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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3月27日上午，在望江县鸦滩镇
香茗村的木耳基地内，十几位村民正
采摘木耳。

2023年，香茗村种植的20万棒
木耳年产值已达120万元，这让香茗
村的村集体经济从2022年的74万元
增长到187万元。

数字令人振奋，但成功并不容
易。用香茗村党总支书记何忠明的话
说：“这是一条义无反顾的发展路。”

三年前，这片土地上种的是香
菇，由外地商人租地运营。2021年，
因难有效益，外地商人放弃经营，10
余亩土地面临荒废。如果由村集体

自己种，可种什么？怎么种？难题接
踵而至。

种植香菇的设备、流程都较完
备，但前期面临的销售问题不解决，
再走老路显然还是一条“死胡同”。

“那就变！大不了从头开始。”
2022年，通过市场调研，香茗村选择
了木耳种植，并由村“两委”党员带头
干，开展试种。

木耳和香菇的生长环境、生长周
期以及生长方式都不同，风扇、冷风
机、喷淋设备都需要更换，资金从哪
里来？之前的种植经验也派不上用
场了，种植技术又从哪里来？

村“两委”多次商议，决定采用
“村集体与农户合作，共同投资入股”
的模式，通过党员带头垫钱的方式，
先解决资金难题。当时还是民兵营
长的何忠明就是其中一员，为产业发
展垫付了8万元资金。同时，有着20
年木耳种植经验的村民何犬根回了
村，他能提供技术支持，还能为村民
提供手把手教学。

2022年，香茗村重新出发，全村
上下齐心协力，成功利用 10亩地种
了8万棒木耳，实现了产值53万元，
并带动20位村民务工，发放工资19
万元。看到种植木耳的可行性后，香
茗村在2023年果断将种植规模提升
至35亩、20万棒。

从制棒、灭菌、结种，到发菌、下
田，“木耳种植一条龙，村里起码有十
几位村民可以独立挑大梁。”何忠明

对生产全过程和村民的技术水平充
满信心。但他也深知，一成不变就无
法获得长足发展，必须学习运用新的
生产技术，种田也要科技感。

2023 年，自动化制棒设备被引
进基地，10余位村民通过学习掌握了
使用方法，让“买棒”成为“过去式”。
新建成的17座发菌棚实现了控温控
湿，村民们再也不用为突发天气而发
愁，发菌质量也得到了提升。当年，
木耳基地年产值破百万，发放工资
40余万元。

今年，机械化结种也已提上日
程。调研、对比、学习，村民们热情

“拥抱”新技术。目前，灭菌房即将动
工建设。建成后，香茗村木耳基地将
彻底告别老旧的“帆布灭菌”，灭菌效
果将得到质的提升。
全媒体记者 管炜 通讯员 方明

科学种木耳 绘就好“钱景”

本报讯 室内有健身房，室外有
篮球场，家门口就是健身设施……
在潜山市黄铺镇黄铺村，“15分钟健
身圈”全覆盖，村民们健身实现不

“出圈”。
3月30日下午，黄铺村党群服

务中心前的篮球场上热闹非凡，一
群年轻人在球场上挥洒汗水，运
球、防守、投篮，场上不时响起欢
呼和喝彩声。

“球场离家近，骑车几分钟就到
了。一到周末，我们就过来打球，再
不用跑远路打球了！”黄铺中心小学

六年级学生徐翔宇球打累了，坐在球
场两侧的层看台上休息时说道。

近年来，为了满足村民们日益
增长的健身需求，这座2018年投入
使用的篮球场不断“升级”改造，
从塑胶场地到灯光篮球场，再到新
增支持290余个座位的看台，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篮球场还全年对村
民开放，不仅篮球爱好者们打球有
了好去处，村里举办篮球比赛也更
方便了。

太极轮、扭腰器、漫步机……
球场外的空地上，配备了15座户外

健身器材，还有孩子们最爱玩的滑
滑梯和跷跷板，一到下午和晚上，
村里的老人们就带娃聚集在这里，
边聊着家长边锻炼身体，孩子也玩
得不亦乐乎。类似的户外健身点，
全村共设有14处。

在该村党群服务中心一楼，一个
小型的健身房深受居民们欢迎，除了
有跑步机、力量训练器等训练器械之
外，二楼还建有乒乓球室。即便刮风
下雨，村民锻炼也不用发愁。

“体育设施逐渐完善，全民健身
理念深入人心，不用号召，村里男女

老少都自发动起来，运动氛围浓厚。”
黄铺村党委副书记聂达强说道。作
为“全国文明村镇”“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村”，黄铺村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
施投入力度，着力打造“15分钟健身
圈”，积极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广
泛开展，改善了村里的健身环境，练
出了村民的健康生活。

