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讯员 汪传理）6月15日，随
着宜秀、迎江两土石方综合利
用协议共同签约，标志全省首
单“皖土智配”交易落地安庆。

安徽省“皖土智配”土石方
综合利用智慧服务平台由省水
利厅联合省发改委、省数据资
源局等多部门基于“智慧水土
保持”系统创新构建而成，旨在
通过整合区域土石方资源数
据，破解长期制约生产建设项
目发展的土石方供需信息不对
称难题，实现土石方资源的科
学配置和高效流转。

安庆市自上线该平台以
来，市水利、发改等部门协调配
合、通力合作，及时发布生产建
设项目土石方需求信息，通过
数字化、智能化匹配，努力实现
市内土石方科学配置、高效流
转、综合利用。

本次宜秀、迎江两土石方
综合利用协议共同签约，4 家
建设单位实现土石方各取所
需，有效破解了原 7.6 万立方
米土石方存在的占地堆弃、水
土流失和生态风险等难题，实
现 多 余 土 石 方 从 “ 废 弃 渣
土”到“有用资源”再到“高

效资产”的跨越，有效“变废
为宝”。

“两单土石方协议的精准
匹配、共同签约，既是全省首
单‘皖土智配’交易落地安
庆，更是安庆深入践行‘两山
理论’的具体实践，为破解生
产建设项目取弃土困境、推动
绿色生态建设提供了范本。”
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将切实用好“皖土智配”
平台，推动绿色基建与水土保
持生态治理深度融合，让每一
立方米土石方都打上“生态”
和“绿色”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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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白萍
通讯员 王振斌） 6 月 10 日，位
于市交通执法支队的“安庆市交
通运输行政争议调解室”正式揭
牌成立。该调解室由市交通运输
局、市司法局、宜秀区人民法院
携手共建，旨在为交通运输领域
的行政争议化解搭建新平台。

行政调解作为政府柔性治理
的核心载体，既是打通执法为民

“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抓手，更是
法治政府建设中“以调促和、以
和促稳”的重要防线。安庆市交
通运输行政争议调解室的成立，
标志着我市交通运输领域矛盾化
解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
治理”迈出关键一步。

该调解室整合复议调解、诉
讼调解、行业调解等多方资源，建
立“说理执法+诉前调解”双轨机
制，运用“六尺巷工作法”，推动执
法人员从“单纯办案”转向“案结
事了”，达成“调解一起、教育一
片、稳定一方”的社会效果。同
时，拓宽公共法律服务渠道，实现
群众纠纷“一站式受理、全流程跟
进”，缩短办案周期、降低解纷成

本，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切
实提升群众满意度，并将调解机
制嵌入执法全领域，从源头减少
行政争议，全力助推我市打造一
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同时，不断将调解触角延伸
至公路建设、运输管理、执法监
督等交通全场景，实现“哪里有
行政争议，哪里就有调解”；建立

“执法前风险预警、执法中说理引
导、执法后跟踪回访”闭环机
制，让调解成为执法标配环节；
加强与法院、司法、等部门的协
同，建立定期联席会议、案例共
享、联合培训机制，形成“部门
联动、上下贯通”的大调解格
局，确保调解室真正发挥其在预
防和化解行政争议、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方面的积极作用。

新闻延伸：

市交通运输行政争议调解室
能调解哪些纠纷争议？

根据去年底实行的《安庆市
交通运输局行政调解工作制度(试
行)》，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对市交通运输局行使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行政裁量权作出
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与市交通局之间的行政
赔偿或行政补偿纠纷；交通建设、
公路养护、道路运输、路政管理、
港航管理等领域，依法可以调解
的民事纠纷；其他涉及交通运输
行业管理可以调解的争议和纠纷
等进行调解。

申请行政调解需要符合什么
条件？

包括申请人是与矛盾纠纷有
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调解事项与
市交通运输局行使行政职权有
关；申请调解的事项具有可调解
性；申请人未选择其他解决途径。

哪些情形不适用行政调解？
包括人民法院、行政复议机

关、行政裁决机关、仲裁机构等
有权处理机关已经依法作出处
理，或者已经过信访复查、复核
的；另一方当事人不明确的；已
经超出行政复议、行政裁决、仲
裁、诉讼期限的；当事人就同一
事实以类似理由重复提出行政调
解申请的；法律、法规、规章规
定不适用行政调解的情形。

交通运输行政争议调解室揭牌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沈永亮 通
讯员 郑本一）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今夏安庆一地小麦亩产破千斤、逼
近1200斤，打破安庆小麦亩产记录。

5 月中下旬，在皖河农场三益分
公司1100亩示范田内，皖河农场公司
邀请了来自湖北省农科院、安徽省农
业农村厅、安徽省农科院等单位的专
家，现场随机选取3个样点，经联合收
割机实收、扣除杂质与水分折算后，平
均亩产达583.91公斤，刷新该场千亩
连片小麦产量纪录。

据了解，2024年全国小麦平均亩
产约为390公斤。今年是皖河农场公
司大面积种植小麦的第三年，过去几
年，该农场小麦平均每亩产量约为
410公斤。今年，通过新技术应用，该
农场平均每亩增产 170 多公斤，实现
了面积、产量的大幅突破。

近年来，安庆市认真落实“藏粮于
技”战略。小麦种植过程中，各地纷纷
开展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集成示范
推广高产多抗优质品种、精细整地、种
肥同播、降渍排渍、“一喷三防”病虫害
防控以及抗逆管理等技术，为小麦稳
产高产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 5 月
底，全市83万余亩小麦收割完毕。据
市农技推广中心实地调研后综合估
算，全市今夏小麦亩均增产3%至4%。

583.91公斤！

千亩连片小麦

产量纪录刷新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永生
通讯员 赵丽）今年6月是第24个全
国“安全生产月”。6月16日，2025年
安徽省暨安庆市“安全宣传咨询日”活
动在皖江公园举行。活动以“人人讲
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
隐患”为主题，通过面对面学习交流安
全知识、展示安全生产技术装备，尤其
是新质生产力在安全生产领域的广泛
应用，增强全民安全生产及防灾减灾
救灾意识，提升公众安全素质和安全
技能，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活动现场，省应急厅、市应急局、
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设立
咨询展台，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有奖问
答等形式，向群众普及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应急知识等。在安全生产装置
体验展示区，实时传输现场音视频的
AR 单兵智能头盔、可深入危险场所
的消防灭火机器人、高速巡航的水上
无人船、能够感知抚摸力度并做出反
应的机器狗等一系列应急救援“黑科
技”吸引市民们纷纷驻足。一旁的舞
台上，快板书《安全警钟时时敲》、黄梅
戏《戏韵安全·万家欢》、机器人模拟现
场救援等精彩节目让现场掌声连连。

安全宣传咨询日

活动举办

当前正值瓜蒌生长旺季，6月
16日，岳西县响肠镇千佛塔村村民
在瓜蒌种植基地进行整枝打杈、引
藤上架、施肥等工作。

近年来，岳西县充分利用资源
禀赋，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通过
“村集体+公司+农户+基地”等模
式，大力发展瓜蒌产业，推广瓜蒌新
品种，形成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
体的产业链，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通讯员 吴均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