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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桐城市禁捕办执法人员
在长江鲟鱼段上船清查非法渔具，拉开

“打击长江刀鲚非法捕捞”专项执法行
动序幕。在长江刀鱼、鲚鱼洄游繁殖之
际，桐城市相关部门加大禁渔禁捕力
度，从源头上斩断野生江鲜“捕运销”产
业链，全力维护水域生态安全。

通讯员 姜再胜 吴杰 摄

禁捕执法

守护长江

本报讯 “这个营业执照和食品经
营许可证能同时办下来，真是解了我的
燃眉之急，让我顺利拿到了贷款。”近
日，桐城市龙眠大田园家常菜的经营者
王青终于如愿以偿。

王青在桐城市区开饭店已有10来
年，生意一直不错，今年春节后选了一
处更大的门面，准备扩大经营，可是到
银行办理小微企业贷款时，遇到了麻烦
事：银行把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作为抵押品，才能发放贷款，而暂时还
在装修的新门店，按照以往惯例，根本
申请不到食品经营许可证。

桐城市市场监管局龙眠市场监管
所得知王青“苦恼”后，主动上门，对接
解难。该所工作人员获悉王青有丰富
的餐饮从业经验、多年的监管记录也显
示该企业管理规范，在对新店面操作间
的施工图进行书面审核后，决定试行

“证照联批”“先发证后检查”，让王青提
前拿证，助力她的新饭店早日开业。

该所这一举措，为桐城“证照联办”
首开先河。桐城市市场监管局以企业
和群众需求为导向，随即出台《“证照联
办一日结”改革试点实施方案》，将此项
改革的适用范围暂定为餐饮单位、流通

环节食品经营许可和小作坊登记以及
小餐饮、小摊贩备案，整合联办事项申
报材料、申请表格、办事指南，将审批环
节归并优化，做到营业执照、许可证“同
步受理、同步出证”，改变了以往“分头
受理、分步审批”办理模式，真正实现了

“两个环节联办”“准入即准营”。该项
改革举措最大限度整合了行政审批资
源、精简了行政审批流程和申请材料，
有效缓解了企业和群众证照办理跑路
多、耗时长的问题，审批时间压减50%
以上，为市场主体送上了改革红利，切
实增强了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目前，

桐城市市场监管局已为 6 家餐饮企业
提供了“证照联办”服务，受到市场主体
的一致好评。

下一步，桐城将按照“试点先行+总
结提炼+复制推广”的原则，在制度完
备、系统支撑、业务协同等条件成熟后，
把此项改革逐步拓展到其他行政部门涉
及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和备案事项，推进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实现营业执照和相
关许可“一次申请、并联审批、同步领取”，
实现证照“一设全设、一变全变、一销全
销”，最大限度便民惠企，推动营商环境再
提优。 （通讯员 齐传俊 陈流）

立足企业需求办实事

证照联办增便利 一次办好更高效

本报讯 3月 11日，桐城市文
昌街道官桥村大河地一派热火朝天
的繁忙景象，该街道组织60余名机
关党员干部在此参加义务植树，以
实际行动掀起全街道植树造林热潮。

“坑尽量挖深一点，苗子放正
点，土尽量填高一点。不仅要栽
下，更要让它存活。”义务植树现
场，在街道林业技术人员指导下，
党员干群、志愿者们通力协作，有
的扶苗栽植、有的挥锹铲土，一株
株嫩绿的油茶树苗迎风而立。经过
一下午的劳作，300多株油茶苗整整
齐齐栽种在地里，在明媚的春光中
身姿挺拔、生机盎然。

“油茶是长效经济树种，生长

期短，4至5年就会进入挂果期，预
计每亩年收入可达2000余元，盛果
期会产生更可观的经济效益，为群众
增收‘开路’，为乡村产业振兴‘加
油’。”该街道林业技术人员说道。

