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洲乡，作为长江中间的冲击洲，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却也被水所困。近年来，该乡全力激发

“水动能”，做足“水文章”，积极采取河套清淤护砌、沟渠修复、抗旱站升级改造和水系联通等举措，

不断完善水利设施，确保“有水无患、以水利民”，增进民生福祉，厚植发展新优势。

春日新洲，麦苗青青菜花黄，田野
阡陌暖风香。种植大户斯方来站在田
野间，欣赏着眼前的盛景，心情愉悦，

“今年我们新修了水渠，再不怕干旱，
稳产应该问题不大。”新洲是沙壤土，
不保水，逢上干旱，就得引水灌溉。

为保障全乡农业灌溉，新洲在南
木村建有提水站，在提水站自流不能
正常取水时从长江干流提水至干渠，
再由干渠输送至干支渠，对全乡耕地
进行灌溉。但由于年久失修，取水口
泥沙淤积严重，各干渠和干支渠也破
损渗漏严重，已无法满足村民引水灌
溉需求。

为解决新洲灌区部分渠道渗漏严
重、通水不畅，渠系建筑物配套不完
善、信息化薄弱等问题，迎江区水利
局积极谋划，争取中央资金1209万、
省级资金336万，对新洲灌区进行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于2023年5

月 1 日开工，拆除重建了南木提水
站，新提水站采用模块拼接式浮坞泵
站取水，总流量1.43立方米/秒，共安
装水泵两台，最高扬程13.25米；对灌
区内33段干支渠进行了硬化提升，总
长度 13875 米；改造提升了骨干渠
（沟） 系建筑物及配套设施。目前项
目已建成完工，完善了新洲灌区2万亩
灌溉面积的引调水骨干工程格局，实
现了高效节水灌溉全覆盖，年节约农
业灌溉用水量60万立方米。

田成方，渠相连，在做好农业用水
文章的同时，新洲乡还实施了河套治
理工程，实现生态升级，发展渔业经济
和文旅产业，做好“水+”文章，真正让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新洲有两条东西方向的主干河
流，分别是七号套、八号套，这是上世
纪六七十年代新洲人民为排水、灌溉，
人工开挖而成。近些年，由于岛内流

出人口日渐增多，河道逐渐出现了泥
沙淤积、杂树杂草丛生等现象。今年，
新洲乡争取资金 2717 万元围绕两河
（七号套、八号套）实施河套治理工程，
在实现生态升级的同时发展渔业经济
和文旅产业，让一江碧水，流金淌银。

清明假期，七号套河套治理项目现
场依然延续着平日里的繁忙景象，挖机
在河道中间忙着清理淤泥，工人们则在
河道边忙着砌筑挡墙。“河道淤泥有50
厘米深，我们拟清淤70厘米深，后期将
在此开发水上运动项目。”新洲乡招商
办主任殷勇介绍，他们还将在河道砌生
态护坡，在两岸铺设沥青路面，进行绿
化提升，打造景观河道，发展文旅产
业。八号套前期已完成清淤，目前正在
开展淡水养殖，后期依然发展渔业经
济，但养殖的不再是四大家鱼，而是刀
鱼、鲥鱼等名贵水产品。

借水兴旅，新洲早已开始探索。

2022年，该乡争取到农发行13亿元贷
款资金，启动长江岸线生态修复项目，
整治岸线环境、提升景观，打造外滩湿
地公园，发展休闲旅游。目前，该工程
南木段已完工，全长3.2公里的圩堤，
已完成岸线平整修复、景观点缀、亮化
装饰等，堤顶道路也被打造成“5米车
道+1.5 米步道”的滨江环岛生态风光
带、环岛健身步道。3000多平米的南
木村洲头广场，成了当地居民散步运
动的好去处，长长的护栏外就是银色
的沙滩、四季绿化景观带和广阔的江
面，引得无数游人前来拍照打卡。

接下来，新洲乡将继续以生态为
底色，进一步挖掘水资源潜力，聚焦田
园风光，生态旅游、休闲垂钓、农耕体
验、民宿康养等新业态，实现“生态岛、
旅游岛、幸福岛”的目标，成为“半日乡
村半日城”的“安庆后花园”。
全媒体记者 查灿华 通讯员 高庆宁

做好“水”文章 释放“水”活力

本报讯 今年以来，迎江区审计
局围绕优化营商环境，在审计项目实
施中重点关注被审计单位服务企业发
展、涉企资金拨付等关键环节，在审计
整改上狠抓涉企问题落实，为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审计力量。

深化投资审计转型，加快资金支
付出高效。近年来，该局严格执行上
级审计机关要求，2023年进一步优化
投资审计流程，在充分履行审计监督
职责的同时，将23个工程项目移交项
目建设单位自行监管，既厘清了建设
单位管理责任和审计监督责任，又压
缩工程竣工结算时间，大大提高资金
支付效率。

