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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农历历乙乙巳巳年年三三月月廿廿九九

牢牢记记嘱嘱托托
感感恩恩奋奋进进
——安安徽徽往往前前赶赶

淠水悠悠，润泽皖西沃野；山川叠翠，绘
就振兴新篇。近年来，我市锚定农业强市目
标，以科技为笔、改革为墨，在希望的田野上
奋力书写乡村振兴的时代答卷。从麦浪翻滚的
千顷粮田，到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的致富基地，
再到白墙黛瓦相映成趣的和美乡村，一幅农业
兴、农村美、农民富的壮美画卷正在皖西大地
上徐徐铺展，奏响激昂奋进的时代乐章。

稳粮保供筑根基 沃野田畴绘“丰”景

春日暖阳下，记者走进叶集区洪集镇大桥
村，一幅生机勃勃的现代农业新图景跃入眼
帘。曾经高低错落的小块田已不见踪影，取而
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平整良田，笔直的田埂如
棋盘般纵横交错，5000余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已
基本竣工。其中，2000余亩稻虾示范片田与
3000亩普通水田焕发着新生机，彻底改写了过
去“小块田、薄土层、低产量”的旧貌。

“以前都是零散的小块田，土层薄、产量
低，灌溉也不方便。”据大桥村村委会副主任
吴成龙介绍，自去年10月项目启动以来，通过
土地平整、沟渠疏浚等工程，曾经高低不平的
土地如今变成了规整连片的大农田，不仅便于
机械化作业，抗旱能力也大大增强。看着眼前
的变化，种田大户潘永华满脸喜悦：“现在改
成高标准农田，机械进得去，插秧效率高，今
年肯定是个丰收年！”

这正是我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生动写
照。2024年，全市新建、改造高标准农田46万
亩，位居全省第二。在稳定粮食种植面积上，
我市积极探索创新，在稻虾田发展再生稻，实
现“一田双收”。数据显示，2024年全市粮食
播种面积达918 . 33万亩，稳居全省第五。

与此同时，我市通过引导土地适度流转，
大力推行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2024年，全市
50亩以上规模粮食生产经营主体达1 . 8万户，
累计流转面积334 . 9万亩，粮食生产社会化服
务面积达215万亩。此外，还制定科学的种植

茬口调整方案，推广优良品种，推进水稻机插
秧和稻麦生产全程机械化。2024年，全市水稻
机插秧率达65 . 2%，新增综合农事服务中心12
个 ， 主 要 粮 食 作 物 生 产 全 程 机 械 化 率 达
86 . 25%。全年粮食总产73 . 5亿斤，实现“二
十一连丰”。

特色产业促增收 乡村振兴添活力

“你瞧这些大白鹅，哪是普通家禽？分明
是会走路的‘金疙瘩’！”春风拂面，养殖户
张圣尧正将饲料均匀抛洒，看着蜂拥而至的鹅
群笑得开怀。他掰着手指算起经济账：“鹅苗
每只35到42元，出栏时按每斤16、17元的市
价，单只12到14斤的成鹅已是可观收益，再加
上鹅蛋、鹅绒，鹅全身都是宝！”

走进裕安区狮子岗乡的家园养殖有限公
司，宛如一幅鲜活的春日牧鹅图。成群结队的
皖西大白鹅或曲颈梳理如雪羽毛，或在草地上
昂首踱步，此起彼伏的“嘎嘎”声奏响欢快乐
章。谈及未来规划，张圣尧眼中满是憧憬：

“未来我们计划扩建标准化养殖区，还要带着
周边农户成立养殖合作社。咱们‘抱团取
暖’，从鹅苗培育、生态养殖到深加工，把
‘鹅经济’产业链做精做长！”

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特色产业作为乡村振
兴的重要抓手，重点推进茶园、中药材基地改
造提升和白鹅、麻黄鸡等畜禽规模养殖场标准
化建设。2024年，全市新建规模种养基地95
个，为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金融支持方面，创新开发龙头企业贷等
金融产品，为726家经营主体融资7 . 22亿元。
全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净增14家，总数达
494家，位居全省第一。同时，加强现代农业
产业园区建设，提升产业集聚度和承载力。
截至2024年底，全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绿
色食品加工产业园综合产值分别达389 . 44亿
元、368 . 9亿元。

