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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模板、扎钢筋、粉刷墙……11
月 29 日，怀宁县三桥镇境内 318 国
道与238省道交汇处，塔吊林立、车
辆穿梭，施工人员正在抓进度、赶工
期。这里是总投资额超30亿元的皖
西南绿色农业军民融合食品产业项
目现场，全面建成后将成为皖西南
地区的“大厨房”。“项目一期预计明
年 5 月底建成投用，现在工地上每
天有 400 余名工人加班加点，推动
项目建设‘加速跑’。”项目负责人
张保红说。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是去年由
安徽菜大师农业控股集团携手怀宁
县交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打造的拥
军助农项目，属于省级重点项目，是
安庆贯彻落实省委“两强一增”行动
计划、大力推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
的重要举措。项目共分三期建设规
划，用地超过2300亩。一期工程为
怀宁县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暨产城
一体化建设项目，于去年9月开工，
主要建设绿色食品深加工、仓储物
流、冷链配送、商贸展示、皖西南绿
色食品质检中心等综合功能服务设
施，打造中央厨房餐饮供应链服务
体系。预计建成后可实现年均45亿
元产值，园区农副产品的加工能力
将超过120万吨/年。

目前一期项目已累计投资 2.6
亿元，20余家食品加工、冷链物流、
环保科技等类型企业有入驻意向。
一期32栋主体单元已开工31栋，其

中13栋结构封顶，预计年底前实现
全部结构封顶，2024年5月份开始陆
续交付。

11 月 29日，在距离项目不远的
三桥镇双河村蒋龙组，村党总支副
书记程正军带着十几位村民在地里
一起挖红薯。“今年红薯的收成不
错，一亩地有 4000 斤左右的产量。
挖完的红薯直接拉到‘菜大师’那里
去，不愁销路。”程正军笑着说。

曾经的双河村产业结构单一，
村里的厂房租金是村集体的主要收
入来源，每年村集体经济不到30万
元。去年，在得知一座大型的绿色
食品加工厂将建在“家门口”后，村
两委决定抓住发展机遇，流转了300
亩土地种植红薯，并与安徽菜大师
农业控股集团签订合作协议，按照
红薯的品相以0.4元—0.5元每斤的
价格收购，除去务工等费用，预计每
年净收入15万元左右。

“现在全村每天大概有30 位村
民在红薯地里务工，我们按照80元
每人每天支付劳务，可谓‘强村又富
民’。”程正军说，未来还将根据园区

的需求进一步扩大红薯种植规模，
同时因地制宜探索其他农产品种植
方向。

据皖西南绿色农业军民融合食
品产业项目负责人张保红介绍，该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带动周边村集
体、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生产主体超
过500个，带动包括生产加工的就业
岗位达3万人。目前，菜大师集团已
与周边132个村集体、合作社、家庭
农村签订红薯种植协议，实现红薯

“保底”收购、订单收购。
据悉，该项目二期建设用地面

积约 600 亩，今年 6 月，菜大师集团
与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签署校企合作
战略框架协议，将在这里共建乡村
振兴产业学院，为企业技术人员提
供“岗前培训”服务。同时，还将建
设高科技引领的高端产品精深加工
基地，包括高端食品及高科技生物
制品加工，添加剂、保健食品、功能
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三期将建设特
色农产品加工流通基地，具备粮油、
果蔬、水产品等精深加工和仓储物
流区两个功能。

总投资额超30亿元 一期预计明年5月底建成投用

皖西南“大厨房”加速建设

本 报 讯（全 媒 体 记 者 雷 琳
琳 通讯员 程梦兰）记者从市司
法局获悉，根据省民营企业评营商环
境发布数据，安庆市今年前三季度

“法治环境”得分连续保持100分，稳
居全省前列，优质的法治环境成为安
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我市建机制促引领，制定出台
《安庆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安庆
市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行动方
案》等，建立健全政企沟通机制。先
后出台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长江江豚保护条例、养犬管理条例、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回应
群众期待。持续加强涉企重大行政
决策、行政规范性文件、政府合同等
审查力度，创新“司法局+市级法律顾
问”双保障的合法性审查运行体系，

