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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
区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
行政服务，推动政务服务数字
化、智能化、便捷化运行，实现
高效公共服务、精准社会治理、
科学政府决策，切实提升政务
服务水平。

深化落实“全程网办”，全区
902条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
平台运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
区政府网站上同源发布。2023
年已实现“全程网办”事项共896
件，占比达98.79%，即办事项共
786件，占比86.66%；区政务大厅
为企服务一站式服务窗口，实现
企业开办1日办结。

区级首个群众自助办件7*
24小时不打烊政务服务工作站
于2022年3月正式运营，投放自
助设备4台，实现身份证办理、
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办理、增值
税专用发票开具以及涉及3个

层级20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即
时查询办结。截至目前，群众自
助办件1385件。

以数字化手段构建“云端”
材料，实现线上线下数据同源、
功能互补、无缝衔接、融合通
办。深化电子证照、电子印章、
电子签名、电子档案等支撑应
用，打造“一源五端”服务体系。
2022年共调用电子证照93558
次，电子云签50772次，归集电
子材料63197份。

做强“皖事通”APP主阵地，
开发接入更多便民服务应用、
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办事体验。

“迎江迎客”应用通过利用互联
网先进的 VR 技术沉浸式展示
体验，全方位展示迎江的人文
特色、旅游景点、招商政策、园
区风采、重点项目等信息，展示
迎江优质招商环境，助力“双招
双引”工作。（通讯员 朱玮）

迎江：

数字化建设提升政务服务水平

联兴村的黄桃基地，已悄悄开始挂果；新义村的蔬菜大棚里，绿油油的蔬菜一茬接着一茬成熟；新洲乡的

农产品初加工物流园，烘干车间、冷库等一应俱全，农户再不必为油菜、小麦外运烘干发愁……4月7日，记者

行走在迎江区的田野乡间，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产业园，正是一派“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景象。

迎江区在推进充分发挥财政推进乡村振兴区级专项资金作用，支持各村围绕“一村一品”，园区化推

进村集体经济发展。目前，全区14个村已建成一批示范效应好、带动能力强、就业渠道宽的产业基地，走出

一条具有城郊特色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建立“一村一团队”工作机制

振兴乡村产业 共育“致富之花”

“去年秋天收储的1000多吨稻谷，到
4月底就可以出售了，现在的价格比去年
的好。”在联兴村稻谷烘干厂，种粮大户
王文贵望着满仓的稻谷说，他很早就想
建稻谷烘干厂，去年终于得以实现，再不
用为稻谷烘干、储存发愁，也不用担心辛
苦种出的粮食被贱卖。

联兴村在发展黄桃种植的同时，又把
目光瞄向了二产。联兴村传统种植农作物
是水稻、大豆、玉米，但村内甚至是乡里都
没有烘干厂。于是该村联合种植大户王文
贵，又与前江、将军、合兴三村合作，投资
300多万元共建稻谷烘干及仓储厂房，集
烘干、加工、销售于一体，目前已建成仓储

面积1500平方米、烘干厂房1000平方米、
露天晒场1500平方米，能日烘干稻谷100
吨，年经营性收入约1000余万元。

行走在迎江区各乡村振兴产业园，记者
注意到，在一产蓬勃发展的同时，二产也在
积极跟进。新洲乡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及自筹
资金合计1350万元，对新洲原油厂旧址进
行改建，打造农产品初加工物流园。该项目
占地面积15亩，已建成农产品保鲜、制冷库
1000平方米，仓库2000平方米，50吨粮食作
物烘干机组4台，可为新洲乡农户、合作社、
企业等提供初级加工、仓储、保鲜配套服务，
以此提升新洲乡农产品品质，解决粮食作物
外运烘干、低价抛售局面。项目实施后根据

各村股份分红，预计年收益60万元。
长风乡高松村先后引进种植金丝皇

菊、瓜蒌等特色农产品，流转村民闲置土
地200余亩，配套建设1900平方米标准化
农产品加工车间和600立方米冷库，着力
打造以农家乐为中心，集观光、采摘、垂
钓、餐饮、研学等为一体的城郊休闲旅游
模式。目前产业规模超200亩，带动100余
户农户就业，2022年高松村集体经营性收
入突破170万元，同比增长66.67%。

“每年我们会选择一些示范效应好、
带动能力强的产业园，帮助其进行提升续
建，做大做强优势产业，拓展延伸产业链
条，引导它们向‘三产’融合发展。”迎江区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全说，经过探索发
展，迎江区乡村振兴产业园建设工作有序
推进，为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今年，为全面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该
区将建立“一村一团队”工作机制。成立14
支乡村振兴工作队，一队包一村发展。乡村
振兴工作队由包保县干任队长，区直包保部
门主要负责人任副队长，工作队成员由乡联
系点包保科干、区直包保部门和所在乡联
络员担任，统筹谋划推进包保村重点项目
工作，如推进5个村级产业发展、推进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达标、推进人居环境改善提
升等，让乡村产业竞相绽出“致富花”。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罗海霞