“村里健身点从少到多，健身设施
愈加齐全，大家在闲暇时间可锻炼活
动身体，获得感、幸福感满满。”常年活
跃在村健身房的村民李先胜说。
（全媒体记者 程呈 通讯员 金若冰）

健身器材处处有 快乐健身“不出圈”

本报讯 4月 1日上午，菱湖风景区
牡丹园内，各色牡丹竞相开放，姹紫嫣
红。漫步在花丛中，花香弥漫，沁人心
脾，吸引了不少游客打卡拍照。

记者现场看到，前来观赏牡丹花的
游客络绎不绝，大多是朋友或家庭结伴
而来。不少游客跑前跑后，寻找最佳拍
照点，生怕错过最美的拍照画面。

牡丹园始建于1992年，原面积3000
平方米，原有 20 多个品种 600 余株牡
丹。于2017年扩建，现有面积2万平方
米，38个展台，50多个品种，有二乔、
香玉、凤丹等九大色系2万余株牡丹。

据菱湖公园主任石庆忠介绍，今年
牡丹园开园时间是3月30日，开放时间
是上午7：30-18：00，下午 17：30停止
入园，节假日期间每天游园人数达到上
千人次，平时每天游园人数达到五六百
人次，如果不下雨，牡丹花期在15-25天
左右。为了保障游园秩序和卫生环境，
园内每天配备了七八名巡逻人员。

菱湖风景区提醒，游客在参观游
览时，要遵守游园秩序，文明游园，服
从园区工作人员管理。严禁乱扔垃圾、
随地吐痰、上台拍照、摘花折枝、践踏
草坪、攀爬假山，乱扔果皮纸屑等不文
明行为。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牡丹园开园，2万余株繁花正盛

本报讯 记者3月 26日从市农
业农村局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
了2023年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行动效果突出县（市）名单，我市潜
山入选。

保安全、提品质。近几年我市全
面加强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紧紧围
绕绿色畜牧业发展总要求，以兽用抗
菌药综合治理为重点，实行一场一
策、做好培训指导，推广兽药追溯系
统应用，取得明显成效。截至2023年
底，我市共建成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市级达标场211家；市本级及太湖、

怀宁两县被评为全省先进；张小毛食
品公司、东江禽业公司、新天圣农业
公司被授予“全国达标养殖场”。

近年来，潜山深入开展兽用抗菌
药使用减量化行动，通过财政奖励、
一场一策、一对一帮扶等措施，扎实
做好兽药产品追溯管理，使得兽用抗
菌药使用量显著下降。2023年该市
畜禽及畜禽产品兽药残留检测合格
率达100%，建成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
化市级达标场22家，一家企业荣获

“全国达标养殖场”称号。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

我市一地荣获全国突出县荣誉称号

本报讯 4 月 2 日凌晨 2 时起，
我市迎来强降雨。记者从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截至 2 日 8
时，全市171个雨量监测站降水超过
25毫米，72个超过50毫米，主要集
中在中南部地区，最大在宿松高
岭，为90.2毫米，最大小时雨强在5
时至6时的安庆大观石化一中，为
47毫米。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
任、市应急局副局长洪慎东介绍，截
至2日上午10时，全市本轮降水主要
集中在圩湖区，而非山区，所以造成

的次生灾害相对有限，但安庆城区出
现了个别积水点，城市排水部门已全
力以赴进行了抢排。

截至当天上午11时30分记者发
稿时止，全市降水已减弱。市气象部
门预测，2日白天到夜里全市仍有较
强降水，部分地区有暴雨。市防汛抗
旱指挥部要求，各地要密切关注本轮
强降雨，尤其要高度关注强降雨可能
导致的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
次生灾害。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
员 刘亚魁）

72个雨量监测站降水超过50毫米

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

本报讯 记者从市邮政管理局
获悉，前2月，我市邮政行业寄递业务
量 完 成 7463.90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34.88% 。 其 中 ，快 递 业 务 量 完 成
6556.29万件，同比增长40.93%。

1-2 月，快递同城业务量完成
420.96万件，同比增长21.85%；异地业
务量完成 6126.94 万件，同比增长
42.28%；国际及港澳台业务量完成
8.39万件，同比增长1413.26%。

1-2月，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
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5.09
亿元，同比增长6.03%。其中，快递业务
收入完成2.71亿元，同比增长24.69%。

受春节假期因素影响，今年2月
份邮政行业同比增速下降。2月份，
我 市 邮 政 行 业 寄 递 业 务 量 完 成
2559.07 万件，同比下降 11.48%。其
中，快递业务量完成2158.23万件，同
比下降 13.14%。快递业务收入完成
0.97亿元，同比下降12.44%。

1-2月，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
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部快递业务量
的6.42%、93.45%和 0.13%；业务收入
分 别 占 全 部 快 递 收 入 的 6.39% 、
68.75%和1.75%（其他23.11%）。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通讯
员 马丹丹）

