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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以来，望江县聚焦重
点项目，突出招大引强，以一流的营商
环境加速招引项目落地见效。

位于望江经开区的安徽千亿新材
料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事AG电子
光学玻璃生产的企业。该项目总投资
1.5亿元，于2023年9月落户，今年3月
试生产，预计年产智能触摸屏 1200万
片，第一年产值不低于1.2亿元，税收不
低于800万元；自第二年起，每年产值不
低于1.5亿元，税收不低于1200万元。

“我们企业从落户到投产用时不到
半年。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遇
到过人员招聘、员工食宿安排等困难，
每一次望江经开区管委会都能迅速跟
进，很快帮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能够
全身心投入到生产发展中。这么好的
营商环境，更加坚定了我们的投资信

心。”谈到企业入驻望江以来的感受，安
徽千亿新材料有限公司厂长杨光红说。

“为了项目顺利落地投产，我们牢
固树立‘店小二’服务理念，坚持把企业
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明确安商包保责
任，全程跟踪服务，以一流营商环境，助
力企业发展。”望江经开区招商局副局
长章程说。

今年以来，望江县顶格落实国家、
省、市、县各项税费减免政策，着力扩大
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覆盖
面，率先在全市建立“免申即享”资金
池，落实常态化直达机制，力促政策红
利及时惠及市场主体。截至5月底，该
县通过惠企政策“免申即享”资金池兑
付企业奖补资金937.8万元，惠及企业
136家次。

在倾听和解决企业诉求方面，望

江县积极开展“宜咖吧”企业沙龙、重
点“四上”企业新春大走访、政企面对
面等系列为企服务纾困活动，集中收
集办理企业反映的问题诉求。截至5
月底，该县累计接访企业100余家，收
集企业诉求及问题建议 230 个，其中
已解决210个，正在推进20个；线上依
托“安徽省创优营商环境为企服务平
台”，累计办结企业诉求 110 个，办结
率、满意率达100％。

同时，该县不断深化综合窗口改
革，对进驻县政务服务中心的政务服务
事项全面梳理，推出“三孝爱心服务”窗
口、“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服务窗口，建立“雷就办”帮办代
办服务队伍。通过改革，目前望江县
37个进驻部门的1786个事项进驻率达
100％，并实现了所有事项全年无差别

受理，事项办理的审批时间、审批环节、
审批材料等分别减少30％、40％、15％
以上，群众等候时间减少50％以上，有
效解决原来各窗口冷热不均、企业群众
跑多个窗口等问题。

此外，望江县还出台《望江县转变
干部作风、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工作效
能十条硬措施》等文件，充分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不断提升服务效能；选
取全县 122家重点企业作为营商环境
监测点，实时掌握市场主体对营商环境
方面的意见建议，开辟营商环境线上监
督通道，公开37家单位129个科室及二
级机构的1766项行政许可、行政执法、公
共服务等事项，对企业办件从申请到办
结进行全流程监督，超期办件实时预警。

（全 媒 体 记 者 何 飞 通 讯 员
石腾飞）

优化营商环境 提升服务效能

加快招商引资项目落地见效

本报讯 近日，全省深入推进
“万企兴万村”行动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会议召开，表彰了2023年度
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动先进典
型。望江县联河年处理20万吨粮
食生产加工及粮食安全应急保障
建设项目（安徽联河股份有限公
司）荣获安徽省“万企兴万村”行
动典型项目（企业）。

该项目投资10.8亿元，建设2
万亩标准化原粮基地，新建应急储
备中转库、应急物流配送中心以及
粮食产后服务中心等，购置粮食加

工自动化、质量检测仪器设备、调
度信息平台系统、物流配送车辆，
以及叉车、托盘、自动码垛机等接
发设施设备，改造升级原有应急原
粮成品库。该项目依托望江县农
村稻米特色优势资源，先后与太慈
镇、华阳镇等8个脱贫村，通过“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采取
产业订单合作、土地流转、项目稳
定就业、人才培训培养、构建产成
品销售网络等多种帮扶合作模
式，带动农民持续稳定增收。

（通讯员 谢兰兰）

望江县一项目（企业）
获全省“万企兴万村”行动表彰

本报讯 眼下，正值水稻育
秧插播之际，望江县漳湖镇多举
措持续推进水稻工厂化育秧和机
械化插秧工作，提高插秧的质量
和效率，确保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我承包的 140余亩稻田，今
年全部采用机插秧耕作的方式，不
但省时省力，还能实现增产增收。”
漳湖镇大湾村种粮大户胡加苗介
绍道。另据介绍，机插秧一天能插
30至40亩，工作效率大约是人工
插秧的20倍，与传统育秧、播种相
比，机插秧秧苗数量足、易成活、
抗性杂草少，具有通风透光、稳

