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年来，太湖县聚焦
便民停车暖民心行动工作目标，通
过建立配建停车为主体、路外公共
停车为辅助、路内停车为必要补充
的停车体系，努力解决停车管理领

域痛点问题，让百姓“好停车、停
好车”。

自便民停车暖民心行动开展以
来，在城市停车设施不断健全的基
础上，该县充分开发既有道路、广

场等地 下 空 间 以 及 城 市 边 角 地、
闲置收储地块等资源建设公共停
车场。同时结合城市更新、街路
更新、老街复兴、背街小巷改造
等工作，挖掘利用拆改腾退空间

改建扩建停车泊位。截至目前，累
计完成新增停车泊位 1680个，其中
公共停车泊位 1110 个，临时停车泊
位570个。

（通讯员 刘辉 徐虹）

新增停车泊位 1680 个

停车不再难 满满幸福感

本报讯 近期，太湖县40万亩
水稻陆续进入抽穗灌浆期，每年的
这时候也是病虫集中危害的关键时
期。对此，太湖县各地农技部门加
大病虫监测预警力度，深入田间指
导服务，努力将危害损失控制到最
低限度，力争秋粮丰产丰收。

这两天，在徐桥镇桥东村水稻
精耕细作示范点，来自农业部门的
植保专家正在指导大户进行秋季田
间管理。桥东村的种植大户刘小保
今年种植了850亩水稻，由于前期
雨水较多，刘小宝家的水稻开始出
现病虫害，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当
地植保专家第一时间来到他家稻
田，对病虫害进行监测和指导。据
了解，今年徐桥镇共种植水稻6万
余亩，为做好当下季节田间管理，
农业部门第一时间对工作进行了安

排部署。
“我们分派 5 个组进驻全镇 10

个村 155个种粮大户，分类进行区
域指导，尤其是针对中稻、再生
稻、虾田稻进行分类管理，提出技
术方案，确保今年水稻的稳产、丰
产、增收。”徐桥镇农业农村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顾大中说。

徐桥镇只是我县加强田间管理
的一个缩影，据农业部门不完全统
计，截至目前，全县水稻完成除草
87.5 万 亩 （次）、 追 肥 80 万 亩
（次）、病虫防控72万亩（次）。同
时农业部门还抽调植保技术人员，
组织30支队伍，奔赴全县 15个乡
镇进行田间指导，加之今年气候有
利，水稻长势普遍好于往年，预计
是个丰收年。

（通讯员 吴阳金）

专家田头“支招”助力秋粮丰收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年
来，太湖县以民生为导向，紧扣民生需
求，突出重点项目，进一步加强政策性
农业保险、安心托幼等民生建设保障
力度，加快补齐民生短板，让“民生清
单”变成“幸福账单”。

政策性农业保险
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增强农业抵御
自然灾害能力的保障，是推动农业产
业发展的稳定器。作为民生项目之
一，太湖县财政局高度重视政策性农
业保险工作，强化兜底保障，切实防
范和降低农业风险，为农业产业发展
和农民持续增收撑起“保护伞”。

陈金根是太湖县新仓镇种粮大
户，承包了农田1800多亩，去年大范
围持续高温天气引起干旱，导致很多
地区粮食减产，陈金根的农场也未能
幸免，几个月没有下雨导致200多亩
农田颗粒无收，更有上千亩农田大量
减产，经济损失惨重。好在陈金根给
农田投了保，县财政局会同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太湖支公司立
即安排布置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保
险公司迅速赶到现场，认定保险责

任，几个工作日内就将理赔款打到了
陈金根账户。

“农业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就来现
场勘查，了解受灾情况，对种粮大户进
行了相应的经济补偿，像我家去年再
生稻、中稻、晚稻总共补偿了10多万元
的农业保险，我们还是很满意的。”种
粮大户陈金根告诉笔者。

“2022 年 ，公 司 农 业 保 费 收 入
4616.72万元，累计赔款5635万元，为地
方农业发展保驾护航，充分发挥了保险
的稳定器作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太湖支公司经理王鹏说。

