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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月
通讯员 何有星）“一台机器一天
能生产 300 个刷子，一个刷子卖
1000元钱，全国几乎所有的智能手
机后盖玻璃都要靠这个刷子抛
光。”3月8日，记者走进潜山市源
潭经济开发区三和刷业，车间里
和往常一样,机器轰鸣，大小造型
不一的刷子被生产出来、打包好、
运送走。

但在公司营销部总经理胡爽
看来，今年又和往年不太一样。“去
年首届中国（源潭）国际刷子工业
展览会打开了源潭刷子连接世界
的一扇窗，倒逼着我们这些‘草根
经济’加快创新，走高质量发展之
路。”胡爽说，他们以订制工业刷为
主，目前正在向中高端转型，已经
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研发的新
产品陆续投入生产，加上经济复

苏、订单不断，他深切感受到了创
新的力量。

6000 多家制刷企业，千种品
类、万种型号的刷制品，成就了源
潭“刷业之都”。但具体到个别企
业，体量不大、产能不高，却是现实
瓶颈。“创新以外，我们还在政府的
支持下，对接了大企业、大项目，以
大订单来提升产能，为企业发展
壮大提供根本保障。”胡爽说。

不仅如此，在高质量发展的路
上，今年的“刷业之都”又添了好几
把“刷子”。其中一把“刷子”是

“链”。以往，源潭的企业主要是
制刷，而且除了日用刷以外，环卫
刷、工业刷几乎都不是终端产品，
附加值低。去年，源潭瞄准产业
链上下游招大引强，共引进高端
刷材、装备制造和整机等 12 个项
目。其中，以无人驾驶洁地机为
主要产品的洁路行、迈巴赫两家企
业，厂房已建成、设备正在购进，即
将投入生产。

还有一把“刷子”是平台。省

级跨境电商产业园刚刚获批，全省
唯一设在乡镇的公用型保税仓库
——潜山源潭公用型保税仓库去
年10月正式运营，智能清洁装备产
业园正在加快建设，设在镇内的高
速出口即将通车，报关窗口、省级
质量检测中心均设在乡镇……“我
们可以自信的说，现在，我们拥有
领先于产业发展水平的产业平
台。”源潭镇镇长徐瑾说。

一个个“全省唯一”的平台，不
仅便利了企业，也为更多优质“源
潭制造”走出国门创造了条件。

“一个电话，从原料设备采购到质
量检测，再到出口报关、物流运
输，不出源潭镇就能一站式解决，
不仅方便，一年还能省去几十万
的成本费用。”胡爽说。

“我们将坚持高质量发展，
依托平台和企业，立足刷业、突
破刷业，拉动产能质量双提升，
朝着世界刷制品出口基地和国家
级创新型产业集群的目标不断迈
进。”徐瑾说。

瞄准产业链上下游招大引强 搭建领先水平的产业平台

“刷业之都”又多了几把“刷子”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江月
通讯员 何有星）潜山市黄泥镇龙
坦村养鱼不走寻常路，探索“跑道
养鱼”新模式，在鱼塘里建起跑道，
在跑道中养鱼，短短一年时间，小
小1500平方米的跑道就养出了一
个“百万村”。

2 月 28 日，记者在龙坦村看
到，15 条 20 米长、5 米宽的水泥槽

“跑道”在水塘里一字排开，每一条
“跑道”两头都装有拦鱼网，其中一
头还装有推水增氧装置，几千条鲈
鱼在水流之中不停地“奔跑”跳
跃。“在跑道里模拟大河水流，让鱼
一直逆流游动，每天运动的鱼肉质
也会更紧实，口感自然更好。”养殖
基地负责人郑运潜介绍。

龙坦村有 1000 多亩水塘，历
史上是远近闻名的养鱼村，但由于

养殖方式落后、效益不高，渐渐地
没有人再养鱼。“村里也没有其他
产业，村集体经济发展困难。”龙坦
村党总支书记刘根生介绍，长江十
年禁捕以后，村里决定成立专业合
作社，发挥600亩村集体水塘的作
用，重回养鱼“老本行”。