和美乡村展新貌 幸福生活入画来

漫步在金寨县槐树湾乡万冲村熊楼中心村

庄，宽阔平坦的柏油路穿村而过，白墙黛瓦的
农家小院错落有致，美丽的乡村画卷徐徐展
开。“以前村里道路坑洼不平，垃圾随处可
见。现在路修好了，环境变美了，住着特别舒
心！”村民孙晓华高兴地说。

槐树湾乡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为
抓手，创新“六星评比”“多网合一”等治理
机制，先后建成6个和美乡村省级中心村、26
个美丽宜居自然村庄，实现从“一处美”到
“全域美”的蝶变。

我市坚持规划引领，在
“两带三环”和美乡村示范带
科学布点，按照“村庄美、产
业特、市场主体强”的标准，
“一村一策”推进精品示范村
建设。2024年，全市成功申报
2 1个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
村，位居全省第二；新建美丽
乡村省级中心村94个，数量全
省第一。

同时，深入推进农村“三大革命”，扎实
开展“五清一改”村庄清洁行动和万村清万
塘行动。截至2024年底，全市累计实施农村
改厕39 . 95万户，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
善。

深化改革促发展 绿色发展提质效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动力源泉。我市稳步推
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改革试
点。裕安区整区推进试点工作，已基本完成
2024年任务，其他6个县区试点乡镇延包合同
签订率达96%，超过全省平均进度。同时，不
断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规范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在推进农业安全可持续发展上，我市强化
安全生产排查监测，开展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
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化“平安渔业”创
建，开展“变拖专项整治”。强化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2024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定量
检测9775批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3294批
次。

此外，大力推广生态循环种养模式，落实
化肥施用定额制、农药购买实名制，推进农业
生产废弃物综合利用。目前，全市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覆盖率达94 . 5%，主要农作物统防统治
覆盖率超61%，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5 . 84%，农
膜回收率达85 . 95%，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
达94%，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田田畴畴““耕耕””新新 绿绿涌涌皖皖西西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杨杨 子子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岳岳阳阳 田田凯凯平平 摄摄江江淮淮果果岭岭蜜蜜桃桃丰丰收收。。
金金安安区区城城北北镇镇游游人人乘乘坐坐观观光光小小

火火车车徜徜徉徉在在油油菜菜花花海海中中。。
裕裕安安区区江江家家店店镇镇荒荒坡坡岭岭上上建建成成

的的分分布布式式地地面面光光伏伏。。
金金寨寨县县青青山山乡乡十十里里溪溪民民宿宿依依山山傍傍水水。。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5日召开会
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
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聚力攻坚，各项宏

观政策协同发力，经济呈现向好态势，社会信心持续提振，
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同时，我国经济
持续回升向好的基础还需要进一步稳固，外部冲击影响加
大。要强化底线思维，充分备足预案，扎实做好经济工作。

(下转四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月23日，
霍山县太平畈
乡的五峰山山
巅，漫山遍野
的杜鹃花与蓝
天白云交相辉
映，置身其中
如梦如幻，让
人心旷神怡。
地 处 皖 鄂

两省三县交界
处的霍山县太
平畈乡，有得
天独厚的大别
山 深 山 小 气
候，每年四月
下旬，五峰山
上的杜鹃花娇
艳欲滴，蔚为
壮观。

通讯员
刘正祥 摄

本报讯（聂焱 记者 谢菊莲）近年来，我市加快推进茶产业
标准化建设，通过政策引导、科技赋能和精准培育，推动“小茶叶”
迈向“大产业”。2025年，市财政预算安排3930万元衔接资金，专项
用于支持各产茶县区标准化茶园、标准化茶厂等重点工程建设。全
市新建和改扩建六安瓜片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基地3 . 7万亩，其中新
建标准化茶园1500亩，改建3 . 55万亩。

