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滁州市一家庭农场负责人龚大福：

“种地有技术，绝对有奔头”
■ 本报记者 史力

本报通讯员 王亚

冬至已过，天气愈加寒冷。 空旷的田
野里，一片片绵延相连的麦田，犹如碧绿
的地毯铺在大地上，望过去赏心悦目。

12 月 23 日一早， 滁州市南谯区乌衣
镇大同圩村，55 岁的龚大福背着手沿着田
埂漫步，看到长势喜人的小麦，满心欣喜。
“今年最大收获就是掌握了侧深施肥技
术，多亏了它水稻才丰收。 ”说罢，龚大福
黑黝黝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龚大福是滁州市龚大福家庭农场的
负责人，种了 40 余年地了。 他所说的水稻
侧深施肥技术，正是滁州市今年实行农艺
农机相结合推进化肥减量增效，保护耕地
质量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
“今年市里水稻侧深施肥现场观摩活动就
是在我家的示范田里举行的。 ”龚大福颇
为自豪地说。

作为种粮“老把式”，龚大福起初对这项
技术心存疑虑， 在农技人员的宣传推广下，
今年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购置了一套水稻
侧深施肥装置，1000 多亩水稻田有一半用
上了这项技术。等到收割的时候他笑了，“每
亩增产约 160斤，800亩就是 12.8万斤”。

说起侧深施肥的优势 ， 龚大福如数
家珍：“水稻侧深施肥确实是项 ‘减量增
效’的好技术。 它可以减少施肥量，节约
成本，并且有效降低土壤污染。一般一亩
田少施肥 5 公斤至 8 公斤。 每亩水稻平
均增产 8%以上，可增收 100 元以上。 ”尝
到甜头的龚大福计划明年再增购 3 套水
稻侧深施肥装置。

身为“60 后”的龚大福，饥饿的记忆曾
伴随着他的童年，深知粮食稳产高产对国
家的重要性，他也像一株水稻深深扎根田
里，见证并感受着现代农业的发展，从耕
牛到 “铁牛 ”，从 “种地看天 ”到 “精准预
报”，从手挑肩扛到互联网、物联网等科学
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运用，龚大福由衷
感慨：“种地有技术，绝对有奔头！ ”

·链接·

各地围绕新型种粮主体，加强生产指
导服务，培育推广关键技术，促进粮食生
产高质量发展。一年来，我省在 20 个县开
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集成创新绿色高质
高效技术模式 47 套， 应用辐射带动 750
多万亩 ， 培育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677 个， 科技已经成为我省粮食高产稳
产的重要支撑。

美世嘉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经理张伟：

“金融活水涌，经营闯劲足”
■ 本报记者 何珂

“现金流吃紧、复工复产又面临着更
大的资金需求。 ”回想起今年上半年的情
况，安徽美世嘉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张伟不由得紧锁眉头。

两年前，公司入驻全椒县大墅产业新
城，本想大干一场，没想到遇上疫情，资金
出现了缺口。

“以前我们的应收账款回笼很快 ，疫
情发生后客户打款期限普遍延长 。 复工
复产之后，新订单又纷至沓来，材料采购
资金却没有着落，工人工资又不能少，感
觉从来没有为钱的事这么犯愁过 。 ”张
伟告诉记者 ，去年 ，因扩大规模需要 ，从
银行抵押贷款 300 万元，再想贷款 ，并非
易事。

5 月底， 张伟接待了一批让他又惊又
喜的人，来的是县金融服务中心和县担保
公司、建设银行、农商行等金融机构的工
作人员。

“企业落户在乡镇，成立的时间也比
较短， 因此获得的银行贷款金额比较低，
我们经过评审决定为企业提供担保，帮助
其增加贷款额度，解决融资难题。 ”听完县
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经理何明群的
一番话，张伟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不到
半个月时间，张伟接到银行电话，听说贷

