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第1111337722期期

202233年55月1188日 星期四四

本报职业道德建设举报电话：3 9 3 6 6 6 9

本月值班：查 琦 本月执行发稿：郑 策
本版责编：苏 娟 版式设计：李 杨

新闻热线：（0564）3936678 编辑部:3936656 广告部:3836661 发行部:3936675 传真：3936680 印务公司：3630389 3632811想知道更多新闻，请点击新浪微博@六安发布 在线读报（网址：http://www.wxrb.com.cn www.luanw.com） 六安新闻网（网址：http://www.luaninfo.com/） 编辑部邮箱：wxrbsbjb2012@163.com

代号25——— 29皖西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34-0013 今日8版中共六安市委主管主办

农农历历癸癸卯卯年年三三月月廿廿九九

本报讯（记者 曹辰）5月
16日下午，市委书记叶露中到
市开发区调研重点在建项目，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聚焦主责主业，理顺体
制机制，坚持创新驱动，不断激
发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市
领导刘洪洁、卢俊，市委秘书长
汪宏军等参加调研。

叶露中先后来到晖煌科技、
多利新能源、鼎宏橡塑、美迪房
车、屹珹新材料、凯斯汀科技等
企业，深入项目在建工地和工厂
车间，详细查看项目建设推进进
度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并听取
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叶
露中指出，今年以来，市开发区
聚焦“工业强市主阵地、高质量
发展增长源”的功能定位，认真
贯彻落实全市开发区创新升级大
会精神，招商全流程管理不断强
化，在建项目推进情况良好，节
约集约用地水平大幅提高。但也
要看到，推动体制机制改革步伐
不快、招商引资有效线索少等问
题依然存在。下一步，要进一步
强化市开发区是市委、市政府的
开发区这一思想观念，围绕建立
健全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的现代
开发区管理制度，紧抓重点任
务、补齐短板弱项，深入实施
“三位一体”决定性工程，不断
开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叶露中强调，要进一步优化
开发区政务服务功能，提升办事
效率和服务质效，着力解决企业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
题。要提高招商引资信息收集和
捕捉能力，建立健全项目信息收
集、筛选、交办、跟踪全过程工
作机制，促进招商项目信息线索
尽快转化为招商引资成果。要着
力优化开发区规划布局，对照国
土空间规划总体要求，不断完善

开发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规划，为产业项目落户预留发展空间。要规范
设置开发区内设机构与派驻机构，确保各机构、各部门功能完备、科学
合理、高效运转。

本报讯(记者 黄雪彦)5月15日是国际家庭日，日前全国妇
联揭晓1000户全国最美家庭。我市刘行文、沈海2户家庭入选。

刘行文家住金安区三十铺镇四十铺社区，共有亲姊妹六
个，父母在堂。高龄患病的父母不愿意和子女们同住，妻子万圣
琼十五年如一日，早晚两趟到老人住处照护。作为排行老大的
刘行文为人正直，家族里偶有矛盾，只要刘行文一出面，准能

“摆平”。大家庭近三十年来一直和谐相处，其乐融融。“忠厚传
家，明德敬业”是刘行文的家训。儿子和儿媳受父母熏陶，一直
相敬如宾，用心教育孩子。儿子王军成是一名党员村医，他一直
以父亲为榜样，全身心服务乡亲。

沈海和张芹是金寨县一对90后夫妻，两人十年如一日照顾
病重父亲，书写着“百善孝为先”的中华家风故事。2011年沈海家
突遭变故，父母先后病危，爸爸患脑溢血、偏瘫、大小便失禁，妈
妈心脏病恶化，生活均不能自理。为了更好地照料父母，沈海毅
然选择带父母上大学。也就是从那时起，作为大学校友、金寨老
乡的张芹走进这个苦难的家庭，和沈海一起照顾父母。毕业后，
沈海和张芹选择回到金寨工作。2017年沈海和张芹正式结婚。走
上工作岗位后，沈海用真诚细致贴心的服务，赢得了办事群众的
肯定与点赞，先后被评为六安市青年岗位能手、六安市技术能
手、金寨县优秀共产党员；张芹也被评为金寨县最美教师。

