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太湖县不断加大交通
运输设施建设投资力度，结合地理
优势特点，抢抓“四好农村路”建
设，探索实施“交通+旅游”“交通+
产业”等“交通+”模式，让一条条乡
村公路成为资源路、旅游路、产业
路、振兴路、致富路，托起百姓的乡
村振兴梦。

眼下，走进江塘乡大塘村，只见
投资1000多万元新改建的东五公路平
坦宽阔。公路一旁，该村种植大户甘
振德的23亩辣椒迎来丰收。火红的辣
椒挺立枝头，村民们正抢抓农时采
摘，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这
些辣椒，将沿着东五公路出村，销往
安庆等地。

“现 在 交 通 条 件 发 达 ，辣 椒 成
熟后我们用自己的车往外送，也有
外面的收购商到基地来收购，非常
方便，有时直接打电话叫货车拉到
基地将鲜椒运走。”甘振德开心地
说道。

六年前，这条路还是条 3.5 米宽
的水泥路，大车进不来，小车会车
难，村里的农特产品运输不方便。因
为交通不便、产业基础薄弱，村集体
经济还曾负债。后来，借助“村村通
工程”“道路畅通工程”，再到实施

“四好农村路”项目，单车道变成了
双车道，水泥路变成了柏油路，道路
越来越通畅。路通了，特色产业也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大塘村先后有了光
伏发电项目、菌菇生产基地、养鸭和
陆基循环养鱼基地、辣椒基地、田园
大塘文旅综合体和新型燃料加工企
业，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可达
150万元。“负债村”变成了远近闻名
的“明星村”，同时还带动了当地村
民200多人实现在家门口就业，人均
增收万余元。

“大塘村建制村通双向车道7公里
黑色化道路，东联江塘乡外环路，西
接246省道快速路，它的建成，极大
方便了百姓出行、农副产品外运和游

客过境，更加凸显了大塘村作为省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安徽省首批和
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的区位优势，
以及随之而来的招商引资企业落地
村内给村集体经济带来的红利。我
们说，这是一条回家的路，同时也是
一条产业路、旅游路，更是一条带动
百姓致富的路。”江塘乡大塘村党总
支第一书记付晓峰坦言道。

公路通则百业兴。为助力乡村
发 展 ，太 湖 县 实 施“ 以 路 为先”战
略，坚持把实现乡村振兴作为交通
运输工作的首要民生工程，2021 年
以来建成“四好农村路”319 公里，
2023 年正在建设 69 公里，目前全县
农村公路里程达 3976.819 公里，已
实现全县乡镇通三级公路、村村通
硬化路，外联内通的交通网络为乡

村发展、产业兴旺提供了坚实的交
通保障。为管护好农村公路，该县
还推行县、乡、村三级农村公路路长
制管理体系，建立“路长+检察长”协
作配合机制，推行养护市场化，科学
合理制定农村 客 运 规 划 ，保 障 路
路畅通。

“近年来，全县高度重视‘四好
农村路’建设，不断加大资金投入，
创新工作举措，努力构建完善、便
捷、高效的农村公路网络体系。下
一步，我们继续将农村公路发展与
农业产业、乡村旅游等建设一体化
推进，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更好服务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
农业农村现代化。”县交运局副局
长杨毅说。

（通讯员 叶玲玲 胡治进）

农村公路里程达3976.81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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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眼下正是粮食收购加
工季节，太湖各大粮食加工企业抢
抓当前晴好天气收购粮食，开足马
力加工大米。

在位于徐桥镇的某农业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的加工车间里，日加工能力
达180吨的全自动大米生产线正不停
运转，经过几道工序，优质的大米源
源不断输出。工人们忙着包装，销往
市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从2013
年开始从事粮食加工，经过几年的发
展，从当初日加工能力12吨发展到如
今的日加工能力达 180 吨，并结合

