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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近日，太湖县重点
工程项目长河一号拦河堰正式下
闸蓄水，为太湖县建设亮丽的水
域景观、保障城市防洪灌溉、改
善水环境和水生态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长河一号拦河堰项目总投资
8743.47万元，正常蓄水位为+34.15
米（黄海高程），拦河堰以上流域
面积可达1880平方千米，蓄水后
水域面积近1000亩，总库容约100
万立方米，属于小 （Ⅰ） 型规
模，按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设计，
50年一遇洪水校核。在总宽221米
的拦河堰中，右侧浅孔蓄水坝为

高度3.15米钢坝，净宽180米，共
30 扇闸门。左侧深槽调节闸共 2
孔，为 5 米高钢坝，净宽 20 米。
河道两岸2500平方米的景观绿化
也已建成，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的长河水生态浮现在眼前。

“太湖县长河一号拦河堰项目
主要由合页旋转钢坝组成，河宽
221米，这在安徽省是首例。工程
历时 16个月，于2023年 6月 7日
下闸蓄水，本工程建成后将成为
太湖县一处生态和谐、运动休
闲、观光旅游的亮丽风景点。”长
河一号拦河堰监理工程师吴中豪
说道。（通讯员 刘辉 汪子妍）

长河一号拦河堰下闸蓄水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组织
开展了一场有限空间作业安全应
急救援演练。

今年6月份是全国“安全生产
月”。为营造“人人讲安全 个个
会应急”的浓厚社会氛围，太湖

县组织开展应急救援演练。演练
邀请了部分园区重点企业、政协
委员、企业服务中心代表等进行
现场观摩，提高有限空间作业人
员风险防范意识。

（通讯员 刘辉）

应急演练提升安全意识

本报讯 今年 6 月份是全国
“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月。日前，太湖县
组织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
动，加大防范非法集资宣传力
度，提升人民群众风险防范意
识，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
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
场答疑解惑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非
法集资的常见方式、危害和后
果；向前来咨询的老年群众普及
防范非法集资要点，让老年群众
认识到非法集资的危害性，引导
他们树立正确的投资、消费理
念，切忌存有贪图“高额回报”
的侥幸心理，守护人民群众的财

产安全。
为扩大宣传覆盖面，该县财

政局 （金融办） 工作人员还自编
自演防范非法集资创意短视频，
通过抖音、公众号和显示屏播放
宣传，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揭
露非法集资真面目，提醒群众警
惕非法集资骗局。

下一步，该县财政局 （金融
办） 将持续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
传活动，让防范非法集资普法宣
传走进机关、学校、企业、银行
网点、社区、村组、家庭，营造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
氛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
家，切实推动平安太湖建设。

（通讯员 黄德丰）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

本报讯 日前，太湖县组织
开展以“岁月如歌”为主题的民
俗文物展，以更好传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进一步提高人民群
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该展览按照民俗文物的使用
功能大致分为六个单元，展览精
心拣选出与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的生活用具、生产工具、饮食
器具、工艺制品、家具饰品等多
个类别近百余件套馆藏民俗文
物，配套精美图文展板数十块，

其中珍贵文物20余件套，所有文
物在该县内均为首次展出。这些
民俗文物是太湖地区广大人民群
众传统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
们承载着世世代代太湖人民的生
活方式、生产活动、价值观念
等。通过此次展览充分展示了太
湖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特的民
俗风情，以引导广大群众关注和
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增强文
化自信，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通讯员 徐虹）

展示民俗文物 传承传统文化
本报讯 太湖县融资担保公司积

极将金融“活水”引向中小微企业，打
通“融资”渠道，帮助企业翻越“融资的
高山”，给企业带来生机和活力。

太湖县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紧
固模具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
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模具可适用于飞
机、高铁、汽车等多种行业，2012年
经有关部门招商引资正式落户该县经
开区。当公司创办人严冬祥与合伙人
按计划稳步发展的时候，2014年下半
年，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向他们悄然袭
来，公司业务都是外贸订单，世界经
济环境发生改变，出现贸易壁垒，一
时间订单大幅缩水。严冬祥的合伙人
放弃了在太湖的投资。是清算歇业，
还是接盘经营？严冬祥面临着创业以
来最大的困难和最难的抉择。但经冷
静分析，他认为生存机会尚存，也就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该公司开始了与
太湖县融资担保公司的合作之路。

