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广角

2024年7月1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王枫 特约编辑：占思海 电话：5325915

县（市）区新闻

本报讯 桐城市坚持问题导向，
大力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减排工程，实
施水污染防治和风险地块管控，狠抓
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坚决守护蓝天碧
水净土。

桐城市推进40家涉VOCs重点企
业落实“一企一策”深度治理，排查
67家涉气企业并督促其完成活性炭更
换、无组织排放治理问题21个。安徽
百世佳、创美包装等11家企业总投资
5000多万元，其中获得中央大气治理
项目资金2000多万元，实施了污染防
治设施提升改造，形成有效减排能
力。该市开展“四整治一保障”专项

行动，排查整治群众身边环境问题
228 个。今年 1 至 6 月份，桐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32.4 微
克，优良天数比率为90.4%。

桐城市推进经济开发区清桥河治
理，建设污水管网约3.3公里；实施
龙眠河城区段长生一渠、东干渠以及
槐溪塥控源截污、水系连通和生态治
理；建设文昌工业园一体化提升泵
站，打通进入城南污水处理厂通道，
解决污水溢流直排；加强城区河道管
护，整治“下河洗衣”等乱象，组织
打捞水面垃圾，促进龙眠河水质不断
改善。该市长江一、二级支流6个入

河排污口完成审批2个，剩余4个正
在整治；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彻底
解决2个“千吨万人”饮用水源地源
水水质“不稳定达标”问题。

桐城市加强3家土壤污染重点监
管单位规范化管理，对原双港电镀
厂、新渡废液处理中心2个遗留地块
严格落实风险管控；完成7个建制村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7个建制村农村
环境综合整治、2处农村黑臭水体治
理任务，完成第二轮化学物质统计调
查，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宣传。目前，
全市有700余家产废企业纳入安徽省
固废信息管理平台，实行危险废物产

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全过程管
理。

桐城市依托安徽省“1+1+N”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调度系统，推动生态环
境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今年省生
态环保专项督察进驻安庆期间，该市
共收到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28件，
已完成整改8件，其他交办件正在整
改中；持续开展“查清风险点，管好
责任田”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
专项行动。截至7月份，该市累计排
查问题31个，完成整改16个，剩余15
个正在整改。

（通讯员 杨贤俊）

坚持问题导向 推进防治管控

生态优先打好蓝天碧水保卫战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龙眠河

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获安
徽省水利厅批复，标志着龙眠河

“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工作进入初
步设计阶段。

该《方案》编制工作今年4月
份启动，历经3次较大调整，水利
部、淮河水利委、省水利厅5次评
审后，最终形成报批稿。《方案》聚
焦打造“安澜、生态、宜居、智
慧、文化、发展”的幸福河，制定

了“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助
力龙眠河流域实现安澜龙眠、水美
龙眠、毓秀龙眠、文都龙眠的宏伟
蓝图。

该项目实施期为2024年4月至
2025年9月，总工期18个月；项目
总投资 11325万元，其中，中央资
金 7000万元。2024年到位的中央
资金4000万元，需在今年 12月底
全部完成，明年2月21日前完成中
期评估。 （通讯员 段琳）

龙眠河打造“国家级幸福河湖”

本报讯 桐城市唐湾镇坚持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以高品质生态环
境保护为支撑，以农文旅深度融合
发展为目标，依托望山见水的生态
之美、诗情画意的田园之美，做大
做强“乡村游”，着力绘就以农兴
镇、以文厚镇、以旅强镇的发展
蓝图。

唐湾镇依托红色遗址、绿色生
态、古色底蕴的资源优势，挖掘和弘

扬红色文化、非遗文化、优秀传统文
化，精心打造中共桐怀潜中心县委第
一次代表会议旧址、红旗洞、泛螺寨
杜鹃花等特色精品景点，形成“千年
文都，红色茶乡——唐湾”“文都古
韵 红色茶乡——桐城文化探寻之
旅”等精品旅游线路，每年吸引市内
外游客1.3万余人次，带来直接经济效
益近200万元。

唐湾镇每年举办“春季采茶、夏

季插秧、秋季丰收、冬季年猪”等农
事节庆活动，将有机水稻种植基地打
造成水稻研学实践基地、农耕文化展
示基地和体验基地，吸引游客沉浸式
体验特色农事活动，在传承弘扬农耕
文化中增强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的底
色。2023年以来，该镇共举办乡村文
化游节会体验活动17场次，参与人数
达1500余人。

唐湾镇按照“农业园区化、园区

景区化、农旅一体化”思路，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围绕“一片叶子、一粒
锌米、一朵木耳、一盒粉丝”，做优桐
城小花绿茶、有机大米、木耳、羊肚
菌、粉丝等特色农产品，打造生态、
有机的“唐湾山里货”，以节庆活动为
展销平台，促进线上线下一体化销
售，实现农产品年销售额约1.5亿元，
带动150余户农户就业增收。