为了发展高效渔业，刘根生到
杭州等地学习。2021 年底，村里
总投入 300 余万元引进了 15 条跑
道高效智慧养鱼系统。“每条‘跑
道’可以养 8 千至 1 万尾鲈鱼，去
年一共投放了 7 万尾鲈鱼苗，已
经卖出近 5 万尾，销售额超过一
百万元，效益比传统养鱼要高好
几倍。”刘根生说，靠这 1500 平方
米的“跑道”，龙坦村就成了“百
万村”。

刘根生说，“跑道养鱼”不仅占

地面积小、效益高，而且环保绿
色。传统的水塘养鱼，大量饲料、
鱼药和鱼粪会对水造成污染。“跑
道养鱼”模式中，鱼粪和残存饲料
会顺着循环水流进入吸污水道，然
后排入外塘，外塘放养四大家鱼，
既净化水质又增加收益。

不仅如此，“数字化养鱼”也大
大节省了人力。“在这个智慧系统
上，可以实时看到水温、氧份、ph
值、氨氮等数值，有异常情况可以
随时处理。”郑运潜介绍，“跑道
养鱼”因为面积小，也容易捕捞，
平时只要四个人就可以管护好整
个鱼塘。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规
模，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真正把小
鲈鱼做成引领乡村振兴的大产
业。”刘根生说。

“跑道养鱼”一年养出一个“百万村”

3月 5日，怀宁县石牌镇一家
芦笋种植基地智慧大棚内一片忙
碌景象，镇干部技、农技员指导工
人进行芦笋育苗。

该基地位于石牌镇邵塅村，项
目总面积168亩，总投资额2000万
元，采用智能温控连栋温室及双层
保温智能监测单体蔬菜钢架温室
进行芦笋的智慧种植。

项目建成后，将有力推动该县
传统农业的转型及发展，建设集生
态化、数字化、智能化等为一体的
现代农业企业，以科技兴农助力乡
村振兴。 全媒体记者 储永
志 通讯员 昂海波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阮莉）近年
来，桐城市通过“引、培、育、奖”等
方式，进一步壮大红色“农二代”
队伍，为粮食安全、乡村振兴提供
人才保障。

该市扎实推进“文都英才”工
程，建成“文都英才”人才服务系
统，开发人才认定、政策奖补系统
模型，优化流程再造，4类人才认
定、20类人才奖补政策兑现实现

“全程网办”。每年安排 3000 万
元人才专项经费，重点支持奖励
人才平台、企业、项目及人才个
人。鼓励在地各类技能人才积极
参加省市技能大赛，对获奖技能
人才予以奖励；鼓励高校毕业生
来桐创新创业，对首次来桐创业
就业高校毕业给予生活补助、购
房补贴。设立 3000 万人才发展
创业扶持基金，加大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科技含量高的种子期、
初创期人才企业的扶持力度，探
索形成“奖励资助+基金扶持+担
保贷款”的多层次扶持体系。

统筹推进新型农业经营和服
务主体带头人能力提升、种养加
工能手技能培训、农村创业创新

“农二代”培养培育等行动，大力
培养高素质农民队伍。支持“农
二代”参加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培育“头雁”项目、农业职业教育、
农业行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和申
报农业专业技术职称等。

结合党建引领信用村建设,
该市针对性推出专属信贷产品

“金农农 e 贷”“金农塑料贷”，授
信 3200 余万元、用信 1100 余万
元，对返乡创业的“农二代”在品
牌创建、质量提升、基础设施配套
等方面给予扶持。对标各级示范
家庭农场评定标准，支持符合条
件的家庭农场年轻负责人优先申
报各类项目，激励他们做大经营
规模、加快发展步伐。通过全方
位宣传，累计吸引50多名有一定
家庭经济基础的年轻人返乡创
业，实现资金回流。

为了让“农二代”安心扎根田
间地头，该市关注“农二代”在政
治培养、职称评定、个人深造和评
先评优等方面的激励保障。2022
年有 70 名“农二代”加入党组织
或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先后选派
11 名 80 后“农二代”赴先发地区
学习培训，及时掌握先进技术和
管理经验，15名“农二代”当选为

“两代表一委员”，9人次获省、市
级表彰，带动当地就业，推动农产
品品牌化、标准化发展，为乡村振
兴发展作出贡献。

红色“农二代”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