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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超20亿元的岭南肉牛产业集
群项目落户望江县，投资1.1亿元的田园
综合体项目落户太湖县，投资1亿元的
肉牛产业项目落户怀宁县……

去年以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扎实推进“秸秆变肉”，大力
发展肉牛产业。市委主要负责同志两次
就全市实施肉牛振兴计划作出批示，市
政府专门印发《安庆市“秸秆变肉”暨肉
牛振兴计划实施方案》，明确发展目标、
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当下，我市各地正
全力做好“牛”文章、壮大“牛”产业。

立足优势 增强底气

暮春时节，大别山深处，占地500
余亩的太湖县百里镇小黄牛放养牧场
内，环境优美、风景宜人，数百头小黄牛
正在悠然觅食。

百里镇肉牛产业起步较早，近两
年，该镇因地制宜，确立以小黄牛产业
为“一镇一业”的主导产业，形成了集肉
牛养殖、繁育、屠宰、深加工等于一体的
产业链，去年11月，我市首届大别山（太
湖）小黄牛文化旅游日活动就在该镇举

办。百里镇是我市近年来推进“秸秆变
肉”的一个缩影。

作为全省农业大市，安庆发展壮大
肉牛产业具有独特的条件和优势。

全市可放养天然草场99.8万亩，还有
大量的冬闲田可种植紫云英、黑麦草等优
质牧草，是全省发展草地畜牧业的重点地
区，发展肉牛等草食家畜潜力巨大；

肉牛品种资源独特，2023年全市
饲养肉牛 12.7万头，其中大别山牛6.5
万头、占比过半，还拥有省级大别山牛
保种场、国家级和省级核心育种场；

肉牛养殖基础好。我市牛产业历
经役用、役肉兼用到肉用阶段，最高存
栏量达到31.5万头，目前已完成从饲养
役用耕牛到养殖肉牛的转变，群众养殖
基础较好。

当然，安庆发展肉牛产业也还存在
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大型肉牛养殖企
业较少，全市仅有 8 家大型肉牛养殖
场；种草养牛发展缓慢，去年全市牧草
种植面积不足 2 万亩，占可利用冬闲
田、撂荒地不到1%；优质秸秆短缺，本
地秸秆以稻草为主，玉米等优质秸秆
80%以上依赖外地。

“我市将正视问题、立足优势，持续
以大别山牛为主导品种，全力打造辐射
全国的‘秸秆变肉’示范工程和江淮高
品质肉牛种源供应基地、长三角优质肉
牛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市畜牧业部门
负责人吴月圣说。

做优特色 做大总量

4月15日，在望江县长岭镇景弘农
业专业合作社，4座占地面积近3000平
方米的厂房一体化牛棚已建成，8000
余平方米的配套设施已投用，可存栏肉
牛超1000头。

“合作社现存栏肉牛近千头，主要
品种有安格斯、西门达尔、大别山黄牛
等。”合作社负责人周小民介绍，通过引
进外地优良品种，实行规模化养殖，合
作社不仅实现自繁自养，还带动周边十
几户散户加入，有效带动了群众增收。

根据《安徽省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规划（2024—2030年）》，安庆市被划定
为全省肉牛生态特色优势区。我市计
划到2027年，秸秆饲料转化率超30%，
肉牛养殖规模达15万头，出栏6万头以
上，其中大别山牛出栏3万头以上，肉
牛全产业链产值达 30 亿元。到 2030
年，全市肉牛养殖规模达25万头，肉牛
全产业链产值力争超50亿元。

做优特色。我市计划完善大别山
牛保种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大别山牛
遗传资源活力与遗传完整性监测，开展
大别山牛提纯复壮，扩大种群规模。同
时根据市场需要，开展杂交开发利用。
争取到2027年，建成1个种公牛站和1
个供精站、新建2个大别山牛扩繁场、
建设7个肉牛良种繁育基地，良种覆盖
率超95%。到2027年，将大别山牛养
殖量发展到10万头以上，培育出知名
的区域品牌。 （下转第四版）

今年计划养殖肉牛13.2万头、出栏5.4万头

“牛劲十足”推进“秸秆变肉”

2023年，安庆市科研和技术服务业
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205.1%，居全
省第2位；全市技术合同交易总额554.8
亿元、同比增长120%，居全省第4位。

实施高企、科企“双倍增”工程，加
大前沿技术企业、平台和项目招引落
地，全力以赴做好院士项目服务……今
年以来，安庆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向着打造具有区域竞争力的科技创
新高地阔步前行。

让企业“站C位”“唱主角”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
开企业“站C位”“唱主角”。

作为全市首家“国家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安庆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多年来先后“入孵”300余家不同类型
的企业，60多家初具规模的生产型企
业从这里“毕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
而言，这里既是“摇篮”，更是“学校”。