“中国好粮油”项目，引进先进的自
动化加工生产设备，提高大米品质。

“公司着手新粮入库工作，从源
头抓起，严把入库质量关，做到以质

论价，质价相符，在完成订单的同时
确保颗粒归仓。”该公司销售经理刘
自攀说。

为确保有稳定的收购渠道，保
障大米质量，该公司与太湖、望江、
宿松等地 160 多户种粮大户签订了
订单农业，并与江西供销商跨区域
合作，保护价收购。目前已收购稻
谷 1.2 万吨，预计全年收购 4 万吨，
加工优质大米 2.4 万吨，销往上海、
福建等地。

在位于晋熙镇的某米业有限责任
公司是一家从事粮食种植、收购及
稻谷加工、销售的综合型农产品加
工企业，拥有日处理150吨稻谷烘干
线，日产150吨的大米生产线。为提
高生产效率，公司于 2022 年投入

600多万元对车间全部设备进行自动
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建成年产 3
万吨大米及副产品深加工综合利用
数字化车间。

“目前，我们与农户实行订单生
产模式，增强优质品种，更换了数字
化、智能化设备，提升精加工工艺，
确保大米品质。下一步，我们将新上
一条日产200吨左右的粮食烘干生产
线，实现种植、烘干、收购、粗加
工、深加工于一体，保障粮食安
全。”该公司负责人孟清告诉记者。

今年，太湖秋粮种植面积达34.5
万亩，目前中晚稻收割面积 70%左
右。现有备案民营加工企业11家，市
场化收购达18536吨。为确保今年的
秋粮好收成变成好收益，太湖县发改

委进一步加强粮食收购管理和服务，
粮食部门积极与种粮大户、粮食经纪
人和粮食产后服务中心、收购企业建
立常态联络，促进区域内的产销对
接；积极协调银企对接，为民营企业
发放贷款 3872 万元；协调农企对
接，推行粮食订单种植方式，实行优
粮优价优购，今年优质粮食订单种植
面积达7万亩；指导各企业提前进行
岗前培训、腾仓并库、预备资金、检
修机械，做到仓等粮、人等粮、钱等
粮。同时，该县严厉打击涉粮违法违
规行为，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保
护好种粮农民和粮食经营者的合法权
益，让农民卖“舒心粮”“明白粮”

“放心粮”。
（通讯员 叶玲玲 胡治进）

秋粮好收成变成好收益

本报讯 太湖县持续在推广
以工代赈方式上下功夫、出实招，
江塘乡“田园大塘”生态农业旅游
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取得
良好成效，不仅促进乡村旅游发
展，还让村民们在家门口赚到了真
金白银。

走进田园大塘，只见山水相
依、繁花似锦，丛林穿越、彩虹滑
道、丛林魔网等丰富有趣的游乐设
施布满整个景区。“田园大塘”综合
体是该县招商引资的生态旅游项
目，以打造融农业观光、田园度假、
生态游憩、户外运动功能为一体
的度假旅游目的地，总投资 1.5 亿
元。为推进项目建设，江塘乡争取
了田园大塘基础设施配套的“以
工代赈”项目，项目总投资423万
元，包括交通道路、登山步道、休闲
步道，以及排水、灌溉等基础设施
建设，今年2月份开工，7月份已结
束全部工程。

该项目采用“能用人工的尽量
不用机械、能用当地群众的尽量
不用专业队伍”的原则，紧抓群众
务工组织、劳务报酬发放、就业技
能培训等关键任务环节。通过项
目实施带动就近务工 117人，实际
发放劳务报酬 132 万元，其中，易
地扶贫搬迁人员 6 人，发放劳务
报酬 6.76 万元，开展技能培训 2
次，培训159人次。“整个项目一方
面给景区配套提升了便利性，给
当地老百姓的出行带来了极大便
利。另外，整个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还为当地劳工进行了各种各
样的培训，也给当地的脱贫户、移
民户以及留守妇女、老人，在家门

口提供了工作岗位，得到了当地老
百姓的充分肯定和认可。”田园大
塘生态农业旅游项目负责人宋柳
林说道。

“在以工代赈项目实施以来，
不仅让我有了固定的收入，每个月
有4000多元钱的收入，还可以就近
照顾老母亲，通过以工代赈技能的
培训，我们还获得了一技之长，希
望这个项目以后能够多多实施。”
村民朋礼彬高兴地说道。