政策性农业保险为农业生产提供
了有力支撑，最大程度地降低农业生
产风险带来的损失，有效保障了农户
的权益，受到了农户的大力支持和积
极响应。据了解，截至目前，全县累计
承保农作物12.71万亩，各级财政补贴
保费 191.31 万元，能繁母猪承保 10798
头，各级财政补贴保费97.18万元，育肥
猪承保206158头，各级财政补贴保费
834.63 万元。种植业累计赔付 165.01
万元，能繁母猪赔付33.15万元，育肥猪
赔付70.50万元。对于“看天吃饭”的
农户来说，政策性农业保险无疑让他
们吃了“定心丸”，他们可以放心大胆
进行农业生产。

筑牢民生之基
护安心托幼之底

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祖
国的未来，聚焦“托育难”“入园难”“接
娃难”问题，太湖县积极响应安徽省出
台的十项“暖民心行动”方案，精准实
施“安心托幼”暖民心行动，多措并举
推动托幼工作高质量发展，让民生实
事暖到了群众心窝。

为了让广大家长安心托幼，自安心
托幼暖民心行动实施以来，太湖县严格
落实财政补助政策，实施托育有奖，用

“真金白银”支持普惠托育服务机构发
展，让幼儿托育民生工程更好惠及群
众，2022年累计发放奖补资金共80余
万，2023年预计发放奖补资金90余万。

“对当年在县卫健委备案登记成
功的托育机构和幼儿园，每个托位按
照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补助，对
全日托幼儿每个月进行100元补助。”
太湖县卫健委人口监测和家庭发展股
负责人郝飞说。

同时为有效缓解普惠托位短缺问
题，太湖县持续扩大普惠托位供给，在
满足区域内3-6岁儿童入园需求基础
上，开设托班或扩大托班规模，增加托

班的资源供给。鼓励和支持有学位的
幼儿园开设托班，提供普惠性服务，同
时健全托幼机构准入机制，推进“托幼
一体化”规范化、标准化、专业化发展，
提高入托率。截至目前，太湖县已建
成托幼一体化公办幼儿园17所，普惠
民办园12所，1家普惠性托育机构，提
供普惠托位730个，有 13个乡镇开设
托班提供普惠性托育服务，强有力的
财政支持正在让“安心托幼”变得更加

“安心”。
财政保民生，发展为人民。聚力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坚持公共财政
本质属性，聚焦为民办实事，将资金投
入向民生领域倾斜，切实保障了各项
惠民政策落地生效，接下来，县财政局
将进一步满足民生之需，让群众在共
建共享中有更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近年来，太湖县不断加强政策性
农业保险工作，撑起了农业生产的安
全伞，持续加大社保民生投入，兜牢
兜实了基层社保底线，民生连着民
心，民心凝聚民力。“县财政局总经
济师汪斌说，”太湖县财政将以更加
强烈的责任担当，更加务实的工作举
措，优质高效的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
群众真正感受到雪中送炭的温暖，雨
中打伞的贴心。” 通讯员 刘鑫

太湖县补齐短板弱项增进民生福祉

列出“民生清单”落实“幸福账单”

8 月 31 日，江塘乡一村民正在采
摘猕猴桃。眼下，太湖县4000多亩猕
猴桃即将陆续成熟，带动北中、弥陀、
牛镇、小池、江塘、城西等乡镇群众增
收致富。 通讯员 刘辉 摄

硕果累累

满枝头

本报讯 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近日，太湖县天华镇天华村种
植的30余亩五彩椒喜获丰收。走进
海拔800多米的辣椒种植基地，一
个个色泽诱人的五彩椒挂满枝头，
村两委和村民们在基地忙着采摘、
搬运、过秤、装车，呈现出一派喜
人的丰收景象。

“今年村里种植的辣椒品质比
去年还要好，果儿色泽鲜亮，个头
也大了不少呢！”村民汪桂生一边
忙碌着，一边高兴地向大家分享丰
收的喜悦。

自去年起，天华村立足本村实
际，以撂荒地整治为契机，通过村
集体承包种植和农户代管代种的形
式，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
的方式，大力发展辣椒产业，促进
农户增收及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截至目前，
该村30余亩五彩椒，每天能采摘鲜
椒 500 余斤，预计亩产 1000 斤左