“当时在我们企业资金周转特别
困难时期。太湖融资担保公司得知我
们企业的融资需求，迅速组织人员来
我公司进行调查，很快获得了首笔融
资担保贷款，也就此救活了我们企
业。”公司总经理严冬祥感激地说。

有了资金支持，公司迈出了“重
生”的第一步，严冬祥带领团队攻克
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取得了一项又
一项重大突破，通过不懈努力和技术
创新，取得了与东风集团、中铁电器
等大型集团公司相关产业合作机会，
重点研发生产轨道交通紧固件模具，
逐步打开了国内市场。

“在今后的多年发展中，也持续
得到了太湖担保公司的大力支持，促
使我们企业更有信心不断地发展壮

大。”严冬祥说。
“该公司从2014年就与我们建立

了合作，从当初担保几十万元到现在
担保授信500万元，我们公司员工经
常深入他们公司进行尽职调查和保后
检查，与该公司负责人面对面交流。
第一时间了解和掌握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议。”太湖县
融资担保公司副总经理汪金林说。

后来，该公司坚持走专精特新企
业发展之路，持续进行人才创新、管
理创新、产品创新以及发展模式创
新，拥有多项自主产权，成为市场领
先以钛合金新材料模具及组件为本的
综合性服务商，并在2021年获得国家
专精特新“小巨人”称号。

“在今后的工作中以及战略上将
持续走专精特新企业发展道路，长期
深耕紧固件模具细分行业，利用现在

的企业发展的一些资源优势，继续与
行业内头部企业进行整合合作，争创
国家级小巨人重点企业，逐步向企业
上市路径迈进。”严冬祥说道。

该企业的“绝处逢生”只是太
湖县融资担保公司为企业纾困解难
的一个缩影。太湖县融资担保公司
作为一家政府性担保机构，致力于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搭建银企对接
桥梁，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截至今年 6 月份，太湖
县融资担保公司在保 1090笔 16.04 亿
元，历年累计发生担保101亿元，担
保放大倍数5.44倍。

“下一步，我们担保公司将继续
壮大资本实力，强化风险控制，提供
灵活多样的融资担保品种，助力太湖
县企业融资纾困。”汪金林表示。

（通讯员 刘鑫）

融资担保为企业纾困解难

本报讯 连日来，在太湖县天华
镇涧水村地质灾害点防治工程施工现
场，一片忙碌景象，工人们在烈日下挑
土、垒砖、填缝，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目前已全面进入主汛期。为进一
步筑牢地质灾害生命防线，最大限度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太湖县
全力加快地质灾害点防治工程建设，
筑牢群众安全屏障。

天华镇涧水村地质灾害点在2020
年汛期强降水期间，发生崩塌，共造成

两户居民房屋受损，同时威胁周边14户
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彻底消除安全
隐患，让当地群众住上“安心房”，太湖
县资规局及时组织专家实地踏勘地形
地貌，详细了解地质隐患情况，制定切
实可行的实施方案，通过局部削坡、修
建蜂巢式网格植草护坡等方式消减推
动滑坡产生的物质，减小滑坡物质向下
冲击力，保障周边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这项工程从2022年的10月份开
工建设，在抓质量和抓安全生产的同

时，也在加班加点地完成工程扫尾工
作，争取在今年6月底全部完工。目前
已完成整个工程量的90%，只剩下平
台混凝土的封闭。”天华镇涧水村地质
灾害防治工程施工负责人说。

天华镇地处大别山深处，地质灾
害点点多面广，尤其是到了雨季，地质
灾害防治面临较大压力，为全面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天华镇资规
部门通过全面摸排，对天华镇现有的
16处地质灾害点建立专项档案，同时

每一处地质灾害点都安排专人负责，
做到限期消除安全隐患。

“天华镇现有地质灾害点16处，涉
及人口20户90人。目前正在进行的省
级工程项目1处，排危除险项目3处。省
级施工点工程建设接近尾声，估计在
主汛期前完成，其他排险工程也在加
紧施工。下一步，我们将做好地质灾害
防治工作，落实群防群策，确保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天华自然资源规划所所
长张汉华说。（通讯员 吴阳金 徐虹）

治理地质灾害保障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太湖县严格落实河湖长制，近五年
多来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资金，全面实
施花亭湖综合整治，拆除湖内养鱼网箱
1.07 万只，清理湖汊养殖 13 处，清除湖
外所有夜宵摊点，确保花亭湖生态景区
持续发展，水质常年优于国家Ⅱ类饮用
水标准。