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加强茶叶投入品源头管理，将全市18 . 2
万亩病虫害绿色防控任务落实到具体点位和主体。积极选育推广优
良茶树品种并取得显著成果。在茶园建设方面，金寨县6个乡镇建设
标准化茶园6处；裕安区石婆店镇新建1300亩高标准茶园及配套设
施，独山镇新建茶园550亩。此外，我市还制定了《六安市标准化茶厂
建设规范》，在裕安区独山镇新建标准化茶厂3个；霍山县诸佛庵镇
标准化茶厂已完成厂房建设和设备安装，正在开展SC认证工作。

科技赋能加速产业升级。我市已完成8万亩茶园测绘上图和登
记管理工作，推动六安瓜片大数据中心试点工作在裕安区、金寨县
部分六安瓜片生产企业开展授权赋码。目前，首批总面积437 . 3
亩、296块六安瓜片核心茶园数据已接入系统，激活茶园电子证农
户359户，整合11家持证优质企业、8家包装企业、4家检测机构。自
4月6日市级六安瓜片大数据中心上线以来，系统已发放溯源码
2 . 5万张。金寨县麻埠镇已落实6家主体和571亩茶园开展测绘上
图，数据纳入数据中心统一管理。

精准化培育助力企业发展。在企业培育方面，金寨县大别山香
源茶叶公司国家级龙头企业认证已通过公示，金寨县永生利生态茶
业有限公司已入规。裕安区、霍山县正力争在年底前将品六茶叶有
限公司、安徽三叶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培育为规上企业。霍山迎驾
山泉公司一季度产值达到18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突破1亿元。此
外，我市还支持六安市金六茶厂研发推广“徽小六”六安瓜片茶啤
酒，支持大别山香源茶叶有限公司深化与“霸王茶姬”合作，对接“茶
颜悦色”产品需求，已签约意向性工业用茶3000吨原料供货订单。

“ 标 准 化 + 科 技 ”助 力
我 市 茶 产 业 蓬 勃 发 展 五五峰峰杜杜鹃鹃别别样样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红

本报讯（记者 李珊珊）“职业病
包括哪些病种”“职业病有哪些危害，
该如何预防”……4月25日上午，在位
于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安徽星瑞齿轮
传动有限公司，一场职业健康宣教活动
拉开了我市2025年《职业病防治法》
宣传周的序幕。

4月25日至5月1日是全国第23个
《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今年的宣传
主题为“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为深
入宣传贯彻《职业病防治法》，进一步

推动落实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政府领导责
任、有关部门监管责任和用人单位主体
责任，切实保障广大劳动者职业健康权
益，市卫健委（疾控局）联合市民政
局、市人社局、市医保局、市总工会以
及六安开发区举办《职业病防治法》宣
传周启动仪式并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
板、发放宣传折页和手册、义诊咨询等
形式，向参与职工、现场群众普及职业
卫生防治、职业心理健康、尘肺病救治

救助等相关知识以及劳动者享有的职业
卫生权利，解答广大职工关心关注的职
业病问题和个人诉求，引导大家通过合
法途径维护自身职业健康权益。

据悉，宣传周期间，我市将持续开
展职业健康知识进企业活动，指导劳动
者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同时，结合“精
神卫生服务年”行动，举办职业人群心
理健康知识讲座，为劳动者提供心理咨
询、疏导和干预服务，帮助缓解心理压
力，保持健康心理状态。

我市启动《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

本报讯（郑成成 记者 杨秀玲）为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激活
农业生产要素，金寨县积极开展农业生产设施抵押担保贷款试点
工作。4月23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金寨县支行成功向金寨县安农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发放150万元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该笔贷
款的落地，标志着自农业农村部批准金寨县开展农业生产设施抵
押担保贷款试点以来，县域内首单贷款顺利达成。

为充分调动贷款主体和合作银行的积极性，金寨县对符合条
件的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项目提供贴息支持，为试点工作的顺
利开展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金寨县严格遵循“自愿申请、严格审
查、据实登记、设施与用地一致”的原则，对县域内依法取得的农业
生产设施进行规范化管理。通过系统梳理设施建设用地所有权、投
资结构、规模及空间位置等产权信息，持续完善农业生产设施产权
登记制度，建立详细的登记台账。同时，将信用良好、经营效益显
著、贷款意愿强的优质经营主体，定向推送至各金融机构，鼓励其
为农业生产设施抵押贷款提供贷款服务，全力提升金融服务的精
准性、便捷性、高效性。