款手续已办好，他饭也顾不上吃就赶往银
行。 核对资料、签名认可……20 多分钟就
办好了所有手续，600 万元的担保贷款也
顺利入账。

“购买原材料 、先进设备 ；接洽更多
订单；招聘员工等，我们忙得很开心，‘弹
药’充足，干活有劲。 ”12 月底，美世嘉新
材料有限公司的厂房内，机器轰鸣，张伟
指着一台机器告诉记者：“这是最近新买
的设备———压缩包装机 ， 一台就要几十
万元。虽然价格高，但是产品体积能缩减
60%以上，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金融活
水‘涌’，经营闯劲足。 ”

走在公司里， 随处可见忙碌的员工。
“年初 50 多人，现在有 80 多人了，还打算
再继续招人呢。现在每个月的产值有 1000
多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以上。 ”张
伟笑呵呵地说。

·链接·

今年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 全省金融系统围绕稳企业保就业，
用好用足国家信贷支持政策，加大对小微
企业等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支持，推动小
微企业信贷“增量、扩面、提质、降本”。 截
至 11 月末 ， 我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5974.6 亿元 ，同比增长 25.7%，较年初
增加 1146.5 亿元。

托举市场主体
呵护烟火气息

胡 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明年要
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要着力
优化供给结构，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在优化供给体系中
处于核心地位。

疫情冲击打乱经济运行节奏， 也更加深化了对经
济发展的规律性认知。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是经济体
系优化升级的必然路径，疫情造成的供需衔接受堵、市
场运行不畅、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更加直观地凸显出
畅通产供销体系大循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
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才能引领经济活力涌流、持续
奔涌向前。

基于这一认知，在疫后经济恢复的进程中，市声
喧嚣、“人间烟火”里蕴藏的原生动力活力更加受到珍
视和呵护。 “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万千创新创业
者的勤劳拼搏，特别是经历疫情冲击也全力“满血复
活”的韧劲，让广泛分布于楼宇商铺、寻常巷陌、工厂
车间内的烟火气息和繁忙场景，汇聚成为加快经济增
速转正、推动发展质量效率提升的不竭动力之源。 他
们不仅汇聚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彰显出社会进
步的向上活力。 在这个即将逝去的不平凡年份里，他
们每个人理应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头条”，而他们本
身也应当成为最值得关注的“年度头条”。

呵护这不一样的烟火， 让创新创业创造活力涌
流，不仅是广泛共识，更成为一致行动。 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强调，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大力度推进
改革创新，让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
户增加活力。 自上而下的部署与自下而上的探索形成
共振效应，就会让各类市场主体在最大程度上形成一
致向好的预期， 点燃他们内心中逐梦圆梦的拼搏激
情。 减税降费、普惠金融、水电气价，都事关中小微市
场主体对发展要素资源的公平性获得， 一些应急性、
阶段性的政策安排，应当在充分评估市场主体诉求的
基础上作出长效性制度安排。 包容性审慎监管、商事
制度改革、政务服务流程优化，各类市场主体的切身
感受，是每一项改革成效最直接的评价标准。 托举市
场主体应当成为长期性任务和重要的政策取向 ，各
类具体的政策举措相互协调，凸显普惠性和包容性，
具体和日常的监管， 彰显公平透明。 改革举措多了，
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就会走在前列，进而生发出更加
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自 9月 24日揭牌以来， 安徽自贸试验区聚
焦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加强

项目招引和项目落地

截至 11月底

协议引资额 2891亿元

安徽自贸试验区扬帆起航

共签约项目 311个

涉及集成电路、 新能源汽车、5G
及人工智能、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
等领域，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我省民生支出占全省财政支出八成以上

1月至 11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62.5万人

“十三五”期间

基本民生

其中企业 165.84万户
比“十二五”末增长了 155.59%

截至 11月底

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580.38万户
比“十二五”末增长了 110.34%

市场主体

粮食安全

今年粮食总产 803.8亿斤

居全国第 4位

实现“十七连丰”

年均增长率达 20.29%

2016年至 2019年

市场主体户数连续
4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22002200年预计水
稻和小麦口粮