为各类经营主体安心经营、放心投
资、专心创业营造更加良好的法治保
障环境。今年来，共审查各类重大决
策、规范性文件和政府合同共计868
件，提出法律意见1400余条。

将“法治化营商环境”列入年度
法治督察计划重点内容，深化公共
政策兑现和政府履约践诺专项行
动，着力打造诚信政府，已解决问题
185个，兑现金额9.12亿元。强化复
议监督，实行案前“沟通”和案件受
理“全过程”监督，办结行政复议案
件 436 件，纠错 41 件，纠错率 9.4%，
90%以上的办结案件得到实质性化
解。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和运输执法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整改率达
100%。深化综合执法改革，8个经济
发达镇均已组建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岳西、太湖2个县实现“一支队伍

管执法”。
目前12家市级工业园区均设立

律师“助企工作站”，通过开展民营
企业“法治体检”百日活动和“服务
实体经济律企携手同行”专项活动，
共集中走访企业595家，撰写法治体
检报告178份，梳理法律风险点373
个，提出法律意见建议491条。全市
开展“法律服务进万企”等7项专题
普法活动2000余场次，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近50余万份，解答企业疑难
问题600余个。运用“互联网+知识
产权保护公证”，优化公证流程，办
理公证业务 12700 余件，同比增长
85%。成立安庆知识产权仲裁中心，
制定知识产权案件办理实施办法，
全力推动运用仲裁方式处理知识产
权纠纷，安庆仲裁委共受理案件369
件，案件调解和解率达60%以上。

以法治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

前三季度“法治环境”连续保持100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徐志
远 通讯员 毛昊）11 月 23 日，
桐城市范岗镇铁铺村黑木耳种植
基地里，一排排菌棒上盖了一层
草帘，掀开草帘，不少菌棒上长
出晶莹剔透的黑木耳，形状各
异，长势喜人。工作人员正在察
看黑木耳生长所需水分和温度。

今年 9 月份，铁铺村黑木耳
基地开始建设，在确定发展黑木
耳种植项目前，铁铺村村“两委”
分析了当地的自然条件，该地气
候温暖潮湿，地理条件得天独
厚，非常适宜菌类生长。项目确
定后，村“两委”开始组织人员到
外地黑木耳基地交流学习，一方
面了解黑木耳种植技术和市场
行情，另一方面借鉴他们的经营
模式，谋划发展黑木耳项目。

黑木耳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
产业，从摆放菌包、除草看护、采
摘、晾晒等程序都需要人工进行
操作，铁铺村优先选择本地劳动
力，许多农户利用农闲时间来到
基地务工，不仅不耽误家里的农
活，还能利用空闲时间赚取一份
收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赚
钱。从基地建设以来，该村已组
织周边村民务工近 200 余人次，
累计发放工资1.5万余元。

“基地占地5亩，共投放5万
棒菌棒，预计 12 月中旬开始采
摘，干货能达到 7500 斤，收益达
到 15 万余元。”铁铺村党总支副
书记叶青春说，目前铁铺村主要
采取“村党组织+合作社+农户”
产业发展模式，壮大集体经济，增
加农民收入。“黑木耳营养价值丰
富，并可防治缺铁性贫血等，具有
很多药用功效。”叶青春表示，目
前黑木耳不愁销路，有专门的收
购公司，统一收购。

接下来，铁铺村将继续把黑
木耳产业发展作为乡村振兴的

“主心骨”，充分借助资源优势，提
升菌种质量和产量。同时，建立
健全完整产业链，推动现代化、标
准化产业基地建设，延伸产品附
加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小木耳”撑起

乡村振兴“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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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