六安两户家庭入选“全国最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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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好一半禾，苗好七分收”。眼下，
正是水稻育秧的“黄金时节”。5月15日，
记者走进位于金安区木南现代农业示范
区的一处自动智能化育秧工厂里，新鲜
感和科技感扑面而来，只见一台台长
31 . 8米、高5 . 5米的循环运动式育秧机上
满眼新绿、青翠欲滴，水肥一体化喷淋设
备不时喷出水雾，滋润秧苗，链条缓慢地
带动着秧盘从下往上循环转动，让秧苗
的光照和温湿度均匀而充足，让水稻育
秧不再“靠天吃饭”，大大提高育秧效率
和秧苗品质。

“我们这个流水线的育秧工厂，每套
设备有14层，可摆放3200个秧盘，目前
已安装了20套设备。与传统育秧相比，占
地面积大幅缩减。管理员只需指尖‘触
屏’，即可调节大棚温度、湿度，稻种就能
在最舒适的环境中生长，轻松‘按键’，经
催芽室高温发酵的稻芽通过自动化传
输，让秧盘上架，等待其破土而出。”基地
负责人高宗奇坦言，育秧难，难在不确定

因素太多，也难在温度、湿度不好掌控。
育秧智能化，大棚环境时刻在“掌控”之
中，可以实现育秧过程不靠天收，牢牢抓
住了粮食生产的主动权。

“育秧最佳温度一般控制在 2 3 -
26℃，湿度保持在50%-70%之间，光照
过强，就拉上遮光帘；湿度不够，就打开
喷淋系统；温度过高，就开启通风……”
高宗奇说，按这个温度和湿度设定，12—
15天左右水稻秧苗即可下田。和传统育
秧模式相比，除了节约育秧土地，还能预
防水稻秧苗期病虫害，出苗更快、质量更
好。
今年刚建成投入使用的钢结构玻璃

温室大棚，由安徽扬春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和木厂镇的石闸村、新庄村集体经济
组织共同投入建成，首批订单来自周边
部分乡镇种植户，已接到约1 . 7万亩的育
秧订单。值得一提的是，待育秧结束后，
育秧工厂还可作为蔬菜育苗、速生蔬菜
等生产用途，实现一棚多用，经济、生态、

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在育秧现场，高宗奇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基地按订单量，最高可以育7批秧
苗，1批出秧6 . 4万盘，可以满足3000亩
农田的插秧需求，相比传统育秧能节省
人工80%以上，育秧出苗率可达96%以
上，具有省水、省肥、省地、省工的优点，
一年一亩地（两季）能够降低成本600元。
以此为带动，育秧基地每年还可为两个
村集体及周边农户带来约40万元的经济
效益。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今年，中央一
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设施农业现代化
提升行动”“加快发展水稻集中育秧中
心”。近年来，为加强精耕细作、最大程度
确保粮食安全，金安区持续在“两强一
增”上发力，通过
科技强农，激活
第一生产力，通
过机械强农，夯
实现代农业装备

支撑，加快农民增收步伐。
在高宗奇眼里，有了高科技的加持，

育秧不再意味着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体力活，而是工厂化生产的技术活和脑
力活。看着即将送到裕安区城南镇关王
庙村200亩田的秧苗，高宗奇心中早已奔
向希望的田野。

采访中，木南现代农业示范区管委
会专职副主任卫峰告诉记者，水稻工厂
化育秧技术是促进粮食增产、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园区大力推广水
稻工厂化育秧技术，截至目前，园区的7
个育秧工厂，单季可为8万亩机插秧稻田
提供育秧服务，预计今年的插秧工作将
在6月底前完成，为实现粮食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育秧工厂”助农丰产又增效
——— 金安区智能化育秧中心一线见闻

本报记者 康家佳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征征程程 新新伟伟业业
——皖皖西西记记者者走走基基层层

本报讯（记者 桑宏）5月17日上午，市长潘东旭主持召开“我和市
长聊聊天”第二期视频交流会时强调，要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急难
愁盼”问题，不断提振企业发展信心，促进我市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市委常委、副市长王红，市政府秘书长鲍来花参加会议。