产、增产和省时省力省成本等诸
多优势，便于水稻后期生长和管理，
让农户省心，带动农业增产增收。

近年来，漳湖镇大力发展机
械强农，利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
械装备，改善农业生产经营条件，
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生
产技术、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促
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目
前，全镇水稻机插秧面积达2000
余亩。除机插秧外，该镇还推广
了无人机播种施肥，提高了农业
生产的效率和效益。

（通讯员 刘军 张子豪）

漳湖镇：

机械强农绘就好“丰”景

本报讯 近日，在望江县太慈镇高
标准农田里，5台插秧机正在进行单季
水稻机插。这片稻田共200多亩，由太
慈镇腾龙天翔家庭农场负责提供社会
化服务，实行“稻油轮作”。该家庭农场
成立于2013年，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通过十几年的发展，水稻种植经验丰
富，已经成为当地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我今年种了700多亩水稻，都是工
厂化育秧、机械化插秧，开展社会化服务
已达到6000亩以上。”腾龙天翔家庭农
场负责人汪满平说，今年他种植的水稻
品种是“玮两优8612”，该品种具有生育

期长、抗倒伏、产量稳定等特点，适合当
地土壤和气候条件。

太慈镇水稻种植面积有53000余
亩，其中，机插秧面积48000余亩，占全
镇水稻面积的84%。目前，水稻插秧已
经完成 32000亩，6 月中旬全部完成。

“全镇农技人员包村联户，从育秧到收
割全程服务、现场指导，提高机插秧技
术到位率，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太慈镇
农技站站长杨帆介绍。

太慈镇是农业大镇，水土资源丰
富。2023年，该镇六零圩、郭河、新岭
三个村被列入望江县国家现代农业产

业园，为粮食生产带来更多的政策机
遇。太慈镇党委、政府组织农办、农技
站人员包村驻点，深化良种良法、农机
农技深度融合，落实关键环节田管措
施，全面提升粮食质量和产量。太慈
镇党委委员陈永中表示：“这两年，我
们太慈镇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引进
水稻优良品种，全力稳定粮食种植面
积。同时，发展并建设绿色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让农民种粮有信心，致
富有门路。”

望江县有水稻生产功能区 36 万
亩、重要农产品保护区65万亩、安徽省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1个，打造长三角绿
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6个。该
县曾连续三年获“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及“全省粮食生产三大行动先进县”
表彰。当前，望江县正奋力抢抓乡村振
兴历史机遇，围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进实施现代农
业“12347”工程，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
展，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
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通讯员 金锋 王翔 龙立立）

太慈镇：

引进水稻优良品种 稳定粮食种植面积

5月21日，望江县凉泉乡韩店村产业园“宜业工坊”内，工人们正在赶制服饰订
单产品。近年来，凉泉乡以“就业载体+”“产业赋能+”“家庭农场+”等模式为标准积
极为本乡经营主体申报“宜业工坊”。截至目前，该乡已申报首批8家“宜业工坊”，共
吸纳329名劳动者就业，其中带动脱贫劳动力人数为77人。 通讯员 陈宇 摄

本报讯 近年来，望江县华阳镇陶
寓村坚持党建引领，抢抓发展机遇，优化
产业结构，加快和美乡村建设，村级集体
经济快速发展，先后获得“安徽省美丽乡
村示范村”“安徽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安
徽省美丽宜居村庄”等荣誉称号。

6月12日上午，位于陶寓村的皖水
绿之源智慧农业产业园正在建设中。

“我们树旗帜、立标杆，做给农民看，带
着农民干，手把手、心贴心，做好‘传帮
带’，让当地老百姓在自己的土地上实
现富裕。”望江县皖水绿之源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智慧介绍，该产业
园一期项目占地约506.92亩，总投资约
1.2亿元，以高端设施蔬菜种植为主线，
构建“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农户利益”
共同体，打造智慧农业研发区、数字农

业场景应用样板集成示范区等六大功
能分区，目前已经完成了两个示范棚的
建设并投入使用。“项目完工后，可实现
年产值4500万元，同时可以实现周边
百名村民就近务工。”

为了保证产业园的建设，陶寓村需
要流转土地506亩。当时，部分村民有
顾虑，产业园的建设进度受到影响，党
员何加保家有20多亩土地需要流转，
他第一个签订协议，并做好群众的思想
工作。对此，何加保说：“这个公司落户
在我们陶寓村，需要流转土地，当时有
些村民不理解，我就主动做他们的工
作，我觉得这是一名党员应做的事情。”

各项工作党员带头，在陶寓村已经
成为常态。地处长江之滨的陶寓村，土
地资源丰富，可是前几年，正是由于村

级班子不稳定，导致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缓慢。为扭转软弱涣散的被动局面，陶
寓村党总支把准问题“脉搏”，开好整顿