近年来，文昌街道深入践行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种好
“摇钱树”，打好“生态牌”，在已创
建4个省级森林村庄、2个省级林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安庆市林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的基础上，今年正在
争创国家级森林城镇，打造绿色发
展“升级版”，让绿水青山产生巨
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努力实现生态美、产业兴、百
姓富的有机统一。（通讯员 汪华）

文昌街道：

种“生态摇钱树”造“环境聚宝盆”

本报讯 3月12日，笔者从桐城
市质量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获悉，第六
届桐城市人民政府质量奖评选结果
已揭晓，安徽省华日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建材桐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
司、安徽米兰士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荣获第六届桐城市人民政府质量奖，
安徽金亿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中弘鑫源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桐城老酒酿造有限公司荣获第六
届桐城市人民政府质量奖提名奖。

桐城市人民政府质量奖2013年
开始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每个质
量奖获得者可获奖金 10 万元，每个
质量奖提名奖获得者可获奖金 5 万

元。该奖项是桐城市质量管理领域
的最高荣誉，授予实施卓越绩效管
理、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为全市质量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组
织。目前，桐城市已有 13 家组织获
市人民政府质量奖、13家组织获市人
民政府质量奖提名奖。

目前，桐城市以政府质量奖为
“媒”，催生了一批质量管理先进、产
品技术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知名
度大的“专精特新”企业和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桐城品牌。桐城因此成功
获称“安徽省质量强县（市、区）”，中
国驰名商标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通讯员 齐传俊 汪永）

桐城市：

以奖为媒培养“专精特新”企业

本报讯 “银鳞鲤鲫戏禾花，金灿
穗珠舞彩霞”“鱼嬉稻曳炊烟渺，尤恋
江南美味遐”……古代诗人描摹的稻
渔综合种养妙趣，现已在桐城乡村变
成兴业富民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桐城市深入践行绿色发
展理念，充分利用稻田和渔业资源禀
赋，推广“稻渔综合种养”生态循环农
业模式，在“联”上发力，在“增”上用
功，初步实现农渔互促双赢、富锌产业
品牌建强扮靓。目前，全市发展稻渔
综合种养 14.5 万亩，2023 年锌米总产

量约 2.1 万吨、水产品总产量约 7200
吨；稻渔综合种养示范田亩均产值达
7150元，同比增长60%。

联农增收。桐城多次举办稻渔综
合种养培训班，推广稻虾、稻鳖、稻鳝等
农田综合种养模式。2023年，全市新增
种养大户268家，带动种养、销售、餐饮、
特色农产品出口等产业就业 1580 人；
稻渔综合种养项目所在村通过土地流
转和村集体水面入股方式，村级集体共
增收650万元，带动270多户脱贫户及
低收入人群户均年增收3800元。

联智增技。桐城引导经营主体与
安徽农业大学、省农业科学院等高校
院所开展产学研用合作，推动“稻虾
连作转型升级技术和繁养分离一稻
两虾模式技术”等先进生产技术快速
落地。桐城现已建成 5 个千亩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基地、8 个 500 亩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基地；“金神小龙虾”完
成商标注册，“桐城富锌小龙虾”获

“一县一品”优质水产品奖项，金谷源
家庭农场“横山练水”牌有机稻鳖米
在第六届中国（合肥）国际现代渔业

暨渔业科技博览会上摘得金奖。
联企增效。桐城市双港镇成立省

内首家乡镇级渔业协会，采用“龙头
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发展模
式，鼓励会员分工合作，构建集研发、
加工、仓储、展销、物流于一体的特色
水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桐城水产大
镇的品牌建设成果丰硕，2023 年，双
港镇被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评为

“中国富锌小龙虾之乡”，金神镇获
批创建“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通讯员 陈芳 程琦）

桐城：

“稻渔综合种养”促农“钱粮双收”