（通讯员 黄丹 章强）

“乡村游”带动生态“创富变现”

本报讯 7 月 5 日，桐城市金神
镇许咀村种粮大户吴志付在巡堤查险
时发现一处险情，立即联系许咀村党
总支书记许小平。

接到险情报告后，许小平迅速召
集村防汛应急抢险队员赶往现场。他
一边组织大家装土填袋、准备堵漏；
一边潜入五六米深的水底，反复多
次，才找到闸腮渗漏点，随后投下50
多袋沙包堵住漏洞。经过约2个半小
时的奋战，成功排除这一险情。

许咀村三面环水，有千亩圩 1
个、小圩 4 个，圩堤总长 6.88 公里，
圩内除了村庄，还有耕地近5000亩。
前段时间连日强降雨，内湖水位上
涨，防汛形势严峻。发生闸腮漏水险
情的许祠小圩有耕地100余亩、水产
养殖水面近200亩，一旦险情失控，

后果不堪设想。
56岁的许小平近日中耳炎复发，

7月5日晚由于潜水导致中耳炎更加
严重。“我是一名基层党员干部，守
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我的责
任！”次日早上，他依然奔走在巡堤
查险一线。

自 2014 年担任村党总支书记以
来，许小平一直用自己的辛苦指数换
取群众的幸福指数。2020 年防汛期
间，许咀村徐宕圩发生涵闸管涌险
情，他第一个跳入4米深的洪水中，
带领群众成功消除险情。今年入汛以
来，家住村部不远的许小平一直吃住
在村部，日夜带班值守，只为尽快处
理防汛一线突发情况，用责任和担当
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通讯员 姚思雨 刘昀）

一线除险显担当

7 月 10 日上午，双向 10 车道的 237
国道桐城段龙眠新桥（原彩虹桥）建成通
车，重现川流不息的车流。

237 国道桐城段龙眠新桥（原彩虹
桥）桥梁全长192米，接线长约1100米，
以互通立交方式与附近县道、城市道路
衔接，双层通行，实现货车与客车分流行
驶。历经9个月紧张施工，龙眠新桥建
成通车。该桥通车后，将进一步优化桐
城市域交通内外循环，消除交通安全隐
患，提升城市形象，为市域经济社会高质
量 发 展 提 供 更 坚 实 的 交 通 保 障 。

通讯员 金洁 吴琦 摄

龙眠新桥
建成通车

本报讯 “以前办事需要去一个
个的小办公室找人，现在都在一个大
厅办公，不用上下跑了，方便又省事。”
近日，在桐城市吕亭镇便民服务大厅
办事的官塘村村民王英高兴地说，“服
务大厅，服务便民，要感谢我们的人大
代表。”

走进面积达340平方米的吕亭镇
便民服务中心，全新的服务环境令人
耳目一新，办事窗口、办事群众休息
区、自助服务区等功能区设置合理、一

应俱全，环境整洁美观，急救箱、饮水
机、雨伞等便民服务设施齐全，得到广
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原吕亭镇便民服务中心的面积约
为80平方米，存在空间小、功能散等
问题，给群众办事带来不便。该镇的
市人大代表在走访选民时了解到这一
情况后，将建议反馈给镇人大主席
团，人大主席团立即组织市镇人大代
表实地调研，提出代表建议案。在吕
亭镇四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经与会代

表票决，镇便民服务中心改造项目被
列入吕亭镇2023年度民生实事项目。
此后，该镇人大组织协调多个职能部
门，跟踪督办。最终，新的镇便民服
务大厅投入使用，为群众提供“一站
式”服务，极大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吕亭镇自 2019年 8 月实行“民生
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制”以来，镇党
委强化领导、统筹各方、汇聚力量，推
动人大代表票决的民生实事项目高质

高效落地。从吕亭老街大拆违到平坦
街道路硬化，从危房改造到修缮镇老
年大学校舍，从提升叶家湾红色革命
教育基地到改造镇便民服务大厅，该
镇通过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项目，
有效解决了一桩桩群众关注的揪心
事、烦心事，真正做到了民生大事“民
主协商办”、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
上，让民生实事办理真正成了践行全
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通讯员 朱唯芳）

“票决”民生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

本报讯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
革委下达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托育
专项（产粮大县方向）2024年中央预
算内投资计划，桐城八中宿舍楼项
目获得 4064 万元中央预算内资金
支持。

桐城八中宿舍楼项目总投资
5080万元，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15400平方米。该项目
建成后，能够满足桐城八中日益增
长的学生住宿需求，为学生提供良