“创业中心为我们减免了场地使用

费，同时在申报发明专利等方面都有政
策补贴，这对早期的公司来说有成本优
势，让我们得以在这里潜心钻研。”安庆
市绿巨人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李伟博说。

绿巨人是一家专业从事污水、废
弃、噪声等环境工程项目咨询、设计、施
工的企业，自2013年入驻孵化器以来，
该公司始终将科技创新视为发展的“生
命线”，在“真金白银”的奖补政策激励
下，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入孵”第
三年便晋升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如今，该公司拥有80多项发明及实
用型专利，年产值近2000万元，多项技
术国内领先。如该公司研发的物化与
高效厌氧生化处理相结合的工艺，使神
经多肽制品生产废水中的有机物去除
效率超99%，填补了国内空白；研发的
超滤装置膜集成系统日处理规模达到
300吨，超滤系统处理量全国领先……

“我们为入驻企业提供工商注册、
招商、财税、人才引进、运营指导、创业
培训、投融资、资源对接等全方位优质

服务，可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
企业竞争力，为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安庆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法人代表王海鸥说。

近年来，我市着力完善“科技型中小
企业—国高企业—上市企业—领军企
业”创新主体链条，按照“招引一批、培养
一批、辅导一批”原则，打造科技企业成
长企业梯队。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
行动，壮大新兴力量，推动更多创新资源
向中小微企业集聚；实施高新技术企业
倍增行动，形成基础力量，扩大行业领
域，构建以工业企业为主体、技术服务业
跟进、农林企业补充的高企培育体系；实
施科技领军企业培育行动，培育领军力
量，着力扩大5亿级高企、10亿级高企的
梯队，培育50亿级高企，推进各类创新要
素向科技领军高企集聚。

目前，安庆已集聚国家级产业园区
3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家、众创空间2
家，省级产业园区10家、孵化器6家、众
创空间12家，“众创空间—孵化器—产
业园区”的综合性创新园区集群基本形
成；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分
别达39家、745家、1224家，省级“专精
特新”企业392家，均居全省前列。

推动科研成果从“1”走向“100”

“这是以水热法制备的磷酸铈催化
剂，在特定温度下对六氟化硫降解率可
达100%。”4月9日，在安庆市长三角未
来产业研究院，大气污染控制平台研发
人员罗猛正在实验一种大气污染气体
降解催化剂。作为一种优良的绝缘气
体，六氟化硫被广泛应用于电力工业
中，但因其可在大气中存在超过3200
年，被列入国际强制减排气体。

“目前国内对六氟化硫气体降解催
化剂研究较少，但是未来随着电力工业
设备老旧，存在气体泄露的风险，因此开
展相关降解产品的研发很有必要。”罗猛
介绍，目前已研发出7种催化剂，目前正
优化配方，让降解条件更容易实现。

该研究院成立于2022年，是安庆
与浙江大学共建的产业创新平台。依
托浙大优势特色学科，该研究院已建成
水污染控制、大气污染控制、土壤污染
控制、工业智能控制与优化、设施农业
5个科研平台，设立并组织实施“市政
污水深度处理装置研发”等平台专项研
究项目5项，授权国家专利20件。

（下转第二版）

发展新质生产力 增强发展新动能

安庆：循“新”出发 向“新”而行 本报讯 4月 15日，记者从市水
利部门获悉，当下我市正扎实做好水
旱灾害防御各项准备工作，超前应对
可能发生的较大洪水。

水利部预测，今年长江干流及鄱
阳湖、洞庭湖水系可能发生较大洪
水。据市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汛期
（5-9月），我市降水量较常年偏多5-8
成，暴雨日数较常年偏多，梅雨期较
常年偏长，梅雨量较常年偏多，梅雨
强度偏强。

1月中旬，我市便全面梳理汛前
准备任务，印发《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要点》，对全市221.5公里长江干堤、53
个长江干堤穿堤建筑物、16个有防汛
任务的长江江心洲外滩圩、633座水
库、574个有山洪灾害防御任务的村、
39座大中型泵站等，逐堤段逐工程逐
村组落实网格化的责任体系，实行责

任落实“全覆盖、不断档、无盲区”。
同时，成立水旱灾害防御综合指

挥调度办公室，设立监测预警、工程
调度、抢险技术、山洪灾害等8个工作
专项组，派出13个检查组赴各地开展
防汛备汛大检查，对发现的28个问题
实行清单销号。对长江干堤53个穿
堤建筑物运行状况开展全面排查体
检，实行“一工程一档案”。对18处开
口子工程开展全覆盖闭环检查，确保
汛前完成复堤复坝。