本 报 讯 近 来 ，桐 城 市 范 岗
镇石井铺村紧盯关键时期、落实
关键举措，组织党员志愿者和群
众疏渠清淤，保障灌溉用水畅流
田间地头。

“去年及时清理水渠，灌溉用水
保障足，粮食生产才丰收。目前，我
们村正抓紧疏通渠道，保障春耕生
产用水，力争今年能有好收成。”石
井铺村党总支书记李义青在疏渠清
淤现场说道。

农田水利直接关系到农业发展、

粮食安全、农民增收。鉴于牯牛背水
库东干渠石龙支渠柏屋段淤泥沉积，
严重影响村里农田灌溉。石井铺村
正组织干群全力疏渠清淤，确保引水
通畅，为农田春灌做足准备。目前，
该村已出动人力 60 余人次，对牯牛
背水库东干渠石龙支渠进行了清理，
打通了灌区的“毛细血管”，保障了开
闸输水畅通，惠及 11 个村民组、426
户农户，保灌覆盖1200余亩农田，为
保灌溉、促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讯员 张磊）

范岗镇：

疏渠清淤保春灌

“自从刘行长来了，全村上下可
以说是‘翻新了个遍’！”双龙村党总
支书记束礼文忍不住感叹：“山上有
国储林项目，田里有高标准农田项
目，闲置土地充分盘活了。”

束礼文夸赞的“刘行长”，便是
现年 66 岁的原池州农业发展银行行
长、现任桐城市吕亭镇双龙村乡村振
兴指导员的刘小平。

时间回溯至2022年1月，换届后
履职的双龙村村两委班子有志气、有
干劲，却苦于找不到进位赶超、强村
富民的突破口。双龙村求变图强之
际，懂政策、知农村、有实践经验的
刘小平回乡驻村了。

“我来，就是要因地制宜谋项目、
想方设法促共富！”一到任，刘小平便
开始马不停蹄走访调研，在熟悉村
情、摸清民意中探索强村富民之策。

双龙村有家石料厂，该厂的废弃
下脚料——夹石灰占地大、处理难，
外运费用高且易产生粉尘，是影响村
民生活环境的“闹心事”，也是制约
企业降本增效的“烦心事”。得知这

一情况，刘小平朝思暮想：“能不能
用夹石灰制砖，变废为宝？”

思路既定，说干就干。刘小平迅
速带领村两委成员外出考察、调研市
场，论证了上马透水砖生产项目的优
势与前景。然而，“家底”很薄的双
龙 村 要 把 “ 施 工 图 ” 变 为 “ 实 景
图”，面临的是缺钱少地无厂房的窘
境。为此，刘小平及时对接有关部
门，为双龙村争取到乡村振兴衔接资
金 300 万元，购置设备，组织整修了
村内3 处长期闲置的废旧厂房，盘活
4098平方米集体建设用地，保障了项
目落地生根。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2023 年 2
月，双龙村村办集体企业、专事透水
砖产销的桐城市宏特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终于正式投产。得益于刘小平的牵
线搭桥，透水砖厂产销两旺，当年总
产值达 225 万元，村集体实现资产收
益超 18 万元，村民分红 10 万元，并
为包括 2 名脱贫户在内的 7 人提供了
就业岗位。

村办企业的“带富能力”日益凸

现，但刘小平仍不满足，又接连定良
策、打硬仗：引进桐城市金地建材有
限公司并牵头双龙村入股该企业，每
年可获分红 40 万元；申报 3200 亩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推动“粮田”变

“良田”，为双龙村亩均土地流转金带
来100多元的田租涨幅……

兴业有方，生财有道，双龙村共
富之路日益开阔，村集体经济收入从
2021年的30余万元，连续迈过100万
元、150 万元两道大关，2023 年增至
156万元，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

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劳心劳
力，这是刘小平驻村三年的工作日
常。尽管任前被告知“不必每日奔
劳”，但刘小平认为：“既然我在这个
岗位，就要多到现场、多办实事！”