通讯员 刘辉 摄

蓝天碧水花亭湖

本报讯 太湖县百里镇始终坚持
党建引领，紧紧围绕村级集体经济高
质量发展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在小
黄牛产业发展中闯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的创新之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增
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百里镇按照“抓党建促乡村振
兴”的部署要求，立足“农业镇”的
发展定位，大力实施党建赋能强镇，
以发展“牛产业”、培育“牛经济”
的镇级“书记项目”为抓手，蓄能发
力，努力推动镇域经济发展提质增
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带领村民
过上增收致富的“牛日子”。

“作为百里土生土长的养牛人，
能够借着整镇养牛的春风，是非常幸
运和高兴的，自从和龙头企业一起合
作，在联合公司的带领下，我们的牛
越长越壮，我们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这些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离不
开养牛人的‘牛精神’。”叶榜村养牛
大户陈信堂高兴地说。

为进一步发挥“牛产业”的带动
作用，百里镇党委积极探索“集体+
农户+公司”的形式，牵头组织10个
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成立太湖县某牧

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目前自主养殖
小黄牛 2000余头，与农户合作放养
2800余头，带动农户400余户，带动
地方增收 7000 万元以上。2022 年
末，村级集体分红40余万元。截至今
年 6 月份，公司合作农户有 120 多
家，公司向农户提供牛种、肥料，并
给予技术支持，还将农户在农业生产
中的玉米秸秆回收作为饲料，通过废
物利用创造生态效益的同时也为农民
增添收入，实现经济效益。

该牧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
年9月，是一家从事畜牧业为主的企
业，由百里镇十个村居股份制合作社
集体控股，在2023年5月成立了党支
部。该公司明确党组织在公司发挥政
治核心作用，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事
项，应同时听取公司党支部的意见，
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充分带动百里镇
村级集体发展和老百姓致富增收。目
前公司现饲养小黄牛726头，能繁母
牛占一半。“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
推进农户代养工作和青贮饲料厂建
设，加强技术培训和学习，规范养牛
场的管理，健全养殖档案，推动小黄
牛养殖规模进一步扩大，效益更明

显。”公司总经理鲁文兵说道。
在“村集体+农户+公司”的发展

模式下，百里镇党委还为龙头企业量
身定制了“公司+村级集体+养殖户”
的模式，积极扩大小黄牛养殖规模。
同时制定《打造“大别山黄牛特色小
镇”产业振兴实施方案分散饲养、集
中屠宰、加工、种养结合促进百里镇
黄牛产业联合体的发展》合作政策，
由安徽某集团负责按市场销售，提供
牛和饲料给养殖户、免费提供养殖技
术指导和按照市场价收购等8项发展
合作政策，取得了良好效益。

安徽某集团是升级龙头企业，在
2014年12月成立党支部，一直以来，该
集团利用好百里镇的自然条件和政策
支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进小
黄牛养殖发展。在百里镇，该集团拥有
国家级大别山小黄牛保种场和现代化
牛羊屠宰场等6家下属企业，将自然资
源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实现了标准化

养殖、分割、排酸、保温、冷链等一条龙
生产高档有机牛肉，食品远销上海、杭
州等大中城市，受到一致好评。

“集团有限公司的牛肉、肉牛获
得有机产品认证，集团的牛羊屠宰加
工厂也是安庆市第一家被授予‘安庆
市牛羊定点屠宰许可证’的企业。”
该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汪军介绍。

截至去年底，百里镇小黄牛出栏
14300余头，年小黄牛养殖产值2亿元。
截至今年6月份，百里镇已辐射带动周
边乡镇小黄牛存栏约2万头。“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做大做强
黄牛产业，主要是带动农户养殖，扩大
养殖规模，加强肉制品、饲料、有机肥
的开发生产，做好一二三产业协调发
展，打造优质牛肉系列产品，深度融合
品牌创建，促进绿色转型，推动农业资
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百里镇党
委书记郭长道说。

（通讯员 王璇 汪子妍）

集体经济“牛”起来 村民过上“牛日子”

集体经济辐射带动农户致富一方

初夏时节，太湖县乡村阡陌纵横的广袤田野，一块块比肩接踵的农
田五彩斑斓，成为乡村一道道独特的壮丽景观。

通讯员 刘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