道路
1.2 公里，加宽改造道路 38.1 公
里，工程投资约 7000 万元，工
程建设工期600天，如今转移道
路工程进展顺利，已完成进度的
20%左右。

（通讯员 陈振伟）

兴修水利 造福百姓

本报讯 近日，从全国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对安徽省2022年认
定的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备
案，2022年太湖县共有17家企业
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其
中第一批认定12家，第二批认定
5家。截至目前，该县共有高新
技术企业59家，同比增长16%。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根据《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和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
引》有关规定进行认定，经认定
的企业自当年起享受税收减免、
高质量发展政策等各方面优惠政
策，有助于提升企业科技创新能
力和市场价值，是企业品牌和实
力的象征。 （通讯员 刘辉）

59家企业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本报讯 1 月 7 日，太湖县
特色农产品集散地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

该工程规划占地 15亩，建设
面积13000平方米，设置摊位304
个，项目预算资金近 7000 万元。
建设开工意味着农贸市场建设进

入“快车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
该县城区最大的菜篮子中心和生
活性服务业消费聚集区，最大程
度满足周边居民高质量的生活需
求，发挥“以点带面”辐射作用，有
效带动周边区域良性发展。

（通讯员 詹霖 姚权炉）

特色农产品集散地开工建设

本报讯 1月8日上午，太望
人民期待已久的、新修246省道
公路正式建成通车，两县之间的
行车时间由原来的一个半小时缩
短至50分钟之内。

246省道太湖至望江公路太
湖段改建工程是省交通厅“十三
五”公路规划的重大项目，是一
项影响太望两县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工程，是安九高铁配套工程
的重头戏，也是沿线两县广大老
百姓多年来直达太湖高铁南站的
主要通道，为直接助力沿线两县
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将发挥重要
作用。

246省道太湖段工程由太湖
县政府与安徽建工集团、安徽交

控工程集团采用PPP模式共同投
资建设，全长39.3公里，项目总
投资24.48亿元，建设工期36个
月，项目运营期12年。改建工程
分为主线和连接线两部分。项目
主线起点位于太湖晋熙镇陈家
屋，顺接现状246省道，途径晋
熙、新仓、江塘、徐桥和大石四
个乡镇，终点位于大石乡尚家畈
太湖与望江交界处，接望江县
246 省道太湖至望江段一级公
路；项目连接线自西向东途径新
仓、晋熙两镇，全长约 3.157 公
里。全线新建大桥4座、中桥6
座、天桥 2 座，涵洞 176 道，沥
青混凝土路面结构。

（通讯员 刘辉 胡治进）

246省道太湖段建成通车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首张
医疗电子票据在县人民医院开
出，标志着该县医疗电子票据正
式上线，迈入“电子化、便民
化”时代。

太湖县人民医院是该县医疗
电子票据首家改革试点单位，医
疗电子票据上线后，实现了从预

约挂号、线上缴费到电子票据推
送“一站式服务”，同时降低了
医院纸质票据管理成本。目前，
患者可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登
录便民服务票据服务平台进行查
询及校验，与传统纸质票据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通讯员 叶玲玲）

首张医疗电子票据上线

十年来，太湖县共完成交通运
输投资约 50 亿元，全县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不断推进，路网结构日趋完
善，百姓出行日益方便，产业致富
日益凸显。

合九铁路、沪蓉高速、105国道
均穿境而过；安九高铁建成通车；
蕲太高速已启动建设；通用机场、
鲤鱼山隧道、新寺前大桥等项目前
期工作有序进行；百里二桥、天华
大桥正在建设。全县完成农村道路
建设 2656 公里，危桥改造 233 座，
农村道路安防工程 3275 公里，累计
完成投资 17 亿多元。全县公路总里
程达 4211 余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27
公里、国道28.5公里、省道245.2公
里，农村公路 3910.9 公里。路网密
度159.8公里每百平方公里，路网人
口密度36.9公里每万人。

通讯员 刘辉 摄

路通八方富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