作物播种面积

超过 88000000万亩

占全省粮食总面积的 73.33%

居全国第 4位

截至 11 月底，全省 33 项民生工程
已投入资金 1203亿元

其中，民生工程
五年累计投入达到
5260 亿 元 ， 惠 及
7000万城乡群众

▲ 五河县沱湖乡淮河村村民顾胜雨在

指导员工加工服装。 祖辈是渔民的顾胜雨
“上岸”务工学技，两年前春节回乡创办了
服装厂，吸纳村民就近就业。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望江县杨湾镇居民王昌明：

“告别‘水上漂’，上岸创业忙”
■ 本报记者 田婷

“今年鱼苗产量比去年高，每斤价格也
涨了五六角钱。 我前天刚卖出 8000 斤鱼苗
呢！”12 月 21 日，望江县杨湾镇杨闸社区居
民王昌明笑着说。

“70 后”王昌明初中毕业后，就成了泊
湖上的一名渔民。 前些年，他和妻子一同捕
鱼，每年大约有 10 来万元的收入。2019 年，
长江禁捕退捕工作启动， 泊湖也是禁捕重
点水域。

“2019 年底，我交出了渔船，拿到了 5
万元拆解补偿金。 政府还为我代缴社保，上
岸后有了基本保障。 离开‘水上漂’，我走上
了创业路，承包了 30 亩鱼塘，开始从事鱼
苗养殖。 ”王昌明告诉记者，“实际上，早在

10 多年前， 我就开始琢磨出路了， 一边捕
鱼，一边尝试着做水产养殖。 但当时养殖的
鱼苗卖不上价，养殖规模也小，捕鱼仍是我
的主业。 ”

长江禁捕退捕之后，鱼苗价格上涨。 王
昌明铆足了劲儿， 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鱼苗
养殖中去。 他将原本深不足 1 米的老鱼塘，
加深到 2 米，提升鱼苗产量；参加了农业部
门举办的水产养殖技术培训， 参观周边的
水产养殖场，学习技术，开阔视野。 “现在鱼
塘的效益还不错， 一年能有七八万元的收
入吧。 ”王昌明说。

为了养好鱼苗， 王昌明还购买了定时
增氧机和投饵机。 “养鱼苗有季节性。平时，
我每天 5 点左右去鱼塘上料、巡塘，不算很
忙。 但到了夏季、冬季捕捞鱼苗时，就缺人

手。 ”王昌明说，“这不，我前两天卖鱼苗的
时候，就请了 6 个工人来捕捞。 拉网工人的
工资是每人每天 110 元。 ”

30 亩鱼塘，只是一个开始。 看到养殖
鱼苗前景好，王昌明打算扩大规模。 “我最
近去看了一个 300 亩鱼塘，还在谈呢。 要
是能顺利签下合同， 我可以申请 10 万元
的创业贷款 。 ”聊到创业梦想 ，王昌明表
示， 他希望能将捕鱼的工人组织起来，为
水产养殖户提供捕鱼捕虾等社会化服务，
“这样，一方面能为更多养殖户解决‘捕捞
期缺人手’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能带动更
多人就业。 ”

·链接·

自长江流域禁捕退捕工作开展以来，
我省扎实推进百日攻坚行动， 实现退捕渔
民安置保障全流程跟踪、全需求覆盖，截至
目前， 全省退捕渔民转产就业率和参保率
均实现 100%。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创业
江淮” 行动计划， 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300 多亿元。

省引江济淮集团建设管理部副部长宋诚：

“基建‘一号工程’，项目顺利推进”
■ 本报记者 郑莉

一渠长江水，入淮润皖豫。 初冬时节，
输水线路绵延 700 多公里， 供水范围跨越
河南、 安徽两省 15 个市 55 个县， 沟通长
江、 淮河两大水系的引江济淮工程施工现
场一片繁忙景象。 塔吊林立、推土机来回穿
梭，伴随着运土车、挖掘机的阵阵轰鸣，项
目建设者们日夜奋战赶进度， 汇聚成让人
欢欣鼓舞的项目建设“奏鸣曲”。

12 月 22 日上午 11 时 35 分， 随着中
铁二十四局总指挥一声令下，施工机械各
就各位 、紧张作业 ，数百名建设者们密切
配合，引江济淮工程江水北送段京九铁路
改建工程上行线正式开始拨接 。 当天 15
时 05 分， 经过建设者们 3 个半小时的连
续奋战，京九铁路改建工程上行线顺利完