1-2月我市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0.93%

本报讯 4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
安庆市税务局在岳西县举办第33个
全国税收宣传月启动仪式暨“服务制
造名城 优化营商环境”主题论坛，
来自汽车、化工新材料等全市制造业
龙头企业的15家负责人受邀参加活
动，与税务、经信、发改委等部门专业
骨干共聚一堂，互相交流讨论、积极
建言献策、共话发展未来。

在主题论坛中，企业代表结合自
身企业经营发展现状，对如何推动产
业链延伸、打造产业集群等方面建言
献策，围绕“设备以旧换新税务处理”

“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等方
面提出相关涉税疑问和建议。当企
业代表问及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等税费优惠政策时，税务干部围绕政
策解读、享受范围、应用场景等方面

耐心讲解，确保企业代表应知尽知。
“大家围席而坐，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里了解了更多的税收知识，后续
税务部门还将‘一对一’解决企业的
涉税难题，我们的发展信心更足了。”
安徽安科余良卿药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严新文赞叹道。

每年 4 月份为“全国税收宣传
月”。期间，全市税务系统将紧扣“税
助发展 向新而进”主题精心开展丰
富多彩的活动，进乡村、社区、企业等
地，广泛宣传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
多元化开展税费政策解读辅导，阐释
政策落地实效，将税费优惠的“春雨”
精准洒向宜城的每个角落，为加快发
展制造业、建设制造名城营造更加优
质的税收营商环境。
（见习记者 杨浔 通讯员 程瑛婷）

税企主题论坛助力建设制造名城

“‘一对一’解决难题，我们信心更足了”

游人正在牡丹园内拍照留影。 全媒体记者 徐志远 摄

3月30日，怀宁县石牌镇普济村村民在“智慧大棚”内除草施肥。普济村投
资480万元建成25亩“智慧大棚”，发展蔬菜产业，种植小番茄、辣椒、茄子、圣女
果等品种，年产值达150万元，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同时带动本地
100余人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通讯员 檀志扬 潘庆谊 摄

（上接第一版）“营商环境观察员”制
度在全省率先建立，组建起90名以市
场主体为代表的观察员队伍和60人的
营商环境体验官队伍，营商环境观察
员走进市直部门，对安庆营商环境进
行全流程接触、全过程体验、全方位
评价……安庆正在千方百计塑造更优

更好的模样。
是要努力开垦发展沃土，以更大

的平台去托举他们——
这一年，安庆已是连续三年入选

中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新能源
汽车、锂电池、太阳能光伏“新三
样”产业体系不断健全；汽车全产

业链企业营收、化工及新材料产业
产值双双突破千亿，安庆经开区工
业产值破千亿；安庆还成功跻身中
国外贸百强城市第 36 位，入选国家
现代流通战略支点城市，综合保税
区实现进出口额 227.7 亿元，全市跨
境电商实现交易额 30 亿元、增长

21%，进出口增速连续 20 个月保持
在30%以上……安庆正在拼尽全力搭
建更大更好舞台。

何以迎归人？
安庆正倾城以待，不负这深情奔

赴，不负这春风炽热。
全媒体记者 江露露

（上接第一版）作为向金融机构集中提
供公共信用信息服务的“唯一出口”。
二是加强地方平台整合和统一管理。
对功能重复或运行低效的地方融资信
用服务平台进行整合，原则上一个省份
只保留一个省级平台，市县设立的平台
不超过一个。三是加强对地方平台建
设的指导。统一地方融资信用服务平
台接入全国一体化平台网络的标准，促
进地方平台规范健康发展。

《实施方案》明确，要优化信息归集
共享机制。一是明确信用信息归集共
享范围。将企业主要人员信息、各类资
质信息、进出口信息等纳入信用信息归
集共享清单。充分发挥地方融资信用
服务平台作用，依法依规加大清单外信
用信息归集共享力度。二是提升信用
信息共享质效。对已在国家有关部门
实现集中管理的信用信息，要加大“总
对总”共享力度。加强数据质量协同治

理，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
《实施方案》指出，要深化信用数据

开发利用。一是完善信息查询服务。
各级融资信用服务平台要按照公益性
原则依法依规向金融机构提供信息推
送、信息查询、信用报告查询等服
务。二是开展联合建模应用。支持建
立信用信息归集加工联合实验室。三
是开发信用融资产品。因地制宜开展

“信易贷”专项产品试点，金融机构推

出细分领域金融产品和服务。四是拓
展提升平台服务功能。推动各项金融
便民惠企政策通过平台直达中小微企
业等经营主体。五是发展信用服务市
场。制定信用信息平台的授权运营条
件和标准。

《实施方案》强调，要加强信息安
全保障和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强化政
策支持保障，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
利水平。

统筹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建设 提升中小微企业融资便利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