视频会上，8位企业家围绕人才补贴、技术创新、产品销售、行业标
准起草指导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诉求畅所欲言，介绍了企业发展中存在
的堵点和难点。潘东旭边听边记边问，帮企业分析问题、研究办法，对
一些共性问题，当场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要求与会相关部
门现场进行问题梳理，对企业诉求给予回应，对具体问题列出责任清
单，明确问题解决时限和要求。他指出，广大企业家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开拓思路，立足企业自身资源和发展基础，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持
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企业发展新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为我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潘东旭强调，推广采用线上交流方式，目的是为了方便及时了解企业
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让企业诉求“一线直达”，节约企业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建立形式多
样的问题收集机制，扩大问题收集渠道，及时了解企业诉求和意见。要
主动研究，当好企业发展“纾困人”，梳理共性问题，从解决一个问题
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即收即办、急事急办机制和限时办结机制，确保
企业反映的困难问题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回应和解决。要积极研究惠企政
策，以更大的力度帮助企业“走出去”、拓市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
企业发展中遇到的“急难愁盼”，不断提振企业发展信心，促进我市民
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
“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讯（记者 桑宏）5月16日，市政协主席陈家本主持召开市政协
六届二十一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副书记、一级巡视员夏伦平，市政
协副主席梁修存、王仲儒、于军和秘书长徐其进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市政协“以‘小田并大田’为抓手，加快高标准农田建
设”对口协商活动综合调研报告、持续推进“六安商量”工作实施方
案、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调查研究工作实施办法和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方
案；听取了市政协2022年度履职成果汇编编印情况汇报。

陈家本指出，持续将“六安商量”打造成商量成就事业、商量促进和
谐的协商民主品牌。加强对县区政协工作的指导，加快推进县区商量平
台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发挥委员主体作用，建好用好商量平
台，广泛对接开展各类基层协商活动。

陈家本强调，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及省委、市委大兴调查研究的部署要
求，主席会议成员要按照方案确定的调研课题、时间节点和方法步骤，
精准“把脉问诊”，积极建言献策，发挥示范引领作用，真正做到协商
监督有依据，凝聚共识有基础，建言献策有质量。

市政协六届二十一次
主席会议召开

体验考古

探寻历史

本报讯（夏鹏飞 记者 曹
辰）近日，在安徽省六安市鸿源食
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经过六
安海关检验合格的 1 8 0 0箱、重
19 . 6吨的龙虾产品正在装车，新一
轮的“龙虾热”席卷海外市场。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小龙虾市
场逐渐复苏，作为夏季霸榜的美食
单品，小龙虾不仅深受国内消费者
的喜爱，还赢得了众多海外消费者
的青睐。“我们地处大别山区，水土
肥沃，小龙虾肉质鲜美，龙虾产品
热销海外，今年以来订单逐渐增
多，市场前景很好，出口量猛增，这

也得感谢去年六安海关指导并帮
助我们获得了美国、欧盟的出口资
格。”安徽省六安市鸿源食品有限
公司负责人李宪忠说。

为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
六安海关在企业技改、车间布局、流
程改造等阶段提前介入，指导企业
获得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出
口资格，完善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监
测体系，构筑“养殖-加工-出口”全
链条监管闭环，协同企业在原料验
收、生产加工、成品检验等关键环节
开展溯源记录，健全兽药残留监控，
实现全过程严密监管，保障出口淡

水小龙虾原料及其产品质量安全。
据了解，为支持我市食品生产

企业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六安海
关结合开展“合畅2023”系列活动，
推行出口生产企业、养殖场备案和
对外推荐的线上办理，推广检验检
疫证书“云签发”模式，实现随报随
检、证书签发“零等待”的属地查检

“绿色通道”，推动地方特色农产品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端上国际大餐
桌。1-4月，我市共出口淡水小龙虾
产品372吨、货值3932 . 6万元，较上
年同期分别增长30 . 5%、47 . 1%，小
龙虾产业呈现爆发式增长。

我市小龙虾端上“国际大餐桌”

本报讯（韩厢君 记者 康家
佳）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帮助
企业开拓发展视野，提升创新发展
能力，金安区积极与上海市松江区
对接，于5月16日在上海商学院举
办首届“金马花开”青年企业家就
业创业特训营，推动就业创业工作
提质增效。

据了解，此次特训营的参训对
象以金安区内各类中小微企业的

青年企业家、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为
主，31名参训学员将开展为期6天
的培训，采取专题讲座和参观学习
相结合方式，培训课程涉及互联网
时代企业直接融资、品牌构建与市
场营销等多项内容。丰富的课程、
专业的指导，旨在
帮助区内中小微
企业了解经济发
展最新动态和趋