成拨接并通车。
“大伙齐心协力 ， 顺利完成目标任

务。 ”省引江济淮集团江水北送建管处处
长胡义文说 。 京九铁路改建工程去年 11
月 20 日正式开工， 施工期间各参建单位
凝心聚力抗疫情 、战汛情 ，努力克服临近
营业线等不利因素，持续调整优化施工方
案 ，积极加大资源投入 ，全力加快工程建
设进度， 今年 6 月 30 日前顺利完成施工
便线的全部建设任务 ，7 月 14 日完成施
工便线线路拨接，为圆满达成 “6·30 亳州
应急供水”目标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工程
沿线各级政府大力支持和参建单位的奋
力拼搏下，京九铁路改建工程比原计划提
前 ３ 个月完成上行线拨接回既有线路并
具备通车运营条件。

“从 2017 年 9 月 28 日开工以来，截至

今年 12 月中旬， 引江济淮工程完成投资
599.11 亿元，投资完成额接近七成，提前实
现任务过半 。 其中 2020 年已完成投资
150.06亿元， 占年度目标任务的 93.79%，投
资完成额超九成。 ”省引江济淮集团建设管
理部副部长宋诚说，引江济淮工程是国务院
要求加快建设的 172 项重大节水供水工程
之一，也是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全省基础设
施建设“一号工程”，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
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工程。 目前项目顺利推
进，到今年 12月中旬，累计开工 75 个项目，
占总体 81 个项目的 92.59%，完工 2 项，8 大
枢纽开工 7处，河道开工 95%以上。116座桥
梁开工 92座，其中 7座已建成通车。 工程建
设现场有参建人员 1.97 万人 ， 施工机械
5800多台套，日均完成投资额 7000 余万元。

·链接·

扩大有效投资，重大项目是“主力军”。
我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按月组织全省贯彻“六稳”重大项目集中开
工，抓项目稳投资增动能。截至 12 月中旬，
今年全省十三批集中开工建设重大项目共

2370 个、总投资逾 1.3 万亿元。

安庆市迎江区新洲乡南木村村民胡菊花：

“科学种田，越种越甜”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对安庆市迎江区新洲乡南木村村民
胡菊花来说，今年最大的收获是通过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民生工程，实现了种地水平
的“大飞跃”。

“我承包了几百亩地种植小麦和油菜，前
几年总体收成一般。 由于今年雨季持续时间
长，又缺乏科学管护知识，小麦倒伏严重并且
有患赤霉病的情况出现，收成不好。 ”胡菊花
说。 今年 5月，当地政府对包括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在内的民生工程进行了广泛宣传，“参加
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的朋友回来反映培训
很有收获， 所以我特地报名参加由区农业农
村局主办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

“培训班不仅是免费的，内容还十分丰
富实用。为了尽量不耽误我们干农活，共培

训了两天时间， 其中有理论知识、 现场实
践、现场答疑，尤其是专家们细致的讲解和
热心的回答，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对我帮
助很大。 ”胡菊花介绍，培训期间，授课老师
和专家们分别解读了新型职业农民项目政
策并讲授了小麦高产栽培技术以及如何应
对小麦倒伏和赤霉病症状。

培训班还为学员们提供了一个交流
的平台。 “以前种地就是‘个体户’，很少
有正儿八经的交流。 但在培训班上，通过
别人介绍种地的经验，我认识到，种植不
仅仅是埋头苦干的事。 ”胡菊花说，“有几
个学员在小麦受灾严重的情况下 ， 每亩
收成仍超过 1000 斤 ，这不仅与肥料品种
有关系， 更与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并及时
向农业专家咨询请教有直接关联 ， 对我
很有启发。 ”

通过培训，胡菊花明白了小麦赤霉病
的发病机理以及防控要点，并在小麦齐穗
至扬花初期开展第一次预防，5 天至 7 天
再开展第二次预防。 通过治理管护方法的
转变，小麦赤霉病症状大有改善。