“一村一团队” 振兴乡村产业

从安广江堤行至长风乡联兴村，路
两侧皆是桃树，清明时节，花谢果长，桃
园又在酝酿另一场美味盛宴。

“以前这沿江大堤以下全是坑塘
水面和杂草丛生的芦苇荡，去年我们
将土地平整后，种上了黄桃，如今这里
已是村集体的黄桃基地。”联兴村党支
部书记何拥军介绍，联兴村的黄桃已
小有名气，10 年前来自枞阳的朱芳祥
在联兴村承包 50 亩地种植黄桃，近两
年黄桃进入盛果期，村“两委”帮助朱
芳祥打开了黄桃的销路，他的黄桃园
年产 7 万余斤黄桃，仍供不应求。2021
年，迎江区鼓励各村围绕“一村一品”，
园区化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2022年，
迎江区安排区级乡村振兴资金1400万
元（每个村100万元），用于14个村产业

发展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联兴村利
用该资金，打造50余亩黄桃基地，并与
朱芳祥合作，由他负责果园管理。如
今，黄桃长势喜人，预计 2024 年达产
后，年收入可达50万元。

与联兴村相邻的新义村则利用乡村
振兴资金流转40亩土地，建起了27幢
蔬菜大棚、一间捡菜房和一个冷库，发展
蔬菜种植。2022年，大棚内主要种植瓠
子、茄子、辣椒、冬瓜等蔬菜。“经过市场
调研，我们发现这类产品生长周期长、效
益回报低，于是我们及时更换了品种，在
科技特派员的指导下，换上了小菜秧、小
青菜、香菜、香芹等叶面菜。”新义村党支
部书记王文扎告诉记者，相比瓠子、茄子
等，叶面菜的生长周期短得多，只需
40-50天。来自新义的叶面菜，凭借高新

鲜度、稳定货源，一经上市，便取得良好
反响，一棚菜一季就有5000元左右的收
入。去年，蔬菜种植为村集体带来了24
万元的收入，并带动了12个村民务工，
每人月增收2000元以上。今年，新义村
将继续利用乡村振兴资金对现有的40
亩蔬菜产业园沟渠、道路进行修整、清
淤，并扩建蔬菜温室大棚20亩。

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建
设，进一步加快乡村农业产业发展，提升
农村人居环境，2021年，迎江区印发《迎
江区关于2021年度建设农业特色示范
园实施方案》，各村围绕“一村一品”，园
区化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当年，全区共
培育24个村级特色产业园，发展野菜、
向日葵、黄蜀葵及果蔬、中药材等特种经
济作物栽培面积2000多亩，村均集体经

济收入达50万元。2022年，为充分调动
各村积极性，培育壮大村级特色产业园，
迎江区着力破解乡村振兴资金瓶颈，逐
渐探索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
与”的思路，形成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
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
该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安排专项
资金1400万元，支持乡村实施特色农业
产业项目。2022年，该区总结前期产业
园发展的经验教训，新增10个，整合提
升 8 个，新增种养殖面积1200亩，建成
冷藏保鲜设施 4600 立方米、标准化加
工厂房1900平方米、稻谷烘干仓储中心
3500平方米，村均集体经济收入超过70
万元，高松、长风、将军、南木4个村突破
100万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26万元，全市第二。

聚焦集体经济 做大特色园区

本报讯 近年来，迎江区
新河路街道坚持和发展新时
代“枫桥经验”，大力探索社会
治理新模式，坚持党建引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联动
共治，规范推进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平台建设，着力打造为民
解忧“终点站”。

该街道充分利用“综治联
络员+网格长+网格员+居民”自
上而下四级网格体系，对每一
件矛盾纠纷逐一分析，按部门
交办、清单化管理，定期召开调
度会、协调会推进，确保群众诉

求真有人管，真能解决。
同时，依托综治中心打造矛

盾纠纷多元化处置分中心，街道
内部协调联动，实现受理、登记、
交办、回复各个环节有效衔接。
成立“小蓝伞”调解工作室，设立
5个“百姓评理说事点”及劳动
仲裁调解中心，加快了矛盾纠
纷调处进度，实现闭环管理。

目前，街道已成立6个人民
调解委员会，以专业调解将矛
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提高
了化解成功率。

