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在位于太湖经开
区的安徽泽泓塑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内，负责折膜、切割、印刷工序的机
器正在全力运转，一件件打包完毕的
塑料包装产品被集中存放，整装待发
的它们即将开启“跨国旅程”。

安徽泽泓塑业有限公司是太湖县
本土一家拥有20年塑料软包装生产加
工经验的龙头企业。近年来，该公司
积极践行“绿色环保、低碳降耗”的
发展理念，深耕跨境平台业务，加快
公司转型升级，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
国家及地区，成为一支拉动太湖外贸
增长的“新增长极”。

2021年以来，为适应国际最新环
保政策要求，该公司不断加大科技研

发力度，充分利用太湖县本地毛竹产
业点多面广的优势，与合肥工业大学
合作开发“以竹代塑”颗粒原料，全
面实现对公司产品的源头转型。“传
统的塑料包装以塑料粒子为主，在
自然环境下不能降解。我们公司最
新研发的以竹炭纤维粉为基础的塑
料包装，经过多次试验和研究，在
六个月的时间内能被水和土壤完全
溶解，彻底降解，达到环保要求。”
泽泓生产厂长朱胡松说。要想受到国
际市场的青睐，过硬的质量和优质的
服务缺一不可。

经过几年的摸索，泽泓公司生产
的新型内外塑料包装产品适用于服装
食品、家居购物、日用品、工艺品等

多个行业，得到了海外客商的认可，
新产品年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比
重已突破三分之一。

在丰富产品链的同时，该公司还
十分关注用户体验。为此，泽泓公司
在合肥招募人员，建立了一支15人的
团队，专业从事跨境平台的定制化服
务工作。如今，客户通过阿里巴巴国
际站平台选择泽泓公司的产品后，从
下单、设计、生产、包装、发货这一整
套环节，都会有专人提供跟踪、对
接、咨询等一站式服务项目，确保成
品以最佳的形态、最低的运费、最
快的速度抵达海外客户手中，实现
精准营销。

“质量+服务”，让泽泓公司出海

的步伐更加稳健。该公司先后荣获阿
里巴巴国际站“精品诚企”企业、安
徽省“专精特新”企业、安徽省“战
略新兴产业”企业等多项荣誉称号，
成功注册十多项专利发明，在海外多
国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2023
年，该公司出口跨境电商交易额突破
400万美元。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响应国家
环保政策，在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投
入上持续发力，研发符合国际市场需
求的‘以竹代塑’的高科技环保产
品，达到绿色降碳的目标，进一步扩
大太湖塑料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
力。”该公司总经理张泽成表示。

（通讯员 吴光磊 邱枫）

“以竹代塑”踏上“跨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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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火热的七月，正是葡萄
上市时。在太湖县江塘乡何墩村的鑫
腾生态农庄、晋熙镇九龙村的果海基
地、大石岭村的葡萄园内，一串串颗
粒饱满、香甜可口的葡萄挂满枝头，
迎来了丰收采摘季，三五成群的游客
慕名而来，体验躬身采摘的乐趣，享
受葡萄架下的美味。

太湖县内的各个农庄、水果基
地、葡萄园等从七月初相继开园，每
天都有许多游客相约结伴，或带着小
孩，或约上好友，顶着烈日、冒着酷
暑，却带着愉悦放松的心情，走进了
向往的果园。葡萄架下，密匝匝的葡
萄，在片片绿叶的呵护下，似座座
珍珠塔，如堆堆翡翠珠，在炙热的
阳光透过大棚的映照下，晶莹剔

透，格外养眼，使人口生蜜意，甜
沁心脾。游客们走进园内，聚精会
神地挑选一串串成熟的鲜果，一张
张满脸的汗珠绽放在幸福的笑容
中，带上好心情，挎着小篮子，一
手托着葡萄，一手拿着小剪，轻轻
一剪，就能品味丰收的喜悦，滋润
心田，解暑止渴。

“这里的葡萄口感非常好，我每
年都会带着家人，邀上几个朋友来
这里采摘。在这里，不仅能体验到
采摘的休闲乐趣，而且吃自己采摘
的葡萄与吃在水果店里买的味道是
不一样的，感觉要好得多。”在何墩
葡萄采摘园，几位来这里采摘的游
客高兴地说。

该园从2012年建设以来，不断扩

大规模，引进新品种，推广新技术，
不断提升种植水平和葡萄质量。今
年，该基地已经扩展到占地500亩，
发展了葡萄、西瓜等果园经济和湖羊
养殖，其中葡萄80亩，有夏黑、阳光
玫瑰、巨峰等优质品种，7月初开始
成熟，眼下已进入将持续一个多月的
采摘期。开园以来，每天都有不少周
边游客慕名自驾前来采摘，周末更是
络绎不绝。

“预计今年基地的葡萄产量在18
万多斤，产值可达200多万元。在促
进采摘园提质增效的同时，公司还带
动附近村民实现增收，共吸纳周边劳
动力50人就近就业，其中长期务工12
人，每年支付劳务工资40多万元。”
该基地负责人说道。