双龙村村民都昌富深有感触：
“多亏了刘行长！不然还不知道项目
啥时能落地。”原来，都昌富计划在
村里投资发展木耳种植产业，但苦于
用地指标紧张，一直未能如愿。得知
都昌富的诉求后，刘小平一趟趟地对
接沟通国土部门，成功流转了村里闲

置土地资源 100 亩。现如今，赶着春
天的脚步，都昌富的木耳种植基地项
目一期工程已顺利完工，将成为带动
周边村民就业增收的又一强劲引擎。

这样的故事举不胜举。在刘小平
的示范、带动、指导下，双龙村两委
的组织力、凝聚力、战斗力全面提
升，通过推深做实“新时代六尺巷工
作法”，已化解群众急难愁盼 37 件；
探索并运行的双龙村“议事小圆桌”
露天议事机制，推动了民主协商“办
大事、办成事”。随着群众心齐了、
气顺了，党群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双龙村乡村治理迈向新台阶、展现
新活力。

岁月更迭间，刘小平以事不避
难、义不避责的担当，助力双龙村实
现破局进位的精彩蝶变。奋进征程
上，始终不变的，则是刘小平那深厚
的为民情怀与故土情结：“即使任期结
束，我也会继续关心关注双龙村发
展，需要我时，义不容辞，因为这里
是我的家乡！”

通讯员 潘皓月

乡村振兴指导员刘小平：

扎根山乡 逐梦田野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孔城镇砂
岗村抓住春季造林的黄金时节，组织
干群、承包大户扩种油茶，推进油茶
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

“添绿增金”。
在砂岗村林地承包大户胡永其

的油茶种植基地里，工人们在林业技
术人员的指导下，抢抓农时种油茶。
平整后的坡地上，工人们规范操作，
将一株株油茶苗栽进行列整齐的树
坑。胡永其说：“油茶种植收益高，政
府还发放补贴，村民种植油茶的积极
性更高了！今年，我计划扩种400亩
油茶。”

砂岗村现有油茶林 1100 余亩，
分别由桐城市金芬油茶种植专业合作

社等3家市场主体承包山场经营，当
地村民每年准时收到山场租金，增加
了村民收入。集中连片的油茶林，迎
着明媚的春光，传递着乡村产业振兴
的脉动。该村党总支书记陈香付满脸
喜悦地感叹：“每年十月的油茶果采
收季，村里无闲人；油茶果榨出来的
油，真是香飘十里。种油茶，承包大
户和村民都有不错的收益。”据了解，
承包大户每年支付给村民的山场租金
超10万元，40多户村民从中收益。

“下一步，砂岗村将利用好特
色资源，把资源优势变成发展优
势，带领群众做精土特产文章，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陈香付说道。

（通讯员 张燕 吴春富）

孔城镇：

油茶种植 添绿增金

本报讯 近年来，桐城市大
关镇围绕高品质民生建设，以群
众需求为导向，统筹办好社会救
助、人居优化、就业服务等惠民
实事，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满意度。

大关镇巩固完善社会救助体
系，建立“主动发现、及时救助、
应救尽救”的救助机制，做到早发
现、早救助；开辟“救助绿色通
道”，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工作质
效，打通临时救助“高速路”。2023
年，该镇依法依规发放各类救助资
金近1210万元。

大关镇全域推行“高摆经验”，
按照以点带面、串点成线的总体思

路，着力打造206国道人居环境示
范带；选择20个自然村庄，定期开
展互比互评，通过划设网格明责
任、重要点位常提醒、重点问题常
督促等方式，带动群众自觉参与人
居环境整治，全面提升乡村风貌，
共创“乡村美”。

该镇线上线下齐发力，精准推
进就业帮扶工作，常态入户入企走
访，双向贯通岗位供需对接；通过

“一封信”“春风卡”等载体宣传人
才政策、就业政策，并组织本地求
职人员参加“产才融合”线上招
聘、“春风行动”等多场线下招聘
活动，成功帮助32名返乡人员就地
就近就业。 （通讯员 张衡）

大关镇：

聚焦民生“关键事” 增强群众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