右，总产值能达到20多万元，带动
村民实现增收8万元。

“今年的天气适宜辣椒的生
长，辣椒的产量较去年翻了一番，
我们又在去年的销售经验上改进了
五彩椒品牌的包装设计，采用铝箔
密封口，延长辣椒产品的保存期
限。同时，增加辣椒的销售种类，
除了销售辣椒酱、腌辣椒、辣椒
皮、剁辣椒等形式的辣椒美食外，
另外搭配天华村高山菜籽油和高山
大米一起进行销售。每日采摘的新
鲜五彩椒也可接受零售和订单销
售。”天华村党支部书记朱承罕说。

今后，天华村将继续把培育壮
大辣椒产业作为增加群众收入的
法宝，持续推动辣椒产业特色
化、规模化发展，提升辣椒品
质，助力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民增
收增效，让天华小小五彩椒成为
天华村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通讯员 刘辉 朱滢滢）

天华镇：

彩椒种出“五彩”生活

本报讯 日前，笔者在太湖县
江塘乡龙山村老年学校内，看到老
人们正在进行象棋博奕，在“楚河
汉界”之间展开一场场龙争虎斗。

楚河汉界风云起，相约棋盘
大家喜。一大早，老人们就相约
着来到龙山村养老服务站，准备

“杀”上一局，大家精神抖擞，
在棋盘上布兵摆阵，杀得难解难
分，引得其他老人也前来看热闹，
不管是下棋的还是观战的都乐在

“棋”中。
“我喜欢下象棋，一有空我就

到老年教育点来下象棋，结识了很
多志同道合的老年朋友，我感到身
心愉悦，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何
明月高兴地说。

暖民心行动开展以来，江塘乡
致力于打造“思政课堂”“兴趣课
堂”“技能课堂”“文化课堂”等多
彩课堂，倾听“银发”学子的所
思、所想、所忧、所盼，制定科学
合理的学习“套餐”持续提升老年
学校吸引力，焕发老年教育新活
力，通过前期广泛调研，开设了摄
影、绘画、诗词、书法、手机短视
频教学、健康知识培训、舞蹈、音

乐、二胡专业课程。全乡设有24个
班级，帮助有兴趣的老年人学到技
能、有才干的老年人再展才华，在
文化交融中获得快乐，获得满足。

与此同时，江塘乡还建立健
全老年学校志愿服务队，采取个
人自愿、组织搭桥、双向互动等
形式帮助有意愿的老年学员找到
合适的志愿服务岗位，引导老年
群体贡献余热，从而真正实现老
有所学到老有所为、学有所用的
转变。

据悉，今年以来，江塘乡老年
学校 24 个班级现有学员 1243 人，
其中线上学员600余人，共开展理
论学习 84 次，开展特色课程学习
100余次，组织开展各类志愿服务
活动66次。

“下一步，江塘乡还将继续扩
大学校资源供给，建立多部门联动
机制，强化师资队伍，加大宣传力
度，强化示范带动健全制度管理，
深入推进‘老有所学’暖民心行
动，切实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更有
意义，更加丰富多彩。”江塘乡宣
传干事余绍芬说。

（通讯员 刘鑫 李静灵）

江塘乡：

“老有所学”让“银发学子”乐享晚年

本报讯 近日，2023 年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新型电力系
统与维护”赛项在新疆昌吉职业
技术学院成功举办，比赛历时 3
天，来自全国61所院校的183位选
手同台竞技，共同切磋技艺、展示
成果、交流经验。太湖职业技术学
校 3 名同学熊皓森、吴凡超、吴与
辰精心完成了新型电力系统可再
生能源发电侧、储能管理侧、负荷
用电侧、电网控制侧的建设与管

理，新型电力系统智能发电、调
度、供用、运维等系统功能的调
试，新型电力系统日常维护及故
障派车，职业规范与安全生产等竞
赛任务，历时 7 个多小时，最终在
61 支队伍中脱颖而出，在该赛项
中荣获全国一等奖。这也是该校
继 2019 年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分布式光伏系统装调与运
维”赛项一等奖后，再获殊荣。