“我常年在这个基地务工，已经
四年多了，这个季节主要就是以摘
葡萄为主，平时搞搞果园管理，每
年收入3万多元。”何墩村村民程爱
云说。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体验采摘、
娱乐、美食等带来的快乐，在江塘乡
党委政府的支持下，该基地还充分利
用闲置资源，投资30多万元建设了水
上乐园，办起了烤全羊农家乐，着力
打造‘农文旅’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目
的地。”太湖县相关负责人表示，伴
随着盛夏酷暑而来，分布在全县各地
的葡萄、翠梨等果园里的鲜果陆续上
市，为带动乡村农旅发展，带来了期
望可及的人气、财气。

（通讯员 刘辉 胡治进）

鲜果满园好“丰”景

本报讯 太湖县把“四好农村
路”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一条条蜿蜒曲折的公路，延伸至各乡
各村，直通村民家门口，推动乡村振
兴驶入发展快车道。

走进太湖县江塘乡大塘村，只见
一条崭新的东五公路穿村而过，让人
眼前一亮。这条柏油路投资1000多万
元，全长6.6公里。公路一旁，大塘村
种植大户宋小彬的20亩黄桃种植园即
将开园采摘，一个个黄澄澄的桃子长
势喜人、果香四溢，呈现出一片丰收
的景象。

“东五公路提升改造后，为我的
果园提供了许多方便，群众来采摘导
航就能找到，果子成熟之后运送到超
市也便利了很多。”宋小彬说。

6年前，东五公路还是条3.5米宽
的水泥路，大车进不来，小车会车
难，村里的农特产品运输不便利。后
来，借助“村村通工程”“道路畅通
工程”，再到实施“四好农村路”项
目，单车道变成了双车道，水泥路变

成了柏油路，道路越来越通畅。
沿线的产业结构也开始发生变

化，先后建成了光伏发电项目、菌菇
生产基地、养鸭和陆基循环养鱼基
地、黄桃种植基地、辣椒基地和田园
大塘文旅综合体等。预计今年大塘村
集体经济收入可达180万元，同时还
带动了当地村民200多人在家门口就
业，人均年增收1万余元。

“在修建这条路的时候，广大村
民非常配合，全力支持，推动项目更
快、更顺、更好落实，道路建成促进
了沿线水果采摘、农家乐等产业蓬勃
发展，采摘、观光、游玩的游客络绎
不绝，村集体经济增加了，村民务工
收入增加了，回乡创业能人增加了。
这条路是通勤路、旅游路、发展路，
更是一条振兴路。”江塘乡大塘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汪文达说。

农村公路一头连着产业发展，一
头连着民生改善。在新仓镇花园村，
行驶的汽车与道路两旁绿油油的稻田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这是一

条建制村通双车道道路，起点位于原
花园乡花园大桥头，途经黑家屋、倪
家老屋，终点位于花园村村委会，涉
及全村 2000 余名村民的出行安全。
2022年，新仓镇积极争取上级主管部
门项目、资金支持，将原本路况差、
路宽仅3.5米的水泥路修成如今品质
优良、附属设施完善的宽6米的双车
道农村道路。该道路的修建，让村民
出行更加便捷舒适。

与此同时，为管护好农村公路，
太湖县还推行县、乡、村三级农村公
路路长制管理体系，建立“路长+检
察长”协作配合机制，推行养护市场
化，科学合理制定农村客运规划，保
障路路畅通。

近年来，太湖县大力实施“以
路为先”战略，深入推进“四好农

村路”建设。截至今年 7 月份，该
县已完成 410 公里农村公路和 51 座
危桥改造的建设任务，涵盖县乡公
路升级改造、县镇村通双车道、20
户以上的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累
计投资4.2亿元，改善了太湖县农村
地区的交通出行条件，对提升乡村
品位、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我们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快
‘四好农村路’建设，争取在2027年
之前实现20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通
达率100%，危桥改造率100%，实现
农村公路‘畅、安、舒、美’的目
标，全面助力和美乡村建设，助推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太湖县公路管
理服务中心副主任唐克松说。

（通讯员 徐虹）

方便群众出行 兴盛沿线产业

“四好农村路”推动乡村驶入发展快车道

本报讯 近日，走进位于太湖县
民营经济创业园的安徽沃福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车间内一片繁忙，工人
们正在赶制一批来自广州的订单。

该公司是一家食品机械设备研
发、生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由于前期研发投入大，公司一度
因为资金陷入困境。在了解企业实
际情况后，太湖县融资担保公司第
一时间为企业办理了免抵押贷款。

“通过县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
征信，获得了资金上的支持，解决了
公司的燃眉之急，使企业得以稳步
发展，现年产值3000万元以上，产品
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该公司总
经理陈伟说道。

太湖县以创建普惠金融示范区
为契机，持续撬动金融资源支持小
微企业发展，为企业抒困解难，助力
企业高质量发展。

同样位于太湖县民营经济创业
园的安徽一德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里也是一片繁忙景象。该
公司是一家纸制品生产、销售的中