2023年9月，金寨县被列为全省首批农业生产设施确权登记
和抵押贷款试点县。此次试点工作的开展，旨在盘活农业生产中的

“沉睡”资产，致力于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有权可抵、有物可
押、有资可用”的金融服务体系。目前，通过农业经营主体资格审
查、专业测绘、外业套图、信息比对、登记发证等标准化流程，全县
已开展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确权登记18宗，下一步将陆续为有需
求的经营主体发放贷款，有效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发展
需求，为农业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金 寨 县 发 放 县 域 首 笔
农业生产设施抵押担保贷款

本报讯（张正武 陈孝军
记者 徐有亭）“今年县水

利部门积极筹措资金，提早开
展了灌溉渠道清淤整治，现在
渠水流畅，再也不用为引水灌
溉发愁了。”近日，霍邱县纪委
监委工作人员在对孟集、花园
等乡镇进行春灌督查时，当地
群众满意地说。

粮 食 安 全 是“ 国之大
者”，保春灌就是保粮食安
全。今年以来，霍邱县灌区上
游大型水库蓄水严重不足，
中小型水库、河湖蓄水量明
显偏少。县纪委监委和各乡
镇纪委紧盯春灌用水，强化
日常监督，回应群众关切，帮
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以监督之力为春灌护航。

为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该县纪委监委采取“室组地”
联动的方式，围绕引水调水、
干部履职尽责等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紧盯调度计划、灌溉方案、修缮修复、渠
系疏浚、库塘清淤等重点环节进行跟进监督，督
促相关职能部门下好蓄水引水“先手棋”，打好春
灌用水“主动仗”，加大水源水量保障力度，做到
能引尽引、应灌尽灌、保灌保量。

针对群众反映的沟渠堵塞、泵站检修养护不
到位等问题，督查组深入实地现场查看情况，并
询问群众意见、倾听群众建议，督促相关职能部
门以及各乡镇全面排查灌溉系统，认真做好渠道
清淤和泵站检修养护等，以强有力的保障，让农
田“喝”上及时水。截至目前，该县汲东水利中心
筹资50余万元清淤整治渠道，维修49座水库，泵
站提水400万立方米。投入110余万元，对沿淮沿
湖13座排灌站进行维修养护，对沿岗河进行生态
补水3亿立方米。

霍
邱
县

一
线
监
督
护
航
春
灌

今年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8 . 7%，规下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6 . 8%，背后实则隐藏着另一组数据：
96 . 9%的企业诉求解决率与100%的政策
精准匹配率，揭示着我市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新路径。当传统招商扶商政策边际
效益递减，我市通过数据要素重构政企
关系，开启了营商环境优化的新模式。
我市破局的关键，在于用数据智能破

解“政策悬浮”难题。今年1月，我市构建的
“企业数字画像”，让“企业找不到政策，
政策找不到企业”的困局，被“政策计算
器”彻底打破。该系统归集112类市场主体
数据，通过43个算法模型实现需求精准识

别。这套机制不仅将政策申报周期压缩
75%，更催生出“订单贷”“农时贷”等创新
工具，突破性的是信用数据价值的释放，
霍邱县将企业信用积分转化为融资额度，
创造3天极速放贷记录，44家中小微企业
通过“一键申贷”获贷2600万元，户均放贷
周期从15天压缩至3天。这种将数据要素
转化为生产要素的创新，不仅解决了62%
的制造业融资需求，更重塑了银企互信机
制——— 银行不良贷款率同比下降0 . 8个百
分点，证明精准风控可以破解金融机构
“不敢贷”的难题，验证了数据要素转化
为生产要素的可能性。
今年我市创新的“五步闭环”机制，

将分散的涉企服务整合为标准化流程。
通过54项复杂问题提级督办、3577个用
工需求精准对接，形成“问题解决可追
溯、服务效能可量化”的治理模式。这种
系统化改革催生两个质变：政务人员从
“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感知”，562名法律
顾问驻点开展3 . 2万次“法治体检”；服务
重心从“短期纾困”转向“生态
培育”，推动企业技改投资
增长25%、数
字化转型率
提 升 至
42%。
(下转四版）

“数据治理”何以成为优化营商环境的“密钥”
杨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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