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同时提高该校
硬件设施水平，提升办学整体水平。

2023 年 8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拟在全国实施“产粮大县公共服务
能力提升行动”，支持产粮大县教
育、医疗卫生、养老托育等领域基础
设施补短板、强弱项，今年先行在安
徽等5个省开展试点工作。桐城市
相关部门迅速谋划“对口”项目，成
功争取此笔中央预算内资金。

（通讯员 吴汉胜）

桐城八中宿舍楼获中央资金支持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嬉子湖
镇珠檀村回乡探亲的在外乡贤张
卫星为村里人居环境整治捐款 10
万元。

珠檀村充分挖掘乡贤能人资
源，以乡情亲情为纽带，引导在外
乡贤、创业能人为家乡建设和发展
出力献智。该村在外乡贤、创业能
人积极响应，以捐赠资金、为家乡
引进项目的方式，反哺家乡。特别
是在人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行动

中，除了乡贤张卫星，该村乡贤陈
玉琪捐资10万元，助力家乡整治人
居环境；乡贤陆跃进为家乡捐赠特
色树苗约 1000 棵，价值共计 10 万
元，用于村域绿化。“乡贤能人致
富不忘乡邻，用大爱义举激发了全
村干群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动
力。我们将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带领群众共建和美珠檀。”珠檀村
党总支书记张立新如是说。

（通讯员 藕玉胜 李静）

乡贤反哺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本报讯 近日，桐城经开区的
中国建材桐城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光伏玻璃智能工厂”、桐城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司“锂离子电池制造智
能工厂”、安徽同力新材料有限公
司“生物降解材料柔性制造智能工
厂”被认定为安庆市级智能工厂。

近年来，桐城经开区加快制造

业“智改数转”步伐，坚持以智能
制造为主攻方向，以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在新兴产业中培育示范、在
重点企业中打造标杆为重点，鼓
励企业加快技术创新、产品创
新、服务创新和模式创新，推动
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取得
初步成效。 （通讯员 黄蔚婷）

桐城经开区新增3家市级“智能工厂”

本报讯 “减轻渍害是当前第一
要务，要尽快排除积水、查苗补缺。
此外，水稻受涝后，由于叶片损伤，
易发生病虫害，要及时用药防治。”
近日，在桐城市青草镇稻渔综合种养
基地，开展涝后农业恢复生产技术
指导服务的农技人员在稻虾田边千
叮万嘱。

入汛以来，两轮强降雨给桐城农
业生产带来较重影响，除农田渍害
外，渔业生产损失较大。据桐城市水
产服务中心初步统计，全市渔业受灾
总面积约1.78万亩，直接经济损失近
1000万元。

为加快涝后农业恢复生产，最大
限度降低洪涝损失，桐城市农业农
村局组织近 200 名农技人员下沉一
线，开展技术指导和生产服务；加

强与相关保险公司沟通，迅速开展
农业、渔业受灾定损理赔工作，尽
快落实保险理赔，帮助受灾养殖场
（户） 解决修复基础设施的资金短缺
等问题。目前，相关部门已核实渔
业受灾户48户，勘灾定损、保险理
赔等工作正在跟进。市种植业管理
中心下发 《汛期田管技术明白纸》
《灾后农作物生产恢复技术指导意
见》 等，发布病虫害动态 6 条，指
导农户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监测和防
治。市水产服务中心组织水产技术
员进场入户，指导抢修水毁渔业生
产设施，及时清点苗种场苗种数
量，组织好种苗调配，指导养鱼养
虾户适时补放水产苗种、做好疫病
防治等工作，尽早恢复生产能力。

（通讯员 王中 陈芳）

农技服务到田间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文联举
行文艺系统首批师徒结对仪式暨德
教讲座，当地20名文艺名师与22
名优秀文艺青年现场结对，确定师
徒关系，依托“传帮带”，促进文
艺人才青蓝相继、薪火相传、人才
辈出。

桐城市文联把文艺师徒结对活
动、培养青年文艺人才作为工作重

点，参与首批结对的名师，绝大部
分为国家级文艺类协会会员，创作
成果丰硕，有一定影响力；“拜
师”的优秀文艺青年大多为“90
后”，有一定的文艺创作基本功和
发展潜力。首批名师带徒活动为期
两年，涉及文学、书法、摄影、美
术、音乐、戏剧、民间文艺等艺术
领域。 （通讯员 刘冰清）

名师结对带徒 培育文艺新人

连日来，桐城市新渡镇21个村紧抓时机，检查辖区沟渠涵闸，清除阻水杂
物，确保涵闸启闭顺畅，保障安全度汛和后期农田排灌。

通讯员 刘爽 孙传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