小微企业，成立之初，由于资金需
求量较大，一度因为资金迟迟没有
投产。在了解企业实际情况后，太
湖县融资担保公司推出“纯信用反
担保方式”贷款，为企业解决了资
金之忧。

“企业初期，最困难的是资金，
这么多年，担保公司一直给帮助我
们，让企业稳步发展，2021年公司年
产值是 1500 万元，2023 年，接近
2000万元。”该公司总经理郝燕说。

为努力破解企业融资瓶颈，
2020年以来，太湖县推出多元化金
融创新产品76个，创新开展“科技
贷”业务2.69亿元，为县内高新技术
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目前，公司的总在保余额18.3
亿元，服务1970户主体，其中企业主
体占三分之二以上。下一步，公司
将持续创新业务品种、简化操作流
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助力企业高
质量发展。”太湖县融资担保有限责
任公司业务部经理王义说。

（通讯员 吴阳金）

破解融资瓶颈 助力企业发展

本报讯 鲜衣怒马少年时，携
笔从戎立国志。今年高考结束，太
湖中学掀起一股报考军事院校的热
潮，21名考生报考军校，立志投身
国防，报效祖国。

太湖中学有一位英雄校友叫郝
文平。郝文平 1992 年毕业于太湖
中学，1993 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青岛海洋大学。1997年，刚毕业的
郝文平主动放弃了 3 家待遇优厚
的单位，投笔从戎，成为海军的一
名技术员。郝文平虚心请教，苦读
钻研，很快成了技术骨干。从长江
三峡到秦山核电站，从旅顺军港
到宁波万吨轮码头，郝文平负责
的每一项工程，几乎都被业主评
为“金牌”工程。2000 年，郝文
平在宁波万吨轮码头施工中，为
保护施工船只的安全，在与突袭
而来的强台风搏斗中不幸牺牲，年
仅27岁。

“你来自高山，向往着大海；
你魂归大海，把生命铸成一座不朽
的高山”。这首《高山》是中国海
洋大学工程学院国防生为缅怀郝文
平烈士而作的。郝文平烈士迎难而

上、百折不挠、英勇无畏的精神感
召着太中学子，也是太中学子永远
的榜样。

“我很小就听说了郝文平烈士
的光辉事迹，这位只有三年军龄的
青年军官，为确保穿山码头防台
的安全，在与大风大浪的搏斗中
壮烈牺牲，他迎难而上、不畏牺
牲、一心为国的精神深深影响了
我，坚定了我参军报国的志向。”
太湖中学学生华柯涵说道，我愿
意以郝文平学长为榜样，自觉服
从国家安排，做自己能做的事，
身为一个爱国青年能做的事。

今年，太湖中学和太湖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还共同设立了“郝
文平奖学金”，参评对象主要是高
考后被各类军事院校录取的大学
新生。“我校设立了以郝文平烈士
命名的奖学金，让学子们对从军
报国有了更多的向往，希望以后
有更多的学生投身军旅，矢志报
国，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更多
的贡献。”太湖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陆常兴说。

（通讯员 徐丹 姚权炉）

21名太中学子报考军校

本报讯 日前，由作家欧阳冰
云编剧的原创大型历史黄梅戏《伊
犁月》在安庆市成功首演，为观众带
来了一场融合少数民族风情与边疆
人民文化生活的艺术盛宴。

《伊犁月》以太湖名士王大枢
被贬新疆伊犁的传奇经历为主
线，生动展现了他身处逆境、不
畏艰难险阻，历时十余年编写
《伊犁志》并绘测边疆图的感人故
事。这一作品深刻反映了王大枢
为边疆修志所做的卓越贡献，以

及他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家国
情怀，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共鸣。《伊
犁月》自发表在安徽省黄梅戏研究
院主编的《新戏剧》杂志后，便以其
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
涵赢得了广泛赞誉，荣获安徽省戏
剧双年奖，还在全国剧本评选中
获得优秀奖。同时，该剧在舞美
设计、服装造型等方面也下足了
功夫，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与
听觉的双重盛宴。

（通讯员 刘辉 阳国群）

黄梅戏《伊犁月》首演成功

太湖县徐桥镇新丰小学编排的
情景剧《一粒米》，融合舞蹈、朗诵、戏
曲、情景表现等多种表演形式，最近
荣获全市少儿文艺调演二等奖。

该校十分注重加强学生的思想
品德教育，从理论到实践实行过程
化，通过创新编排一些“接地气”的文
艺节目，展现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实
质，让学生从小接受道德的熏陶，积
极引导学生学习美德、传承美德，促
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劳全面提升。

通讯员 刘辉 摄

品德教育
润童心

7月13日，太湖古玩城与古玩文化艺术馆正式开市，吸引了省内外百余名
古玩爱好者到场参与交易，品味中国历史文化的精髓。

通讯员 刘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