（通讯员 刘辉 肖瑄）

太湖职业技术学校：

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

近年来，太湖县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充分发挥徐桥、江塘等地养殖
企业的优势和作用，抓住“鸡”遇，大力
推进养殖业发展，实现了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笔者来到位于徐桥镇工业集中区
的安庆立华牧业有限公司，该公司是
一家以代种鸡养殖、鸡苗孵化，商品鸡
生产、销售，饲料生产加工为主导产业
的一体化现代农业企业。走进孵化车
间，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照
蛋、孵化、断喙、鉴别……确保每一只
鸡苗顺利出雏。

在养鸡产业中，立华牧业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为合作
养殖户统一设计标准化鸡舍、统一供
应苗鸡、统一供应饲料、统一技术服务
指导、统一产品销售，为增强农户的抗
风险能力，公司建立了养殖风险基金、
为农户购买鸡舍保险，切实保护农户
利益。目前公司已与徐桥镇新丰村、
西平村、桃铺村、茗南村等11个村进行
合作，带动了众多农户增收。

“公司现有合作农户400多户，2022
年上市肉鸡2761万只，实现销售收入7.7
亿元。2022年合作农户收益7565万元，
户均增收17.72万元。”安庆市立华牧业
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查文鹏说。

依托立华公司，以前农户单打独斗
式经营的资金难、技术难、销售难等问
题就迎刃而解，张磊就是受益者之一。

“我养鸡大概有一年的时间，第一批
大概亏损了5万元，立华公司派技术人
员来指导，克服了种种困难，现在我一年
能挣20万元左右。”农户张磊告诉笔者。

为推进乡村振兴，立华牧业将进一
步做大做强肉鸡产业，未来争取年出栏
肉鸡超4000万羽。计划再投资2.5亿元
以上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建设家禽育种
项目、禽肉食品加工项目和高标准美丽
牧场项目，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的同时，
太湖县还充分利用山林资源优势，打
造林下养鸡新模式。安徽景湖农业有
限公司是一家集小黄花鸡育种研发、
林下生态养殖、高端生态土鸡及蛋品

销售的农林生态循环型企业，公司以
牛镇跃涧林场18个标准化示范养殖基
地和江塘乡16家寄养场为中心，年养
小黄鸡20多万只，土鸡和鲜蛋产值规
模可达2000万元。位于江塘乡龙山村
的小黄花鸡养殖基地占地200多亩，山
场上地势广阔、树林茂密，小黄花鸡羽
毛丰满、体态健硕。

“我们这个小黄花鸡都是山林放
养的，这里有一大片山林，平时吃的都
是我们自家种植的玉米、水稻、红薯、
蔬菜之类的，平时饮水也是井水，为了
防止鸡群损伤，我们养了一些鹅，来守
护这些鸡群。”安徽景湖农业有限公司
龙山基地管理员阮宝林说。

在发展模式上，公司借助“太湖小黄
花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品牌效应，吸
引农户、村级集体经济入股基地，将基地
范围内各村民小组的闲置田地、山林入
股，整合各项资金要素，以企业市场化全
程运营为框架，各方以不同资金占股分
红。其中村集体和村民固定分红20万
元，平均每户保底增收近2万元。

“林下养鸡活动范围大，运动充
足，鸡肉口感筋道，营养价值高，深受
市场青睐。后续我们会把鸡苗发放给
更多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户和
群集体经济收入。”江塘乡龙山村村委
会副主任王节焱说。

太湖县现有规模养鸡场330家，年
出栏家禽3650万只（其中肉鸡3400万
只），禽蛋总产量1.45万吨，产品远销上
海、南京、合肥、南昌、武汉等城市，为
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进乡村
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跟踪服务安
徽立华转桥家禽育种场项目和阳雪食
品加工及冷链物流配送项目建设，延
伸产业链条，打造国家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同时，充分利用太湖县资源特
色，壮大新型农业主体，在养殖生产、
疫病防控、品牌建设等方面加强技术
指导，为太湖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太湖县畜牧兽医服务
中心副主任陈世超说。

通讯员 徐虹 尹茗

土鸡也能孵出“金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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