（通讯员 胡丽霞）

新河路街道：

全力打造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

本报讯 近年来，迎江区以
金融服务为抓手，不断优化营商
环境、强化金融支撑，为企业提
质增效提供强大动力，助力地方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抢抓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
册制改革历史机遇，强化专业支
持保障，成立一企一策一专班，
全力协助企业找准路径，明确上
市目标；建立重点企业一周一调
度、一周一报告机制，兴湃至美
等3家拟上市重点企业倒排时
间计划表，加速达成上市目标。

鼓励千年塔担保公司、辖区

金融机构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
度，一季度提供新型政银贷款担
保1.43亿元，同比增长36.23%，累
计为33家企业提供应急续贷过桥
资金1.02亿元，开展“园区E贷”业
务5笔、放款1700万元，为9家企
业提供1.16亿元“网络货运E贷”。

持续召开金融助企纾困
“五进”工作推进会、金融座
谈会，组织辖区金融机构、乡
街、园区走进企业开展普法宣
传，现已为19家市场主体解决
融资需求。

（通讯员 严晨悦）

迎江区：

优化金融服务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 今年来，迎江区城管局从
关注民生出发，化“堵”为“疏”，设置临时
就业疏导点，供流动摊贩集中售卖农副
产品，解决困难群众就业难题，让“民生
清单”变“幸福账单”。

该区城管局对辖区内自产自销的流
动摊贩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详
细了解流动摊点的分布数量、范围及人
员性质。在设立疏导点时，综合考虑市
容、人流、交通安全等因素，经过仔细勘
察，选取人民路步行街临时摊群点、宣家
花园临时摊群点、杨家山延伸段临时摊

群点、华中路北四巷临时摊群点、绿地原
售楼部临时摊群点及绿地区间道路临时
摊群点，制作摊群点站牌，明确经营种
类、经营时间和管理要求，同步引导流动
摊贩进疏导点经营，进一步提升困难群
众就业水平。

临时就业疏导点的设置，既顾全了
市容市貌的“面子”，又照顾了困难群众
就业的“里子”，目前6处临时就业疏导
点共有摊位145个，以经营小餐饮、小百
货和蔬菜类为主。在日常管理中，该局
推行“疏堵结合、摊主自治、社会管理、部

门协同、城管执法”模式，实行准入登记
制度，建立经营业主档案，严格按照《迎
江区城管局关于设立临时就业疏导点的
通知》要求，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采取
定人、定管理区域、定管理标准的方式对
流动摊点进行管理与疏导。同时与临时
就业疏导点经营业主签订《摊前三包责
任书》，加强督查管理，确保有序经营，全
力提升市容市貌。

该区城管局还成立了临时就业疏导
点服务专班，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提供

“一站式”服务。通过微信、短信等渠道

广泛宣传，将临时就业疏导点位置信息
传递给周边市民，保障就业摊点“商品有
销路、增收有盼头”。依托社区党群服务
中心、商户联合体等场所，建立冷可取
暖、热可纳凉、渴能喝水、累能歇脚的“暖
心驿站”，结合日常巡查、卫生整治等活
动，帮助就业摊点搬运蔬菜瓜果、商品货
物，为经营业主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同
时借助“暖心驿站”常态化开展政策宣
讲、法律咨询、卫生整治、文明创建等服
务，拉近城市管理与经营业主的距离。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齐惜曦）

迎江区城管局：

“民生清单”变“幸福账单”

▲ 村 民 在 新
义村蔬菜大棚采
摘芹菜

◀新洲农产品
初加工物流园

▶ 游 客 打 卡
联兴村黄桃园
通讯员 迎宣 摄

近日，国家税务局安庆市迎江区税务局派出税宣小分队实地走
访辖区内重点税源企业，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征求企业涉税诉
求，并就企业代表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 通讯员 查家玲 摄

本报讯 近日，迎江区云
墅社区对辖区内年老体衰、瘫
痪在床、腿脚不便等无法进行
退休待遇领取资格认证的人
员进行上门资格认证，确保群
众的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
让他们感受到老有所依、老有
所养的社会温暖。

“我们岁数大了，老伴行
动不便，子女又不在身边，使
用智能手机对我们来说是个
大难题，多亏了社区工作人员
上门来认证。”80 多岁朱奶奶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
利在皖事通上完成了养老认
证后开心地说。

云墅社区通过上门认证，
既进一步掌握了辖区退休人
员的生活现状，又帮助行动不
便的老人解决了认证难题，将

“为民办实事”服务体现于日
常工作中，打通了服务居民的

“最后一公里”，让老人见到实
效，得到实惠，受到退休老人
的一致好评。

（通讯员 潮佳佳）

云墅社区：

“线上+线下”退休认证服务暖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