“田园大塘”以工代赈项目，
是“以工代赈”自建模式的重要探
索与创新，由大塘村村委召开两
委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对项目
实施方式进行讨论，并以自建模
式成立项目建设理事会，积极组
织项目区周边农村劳动力，特别
是脱贫人口、易返贫致贫监测对
象及其他低收入人口参与工程建
设。同时，该项目采用“产业发展
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劳务报酬发
放+就业技能培训+资产折股量化
分红”模式建设，增加了村集体经
济收入，又带动全村及周边产业
发展，真正让田园大塘的美丽景
观变成“美丽经济”。

“通过实施田园大塘基础设施
以工代赈示范项目，有效激发了本
地群众自主参与发展的内生动力，
江塘乡在人居环境整治、移民及农
林水等民生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
赈示范模式实施，努力推动以工代
赈让村民增收、村级集体经济增
长、基础设施提升及社会资本参与
的乡村振兴‘多频共振’”江塘乡党
委委员、武装部长卢启荣说。

（通讯员 黄德丰 王璇）

以工代赈惠民生

本报讯 金秋时节是水利工
程建设的“黄金期”。近日，在太
湖县长河干流水环境整治工程施
工3标——3#拦河堰工程现场，施
工单位正抢抓晴好天气，保安
全、抓质量，高质高效推进水利
工程项目施工建设。

施工现场一片机声轰隆，工人
们忙碌于各种机械和材料之间，焊
接、砌砖、搭建护栏，精心打造着每
一个细节。二期施工现场，冲击钻
依次排开在河床钻孔，工程车来回
穿梭，边上的挖掘机在平整土地，
为后续施工做好准备，建设现场繁
忙而有序。项目负责人介绍，现场
施工作业人员30人左右，投入大小
机械十几台套。

“3#拦河堰工程从去年8月份
开工，到目前为止已完成工程量
的70%。目前正在施工的是二期
上游截渗墙、下游的抗渗板桩和
浅孔坝基础开挖，预计春节前完

成所有主体工程。”该工程项目部
副经理叶善峰介绍道。

该工程属地方专项债投资
重点项目，位于新仓镇沙坝村境
内，主要建设内容为由深孔调节
闸和浅孔蓄水坝组成的拦河堰
及左右岸引水渠。该 工 程 概 算
投 资 1.05 亿 元，计划工期 638
天，预计2024年汛期前完工并投
入使用。

“3#拦河堰工程设计防洪标准
为20年一遇，项目建成后，有利
于河势和岸坡稳定，保护堤防和
建筑物安全，修复水生态，具有
防洪、灌溉、水环境和水生态改
善等综合效益，尤为重要的是
解决了花园圩、新仓圩近 3 万亩
农田的灌溉用水问题，为粮食
稳产高产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该工程建设管理处现场负责人李
文林说。

（通讯员 尹茗）

水利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金秋时节，俯瞰太湖广袤沃野，

满眼尽是金黄，成片的稻田，在阳光
的照耀下闪烁着金光，沉甸甸的稻穗
压弯了稻杆，随着微风摇曳，掀起层
层金黄色的稻浪。一台台奔跑在稻田
的收割机奏响了劳动的幸福赞歌，吐
出饱满的谷粒，为辛勤耕耘者绽放出
淳朴的笑脸，和着那金色的原野，构
成了一幅色彩明快的“丰”景画卷。

通讯员 刘辉

沃野金黄

丰收忙

本报讯 太湖县多措并举，加
强宣传引导，提升参保群众对医保
缴费及医保报销政策的知晓率，切
实做好2024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
保筹资工作，确保群众“应参尽参、
应享尽享”。

太湖县医保部门创新筹资政
策宣传载体，采取抖音、动漫、群众
自录小视频等方式宣传线上缴费
流程，同时继续发挥自媒体宣传方
便快捷、辐射人群广等特点，多维
度发布宣传，真正实现了传统媒体
与新媒体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
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方
式，充分调动群众参保积极性，确
保城乡居民医保政策家喻户晓、深
入人心。参保群众由过去“要我参
保”转变为“我要参保”。