聚焦财政收支审计，推动政策改
革显成效。重点关注减税降费、拖欠

民营企业账款、涉企保证金清理、“放
管服”改革、助企纾困资金等重点领
域，充分发挥审计推动作用，有效促进
新增减税降费3.49亿元，累计为民营
企业提供各类担保融资8.95亿元，预
留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计划份额
1.03亿元，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等问题。

紧扣审计整改发力，促进整改成
果见实效。建立审计发现问题“整改
清单”，凝聚纪检巡察、组织人事等
多方监督合力，实施问题整改动态
化闭环销号管理，确保审计发现问
题改彻底改到位。督促被审计单位
及时支付工程款、专项转移等资金
2119 万元，有效减轻民营企业资金
流转压力。 （通讯员 丁玲）

迎江区审计局：

以高效率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迎江区坚持把保障粮

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发挥财政职能
作用，强化资金保障，持续增加农民
收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为加
快建设和美乡村贡献财政力量。

聚焦粮食安全，全力夯实稳产
保供基础。支持粮食生产，发放惠
农补贴资金246.86万元，惠及全区
4065户次农户。强化农业保险财政
支持政策，将政策性农业保险列入
财政支农保障的重点领域，目前午
季作物共计承保13户次，承保面积
4025.64亩。

聚焦优先投入，持续加大资金保
障力度。坚持把农业农村摆在财政
保障和预算安排的优先领域，出台
《迎江区2024年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若干奖补政策》，安排乡村振兴专项
资金 1540万，同比增长 10%，全力支
持粮食生产、乡村产业发展及农村人
居环境改善。

聚焦农民增收，助力农业产业链
条升级。积极开展农业“双招双引”，
采取0+EPC+F的模式，引进苏州园科
生态建设集团与区滨江城投公司合
作，投资7600万元，建设长风沙花溪
谷三产融合项目，推动“花+研学、摄
影、观赏、民宿”等产业融合发展。成
立村集体经济劳务公司，依托周边番
茄谷、花溪谷、蓝莓园、草莓园等产业
项目建设，形成了100余人的劳务输
出，2023年将军村内务工农户平均增
收约4000元/年，促进村集体增收近
20余万元。 （通讯员 周娟）

迎江区：

发挥财政支农作用促振兴

本报讯 2023年迎江区总工会集
中建设了54家工会服务驿站，有效解
决了广大户外劳动者“吃饭难、喝水难、
休息难”等现实问题。为了确保这项暖
心服务常态长效，迎江区总工会将持续
开展工会服务驿站“双提升”行动。

管理质量提升。坚持工会驿站星
级管理、编码管理。不定期对各工会

驿站的运行时效、设施设备、环境卫
生、满意度等情况进行督促指导，对发
现的问题现场督办解决，确保驿站用
在实处、管在点上。探索工会驿站红
黄牌警告退出机制、正向激励奖励机
制，推树一批“最美工会驿站”“明星站
长”等典型。

服务效能提升。迎江区总工会将

积极探索工会驿站24小时智能化服
务，拓展多功能服务，如依托驿站广
泛开展送清凉、送温暖、送岗位等活
动；同时积极开展“大宣传”“大推
广”活动，让辖区内户外劳动者不仅
知道工会服务驿站是一项民生实事，
还知道工会服务驿站在哪里，有哪些
服务功能，不断提升社会知晓度、吸引

力、影响力。
迎江区总工会将持续解决工会驿

站“有没有”“好不好”“来不来”等问
题，推动服务站点在数量上增加，在范
围上拓展，在功能上增强，补齐短板常
态化提供暖心服务，使之真正成为党
的政策理论的“宣传站”、为民办实事
的服务站。 （通讯员 杨涛）

迎江区总工会：

“双提升”行动传递城市的温度

本报讯 日前，安庆市召开地
震系统工作会议暨全面从严治党会
议，会上通报了2023年度全市防震
减灾工作综合考核结果。迎江区防
震减灾工作综合考核位列城区第
一，迎江区科技（地震）局荣获“2023
年度全市防震减灾工作综合考核优
秀单位”称号。迎江区防震减灾工
作已连续8年位列城区第一。

迎江区科技（地震）局认真落实
国家、省、市防震减灾工作的法规政
策，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
工作方针，紧紧围绕监测预报、震害
防御、应急救援三大工作体系开展
工作，进一步完善地震灾害管理机
制，扎实推进防灾减灾体系建设，防
震减灾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大提升，
防震减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该区不断扩大群测群防工作覆

盖面，在各乡街设立防震减灾助理
员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方式遴选包
含农村工匠在内的熟悉村情社情的
同志担任村、社区防震减灾信息员。
修订完善《迎江区地震应急预案》，
与区应急管理局建立地震应急救援
协作联动机制。将地震应急演练纳
入区安全生产“百场”演练中，在基
层社区、学校等单位定期开展个人
避震、应急疏散等演练。此外，不断
强化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制定“5.12”
防震减灾科普宣传方案，集中开展防
震减灾科普宣传“七进”活动。