“民生工程培训班 ，实用好处多 ，科
学种田，越种越甜。 今年汛期，我凭借在
培训中学到的知识进行科学应对 ， 受灾
程度是全乡最少的。 ”胡菊花说，“感谢新
型职业农民培训 ，让我从 ‘靠天吃饭 ’到
科学种地 ，完成从 ‘旧 ’农民到 ‘新 ’农民
的转变。 不断学习种植的新理念 、 新技
术，我相信，整体亩产效益以后肯定会有
更大提高。 ”

·链接·

今年，我省继续实施 33 项民生工程，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与去年民生工程具
体项目相比，我省今年新增 3 项 、完善 5
项、调整和退出 3 项、继续实施 25 项民生
工程。 今年以来，各项民生工程进展顺利。
截至 11 月底，全省 33 项民生工程已投入
资金 1203 亿元。

普尔德无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朋：

“20天，口罩就上市了！ ”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12 月 23 日， 位于巢湖市烔炀镇的安
徽普尔德无纺科技有限公司厂房里，防护
服、 手术铺单等 30 多条生产线有条不紊
地忙碌着。

说起 2020 年最难忘的事儿， 公司总
经理夏朋很感慨：“今年春节，刚复工复产
的日子太难忘了！ ”

“一边是市场上缺口罩，另一边是我
们有生产口罩的设备，但是没办法投产。 ”
夏朋说，1 月底，全国上下都实施封闭式管
理，厂里原先的工人返工难，春节还没过
完，招工难度也不小。 更麻烦的事儿在于，
由于公司一直以来主要生产防护服等产
品，虽然有口罩生产设备，但并没有办理
生产口罩必需的一类医疗机械资质。

复工复产刻不容缓， 必须迎难而上。
当地有关部门立刻联络烔炀镇各村委，进
行招工宣传，迅速召集到 80 多名工人。 忙
碌而紧张的场面历历在目 ， 流水线的尽
头，包装好的口罩越摞越高。 夏朋回忆说：
“因为尚在封闭管理期间， 当时还统一给
员工制作了岗位牌，方便出入。 ”

生产线转起来了 ， 生产资质的问题
咋办？ “搁平时，这个证起码要几个月才
能办下来， 但我们只用了 20 天左右 ，第
一批口罩就上市了！ 多亏了巢湖市市场
监管局工作人员来回奔波 ， 把办公地点
搬进了厂房，在 20 天里帮我们解决了资
质问题 。 ”夏朋告诉记者 ，送样检测 、抽
查合格率……疫情发生后 ， 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迅速为医用口罩产品注册备案开
通绿色通道，以最快速度审批，办理相关

资质。
自 1 月 27 日复工，普尔德无纺科技有

限公司实现日产防护服 1 万件、隔离衣 1.2
万件、手术铺单 3 万件、口罩 20 万个，为抗
击疫情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如今， 厂房里已看不见当初口罩生产
的繁忙场景。 夏朋告诉记者， 经公司统一
规划，两条口罩生产线已经搬到其他分公
司。“一场硬仗过后，大家的信心足了，干劲
儿也更足了！ 今年公司还自主研发出一种
新型医用四级材料和一款擦手纸，用于临
床手术中，填补了国内空白。 2020 年公司
总产值预计能达到 4000 万元。 ”

·链接·

疫情发生以来 ， 我省出台多项政策
“大礼包”，为市场主体减负添活力。截至
12 月底，“四送一服”专项行动年度累计
办结企业问题 3.7 万个 ，成功组织对接
资金 、科技 、土地等要素项目 1569 个 ，
解决融资需求 377.7 亿元 ，解决用工需
求 17.83 万人 ， 对接高科技人才 264
人， 解决科技要素需求 286 个， 解决用
地 8.65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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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市肥东县经开区光阵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精密无尘车间内，技术
人员加紧生产视频应用类高科技产

品。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王文生 摄

荨 巢湖市烔炀镇安徽普尔德无纺科

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一次性防护服

进行展示、检验。 （资料图片）
本报通讯员 马丰成 摄

荨 繁忙的芜湖港。 （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顾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