2024年参保缴费标准、支助政
策及缴费时间较过去均有较大变
化，给参保缴费工作带来一定难
度。该县充分发挥驻村工作队、村
（居）单元长、网格长等基层网格化
力量，借助教育部门班级群、家长
群及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等工作微
信群、QQ群强化参保缴费宣传。针
对农村参保群众“一老一小”、获

取信息渠道相对单一、闭塞的特
点，该县医保部门加大走村入户
宣传力度，采取基层村干点对
点、面对面的宣传方式，同时邀
请部分政策受惠群众现身说法，
让群众通过身边实例充分了解参
保好处，带动群众全员参保，实
现“应保尽保”。

太湖县在参保缴费及报销政
策宣传中，一线医保业务人员积
极主动把参保的意义讲透，帮群
众算好风险账、健康账、经济
账，让广大居民消除疑虑、主动
参保；把缴费的标准讲透，讲清
医保对特殊群体资助政策及个人
筹资标准上涨原因等，虽然个人缴
费标准在提高，但是财政补助也在
提高，财政补助增长的幅度远远大
于个人自缴部分的增长；把报销的
政策讲透，虽然个人缴费在上涨，
但是医保待遇也在连年提高，在住
院报销比例、门诊慢特病以及纳入
报销的疾病种类、药品种类和报销
比例等方面均有大幅度提高，让
广大群众知晓参保后能够获得的
权益，积极踊跃参保。

（通讯员 刘辉 汪朝晖）

宣传引导广大群众应保尽保

本报讯 10月17日，国家工信部
公布了2023年度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名单，全国共有100个产业集
群成功获批，太湖县功能膜新材料产
业集群榜上有名，既是全省6个入选
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之一，
也是安庆市首个入选国家级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的县区。这也标志着太
湖县十多年来坚持着力打造“中国膜
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太湖县功能膜新材料产业集群
发展始于 2009 年，自首家功能膜企
业金张科技落户太湖，经过十余年
不断发展壮大，一跃成为“无中生
有”的新兴产业。十年“膜”一剑，功
能膜产业先后获批全省重大新兴产

业工程、全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基
地）、全省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省级首批科技成果产业化基地，“膜
都产业小镇”入选省级特色小镇创
建名单。集群位于太湖县经济开发
区，是安徽首批省级经济开发区之
一,区内拥有企业 200 余家，其中功
能膜新材料产业集群内企业 86 家，
占比达43%。

该集群重点研发生产光学膜、
柔性 PI 膜、偏光片 PVA 膜、特种光
学 聚 酯 膜（PET）及 OCA 光 学 胶 等
功 能 膜 新 材 料 产 品 ，为 国 内 外 光
电显示和 PCB/FPC 等电子信息行业
关 键 材 料 及 工 艺 提 供 配 套 ，产 品
性 能 、规 格 已 经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在补齐显示产业发展短板、功
能膜基础材料国产替代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

一直以来，太湖县大力实施“工
业强县”战略，全力推进功能膜新
材料产业集群发展，成立了由县政
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链长的功能膜
新材料产业链工作专班，按照产业
链图谱招大引强，健全完善要素保
障机制，积极打造工业转型升级先
行区。集群综合实力逐步增强，产
业 链 逐 步 延 伸 ，企 业 门 类 逐 步 齐
全，数字化、智能化程度逐步提高。
集 群 主 导 产 业 产 值 年 均 增 速 达
37.14%，集群拥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7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

25 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27 家。此外
还拥有上市企业 2 家、高新技术企
业 41 家、省级创新平台 14 个、全省
百家优秀民营企业 2 家、省数字化
车间 7 个等。

未来 ， 该 集 群 将 围 绕 主 导 产
业、创新能力、数字化升级、绿色
低碳转型、开放合作、治理和服务
能力等方面发展目标，持续开展产
业链强链扩链延链行动，不断壮大
集群总量，稳步提升产业竞争力，
促进产业集群绿色、高效发展，高
质量建设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着力打造全国知名的功能膜
新材料产业基地。

（通讯员 刘辉 李叶生）

“中国膜都”新添国字号光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