下一步，该局将进一步筑牢
防震减灾基础，强化抗震设防监
管，加强地震应急演练，拓展防
震减灾公共服务，不断提升全区
地震灾害风险防治能力，推动好防
震减灾工作。 （通讯员 胡慧）

迎江区科技局：

加强防震减灾 共筑平安家园

本报讯 迎江区税务局持续
完善税企沟通机制，及时送达税惠
政策，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贡献
税务力量。

一方面，税惠红利为产品研发
注入活力，实施“一户一策”服务措
施，将专精特新企业最需要的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率
优惠等政策送上门，“手把手”辅导

企业适用，助力企业提信心、增活
力、破难题，走好创新发展之路。
另一方面，滴灌服务为项目建设凝
聚合力，积极支持高新产业发展，
靠前解决企业涉税诉求，快速审
批、随时调度，及时送达税惠政策，
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资金压力，
进一步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

（通讯员 林伟庆）

迎江区税务局：

完善税企沟通机制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 近日，迎江区市政环
卫管理中心统筹调度，科学安排，针
对这一季节性问题，做好落叶清扫
收集工作，保障环境卫生整洁靓丽。

针对当前辖区主次干道落叶
多、区域广的现状，及时会同安庆京
环迎江项目部制定了落叶收集预
案，对落叶相对集中的菱湖南路、湖
心南路、孝肃路、宜城路、双井街、华
中西路等路段进行重点清扫。

采取“机械清扫+人工清理”的模
式，保洁、清运部门科学调整日常作
业时间，及时抽调人员及设备；清扫
设备每天凌晨4点上路，人工早上5
点到8点开始第一遍普扫，上午9点

半以后抽调人员进行第二次普扫，下
午2点半以后再抽调人员进行第三
次普扫，全力做好专项清扫、巡回收
集、随落随清。近几日，每天出动人
员600余人次，各类清扫收集车50
余台，收集落叶共40余吨，给市民营
造一个整洁舒适的环境。

迎江区市政环卫管理中心将
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情况，灵活调整
每日工作方案，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并持续开展落叶清扫专项行
动，强化人员设备保障，科学合理
推进落叶清扫各项工作，确保市容
市貌始终保持干净整洁。

（通讯员 程华伟）

迎江区市政环卫管理中心：

做好落叶清扫保障城市整洁

本报讯 近日，迎江区云墅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志愿者、
退役军人全力开展“护学模式”，采
取“流动巡逻+固定点位”模式为师
生“保驾护航”。

针对上下学时段接学生的家
长多、车辆多情况，社区实行定时
定点定岗定责，组织志愿者进行人
员疏导和交通秩序维护。同时，志
愿者们还为学生普及交通安全知
识，提醒他们时刻注意交通安全。
并引导家长在接送孩子时，将车辆

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占道、不堵塞
人行通道，接到孩子后有序离开，
保障学生安全。志愿者们用实际
行动为孩子们筑起一道安全屏障。

“护学服务”的开展，不仅守
护了辖区学生的安全，同时也提
高社区居民的交通安全意识。下
一步，云墅社区将在志愿服务上
持续用力，引导更多的社区居民
参与到此类活动中来，共同营造
和谐、安全的社区环境。

（通讯员 余美丽）

云墅社区：

站好“护学岗”守护“成长路”

本报讯 4月1日，迎江区长风
乡柘山村文明实践站联合乐邻社
工举行的“谷谷爱·种子计划”第四
次活动——小麦的养护实践圆满
落下帷幕。

走进柘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科普宣传室，村工作人员向大家讲解
小麦的基本养护方法。而后，孩子与
家长一块儿发挥创意，绘制出属于自
己的“小麦”风筝。“小画家”们个个热
情洋溢，充分展开丰富想象，大胆进
行创作。最终，一幅幅栩栩如生的手
绘“小麦”风筝在小朋友的巧手下变
得活灵活现，每一只风筝都承载着孩
子们眼中对于小麦的认知。

接着，大家一起走进麦田和村里

的种植大棚，亲身感受小麦的生长状
态。孩子们都兴致盎然地给小麦浇
水、除草，体验着劳动的快乐与成就
感，也深切感知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进一步加深了对节约粮食的认识。

此次农业研学活动结合实地
考察、实践操作、观察学习等形式，
既让孩子们了解农业知识，也可以
增进他们对生态环境的感受和理
解，同时培养孩子们团队合作、创
新思维等能力。

下一步，柘山村文明实践站将
继续开展农业研学活动，让更多人
了解到柘山村的特色农产品和农业
文化，促进城乡交流，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的动力。 （通讯员 张志勇）

长风乡：

农业研学提升乡村发展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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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灌区硬化提升后的干渠

▶七号套河套治理施工现场

▲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公厕南木段

通讯员 迎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