目前，华阳河蓄滞洪区运用预案
及人员转移操作手册和14个大中型
水库、619个小水库调度方案汛期调
度方案已修编完成，全市已储备袋类
124.36万条、布类64.07万平方米、石
料0.096万立方米、艇（舟）20艘、水泵
50台套、发电机19台。
（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王可）

预计梅雨期偏长雨量偏多

我市扎实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准备

新华社北京 4 月 16 日电 （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国家统计局16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一季度国内
生产总值（GDP）296299亿元，按不变价
格计算，同比增长5.3%，比上年四季度
环比增长1.6%。

统计数据显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服务业增势较好。
一季度，农业（种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8%，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6.1%，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

市场销售稳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

稳中有升。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120327亿元，同比增长4.7%。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比上年
全年加快1.5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
发投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3%。

货物进出口稳定增长，贸易结构持
续优化。一季度，货物进出口总额
101693亿元，同比增长5.0%。其中，出
口 57378 亿元，增长 4.9%；进口 44315
亿元，增长5.0%。进出口相抵，贸易顺
差13063亿元。

居民消费价格总体平稳，就业形势

总体稳定。一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同比持平；全国城镇调查失
业率平均值为5.2%，比上年同期下降
0.3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一季度，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1539元，同比名义增
长 6.2%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增 长
6.2%。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同比名义增长5.3%，实际增长
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名
义增长7.6%，实际增长7.7%。

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3%

本报讯 安庆市老年大学开设教
学班级超180个，招生6200余人次；桐
城市首创“老年大学+”办学模式，推动
优质资源向基层延伸……我市深入实
施“老有所学”暖民心行动，截至3月
底，全市老年学校增至1715所，参加老
年教育学习人数突破21万人。

我市坚持以盘活一批、拓展一批、
新建一批、补齐一批“四个一批”建设
为抓手，投入资金近1500万元，多渠道
配建老年教育学校，安庆市老年大学
双莲寺校区、安庆经开区老年大学、宜
秀区老年大学分校先后建成投入使
用，市属4所高校均成立老年大学，全
市“市—县（市、区）—乡镇（街道）—村

居（社区）”四级办学网络初步形成，为
老年人就地就近入学提供条件。

今年，我市将加强各级老年大学
建设，加大投入，将老年大学的教育
资源向基层和社区辐射，进一步扩大
老年教育覆盖面，到2025年，基本实
现县（市、区）、乡（镇）、村（居）老年大
学（学校）全覆盖。持续完善基层老
年教育服务体系，整合利用现有的社
区教育机构、县级职教中心等教育资
源，以及群众艺术馆、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文化活动室）等，开展老年教育
活动。同时，持续推进老年教育线上
教学，丰富老年教育内容和形式。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21万人参加老年教育学习
老年学校增至1715所

本报讯 今年以来，我市聚焦千
亿汽车产业集群，从省内外组织输送大
批求职者参加竞聘，同时对接市内外职
业技术院校，为汽车产业输送实习生和
一线工人。截至4月16日，累计招工
4000余人，有效填补了企业用工缺口。

为保障汽车产业链用工需求，市人
社局围绕主导产业和重点产业链，建成
市场常态保障、蓄水池旺季应急、预备
制节点兜底“三条保障线”，持续强化重
点产业人力资源供给能力和服务水
平。同时，抢抓春节前后劳动者换岗流
动的高峰期和企业稳岗留工、开工复产
的关键期，积极牵手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组建招工小队分赴各县（市、区），引

导劳动者“家门口”就业。
市人社局积极组织开展跨省劳

务协作，先后前往云南、四川、贵州、
河南等地举办形式多样的招聘会，并
安排专车将外省劳动者直接送至企
业园区。同时，积极对接市内外职业
院校，组织专业对口毕业生赴企顶岗
实习，今年以来我市人力资源企业先
后与南昌大学、江西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签订校企合作协议，振宜汽车与南
昌大学共建毕业生就业基地。目前，
我市汽车产业链相关企业共招用市
内外院校实习生近2000人，有效满足
了企业对技能人才的储备需求。
（全媒体记者 徐侃 通讯员 王磊）

为千亿汽车产业用工“解渴”
累计招工4000余人

4 月 15 日，安庆圆梦新区汽车 KD
件出口产业园项目现场，工人正在施
工。该项目总投资 160 亿元，于去年 6
月底开工建设。截至目前，1 号厂房、3
号厂房主体结构和 2 号厂房一层已封
顶，部分设备已进场安装。预计年底竣
工投产，投产后，可年产40万套汽车KD
件，新增产值500亿元。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通讯员 方园 摄

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

4月16日，岳西县古坊乡“网红”徐小云（中）在为乡邻的高山茶直播带货。
古坊乡茶叶种植面积约7000亩，年产干茶100吨、产值2400万元，去年通过直播
带货实现销售额近500万元。 全媒体记者 储永志 通讯员 余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