势，学习先进经验，提升以科技求
创新、以管理谋发展的能力。参训
学员们表示，将倍加珍惜培训机
会，学有所思、思有所悟、悟有所
行、行有所效，更好地为金安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金安31名青年企业家赴上海“充电”

看看上上上海海海 求求突突突破破破 做做示示示范范范

本报讯（记者 储勇）为进一
步便利市场主体准入准营，助力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市市场监管局六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积极推行
行政审批“证前指导”服务，将行政
审批审查环节前移，提升企业办事
效率和审批效率。截至目前，共对8
家食品经营企业、1家食品生产企
业、1家药品经营企业开展了证前
指导服务。

据悉，市场主体在正式申请办
理食品经营许可、食品生产许可、
药品经营许可、医疗器械经营许可
前，可根据自身意愿和需求从企业
开办窗口填写《证前指导服务登记
表》并通过扫码提交到行政服务中
心。政务服务窗口收到《证前指导
服务登记表》后，在1个工作日内将
需要进行“证前指导”服务的任务
派发至指导人员。指导人员根据申

请人提供的联系方式，对申请人提
交的表格、布局图、现场图片等材
料，在3个工作日内进行远程或现
场指导，并出具《证前指导意见
书》，明确需要调整的具体指导意
见。该局通过行政审批“证前指导”
服务，提前介入、主动服务，大大节
约了市场主体开办时间、人力和财
力成本，让市场主体开办更便利、
更省心。

六安开发区推行行政审批“证前指导”服务

潘东旭在“我和市长聊聊天”
第二期视频交流会上强调

革命老区大别山主峰脚
下的霍山县磨子潭镇宋家河
村，2016年之前山路坑洼不
平，老房子也多半是破旧的，
许多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
老人在家种茶。现在的宋家
河村，柏油公路通到村口，一
栋栋民居掩映在绿水青山
中。几年间，宋家河村已由过
去的偏僻落后村变成“网红
村”。

“小时候，每到茶季我都
会跟随父亲上山采茶，天刚
蒙蒙亮，我们就背起竹篓出
发，通往茶山的小路蜿蜒曲
折，非常难走，然后是一次又
一次的弯腰、低头、分辨、采
摘的过程，但是每当翠绿的
鲜叶装满茶篓，我又会满心
欢喜……”谈起回乡创业的
初衷，作为“网红村”华丽转
身的见证者程浩如是说。

1 9 8 9年出生的程浩，
2011年大学毕业后回县城
工作，2016年决定回乡创
业，创建了以霍山茶旅文化
为核心的、多维度产品聚合
品牌“鑫茗雨”，并竭力打造
5 0 0 里 六 安 茶 谷重要节
点——— 宋家河古村茶栈。多
年来，在党委、政府的关心引
导下，依托茶叶产业、创新茶
旅融合、文旅融合，探索出一
条符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

程浩告诉记者，宋家河村是霍山黄芽的核心产区之
一，以前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生产技术，制约了产业的
发展。2016年随着大别山旅游通道的全线贯通，美丽乡
村的全面推进，让这个偏远的小山村迎来了发展的新机
遇。于是，他和年轻的团队一起，带着热爱归来，立志将
家乡变成有梦的地方。回到了家乡的这片热土，程浩追
随父辈们的脚步，走遍了大山里3000亩茶园，从源头把
控质量，从工艺传承匠心。先后建立霍山黄茶科研、生
产、包装车间5000平方米，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模式，精挑细选以霍山黄芽为核心的高品质农特
产品，全面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带动全村及周边
1000多农户，户均增收过万元。

（下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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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5月
13日，市图书馆联合市文物保护中心开展
“阅游六安——— 在国际博物馆日，邂逅历
史印记”研学活动，组织30名小读者前往
皖西博物馆、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九里沟
遗址挖掘现场、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原址，
通过科普六安考古发掘历史文化知识、参
加考古体验、观摩文物修复过程等活动，
近距离接触和感受发掘文物的艰辛与乐
趣，激发青少年学生热爱优秀历史文化和
探索历史足迹的热情。据悉，2023年“5·18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可持续性
与美好生活”。
图为九里沟遗址挖掘现场，工作人员

在为同学们讲解考古知识，介绍遗址出土
遗物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田凯平 通讯员 朱颖 摄


	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