“良方”，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作用，让126名党员发挥更强的先锋
模范作用，积极投入各项工作中；另一
方面发动群众积极发展种养殖业。
2023年，该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20
万元，村内种养产业带动100多名群众
就业，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陶寓村和美乡
村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近日，在
该村的一上中心村，大型挖掘机正在对
路基进行整治。已经修建完成的中心
村广场、景观塘、口袋公园错落有致，整
洁的小院、多彩的文化墙构成了一幅美
丽的画卷。就在几个月前，这里道路还

是泥巴路，两边都是没有规划的菜园地。
陶寓村村民大多来自陶寓滩，陶寓

滩原名桃花滩，因古时滩上遍植桃树而
得名，晋代陶渊明曾乘舟至此观赏桃花
并借宿，之后当地人遂将桃花滩改名陶
寓滩。在和美乡村建设现场，陶寓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谢军联系起村
史讲到了现在的村居环境：“如今，我们
陶寓村党总支始终坚持党建引领，时刻
聚焦组织建设、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
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全力推
进‘清洁望江’行动，以‘水域田园、农耕
陶寓’和美乡村建设为抓手，全力推进
陶寓各项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为
群众打造一个新时代的‘桃花源’。”

（全 媒 体 记 者 何 飞 通 讯 员
金锋 王翔）

华阳镇：

党建引领打造新时代的“桃花源”

本报讯 6 月 8 日是中国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国家文化和旅
游部在全国众多国家级非遗中遴
选了 76 项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进行展演、展示，其中展演类
仅有黄梅戏和广东醒狮，望江县
黄梅戏研究中心代表黄梅戏参加
非遗展演。

此次展演，望江县黄梅戏研
究中心演出的剧目有《天仙配》

《女驸马》《梁祝》《送香香》《孔雀
东南飞》和望江龙腔《补背褡》
等，让广大戏迷观众近距离地感
受到了传统戏剧黄梅戏经久不
衰的独特艺术魅力，现场掌声和
叫好声不断。此次参加非遗展
演，既扩大了黄梅戏的影响力和
美誉度，也对望江县黄梅戏研
究中心传承和发展黄梅戏起到
了积极作用。 （通讯员 陈立）

望江县黄梅戏研究中心
代表黄梅戏进京参加非遗展演

▶正 值 芒 种 时 节 ，望 江 县 杨 湾 镇 杨 闸 村 家 庭 农 场 的 育 秧 基
地内，村民们将培育好的秧苗搬运上车，运往已经犁好的稻田。
稻田里，插秧机在田间飞快地穿梭着，一株株绿油油的秧苗被插
入 肥 沃 的 泥 土 中 。 该 家 庭 农 场 此 次 预 计 种 植 水 稻 100 余 亩 ，带
动 10 余名村民务工，人均增收近 4000 元。

通讯员 黄志敏 李思贤 摄

图图 说说

◀近日，在望江县高士镇毛安村中药材
种植基地，幼苗期的白及远远望去翠绿一片，
充满生机。目前，该基地种植白及40亩，预计
亩产约 7000 斤，总产值近 37 万元，有效带动
当地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增收致富。

通讯员 吴园园 方亚群 黄佩佩 摄

夏 耕 夏 种 忙

沃野披“绿装”

本报讯 6月12日，望江县鸦
滩镇首届“小小挑花讲解员”选拔
比赛在鸦滩镇望马楼村举行。

为增强非遗保护意识，讲好非
遗保护中国故事，鸦滩镇精神文明
建设办公室、综合文化站、团委等
部门联合开展“小小挑花讲解员”
选拔比赛。来自望马楼小学的二

十多名参赛选手精神饱满地走上
舞台，通过讲述望江挑花的历史、
发展来表达对家乡诚挚的热爱。
参赛小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赢得了
评委和观众的阵阵喝彩。最后，经
过激烈的角逐，共评选出一等奖3
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11名。

（通讯员 周梦颖）

鸦滩镇：

举行首届“小小挑花讲解员”选拔赛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上午，望
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来到高
士中学，为学校 320 多名初一学
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
暨法治教育课。

当 天 ，民 警用图文并茂的
PPT课件和交通事故警示教育片，
以先观看后互动问答的方式，紧
紧围绕安全行路、安全乘车等方
面问题，向学生们讲解了在公路
边玩耍游戏打闹，乘坐超员超速
车和无牌无证车，乘车时将头、手
伸出车外，以及乘坐摩托车、电动

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逆向行
驶、抢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容易引
发的严重后果。

连日来，望江县公安局交警
大队组织民警深入全县各中小
学校，开展系列“平安校园”宣教
活动。通过开展上述活动，提高
了广大师生的交通安全法治意
识，让学生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
重要性，为构建“平安校园”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讯员 胡红松 潘中平）

警校联动 共建“平安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