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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补齐硬件短板 城乡一体推进

定远统筹施策提升水治理能力
本报讯 （记者 罗宝 通讯员 王

文） 定远县补齐硬件短板， 城乡一体
推进， 统筹施策提升水治理能力。 近
年来， 该县投资 7.1 亿元综合治理南
城河 ， 让黑臭水体变成城市公园 ；投
资 30.58 亿元建设江巷水库 ， 年增加
供水2.41 亿立方米， 主体工程已建设
完成； 驷马山滁河四级站干渠工程和
江巷灌区工程陆续开工建设， 改善 72
万亩农田灌溉条件，造福 12 个乡镇的
群众。 目前，定远县水资源利用水平逐

步提高，城乡各地发展条件、群众生活
均得到较大改善。

定远县地处江淮分水岭，长期易旱
缺水。 近年来，该县加大基础投入补齐
硬件短板 ，重点破解 “灌溉不上 、灌效
不高、灌水不留”三大难题。 累计投入
各类财政性资金 8.27 亿元，扩挖塘坝、
新建及改造小型泵站、加固小型水闸，
实施小中型水库除险加固和灌区节水
改造工程， 农田灌溉有效利用系数提
升至 0.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该县还

创新 “泵站串塘 ”模式 ，以 “一个泵站+
压力管道+数个塘坝（或水库）”，把沟、
渠、库、塘等与农田连接贯通，解决“闲
时水长流、用时恨水少”。 目前，全县共
建成“泵站串塘”工程 326 处，新增灌溉
岗岭农田 58.6 万亩、 农业灌溉死角 30
万亩， 逐步形成近 400 个特色种植、生
态农业等灌区， 年增加粮食产能约 6.5
万吨。

该县实施“城乡供水一体化”改革。
全县划分为 5 个供水片区，整合建成 7

个大规模水厂，让城乡居民共享优质供
水。 开展全域水污染治理，扩建新建污
水处理厂，对重点污水排污口进行综合
监管、治理，采用膜处理技术，做到达标
排放。 同时，发挥县、乡、村三级河（湖）
长作用，取缔非法采砂码头、复垦复绿
土地，开展南城河等 130 个黑臭水体综
合治理工程， 对中小河流超 80 公里河
道开展清淤疏浚、堤防加固、岸坡防护
等综合治理。

控制总量强度 实施节水改造

固镇力促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本报讯 （记者 孙言梅 通讯员 陈

秋瑾）日前，水利部公布第三批节水型
社会建设达标县（区）榜单，固镇县名列
其中。 固镇县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
术，实施全社会节水行动，促进水资源
节约集约利用。 2020 年，该县万元 GDP
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比
2015 年下降 47.87 个百分点和 26 个百
分点，治水节水成效明显。

固镇县实施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
度双控， 落实用水总结、 用水计划和
用水统计上报制度， 建立 “水资源业
务管理” 在线监管系统， 对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和自备水源工业企业实现
远程用水控制监管。 通过当地污水处
理厂和固镇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
实施尾水回用工程， 力促重点企业水
资源循环利用。

为提升农业用水效率，该县积极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推广农田节水灌溉技
术，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灌排标准示范
区、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实施节水配
套改造工程，加强渠系调整、维修，减少
渗、漏水损失；实施中小型泵站及灌排
渠系建筑物与田间建筑物的配套改造，
提高泵站使用效率。该县采用管道输水
灌溉、喷灌、微灌的节水灌溉模式，全县

农业节水灌溉面积达 73．5 万亩， 农田
灌溉水利用系数提升至 0.6986，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 较 2015 年节约农业灌溉
用水达 1000 万立方米。

为加强水生态管理，2018 年固镇县
推出“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充
分发挥行政机关管理职能与检察机关
公益保护职能，解决河湖沟塘保护执法
瓶颈问题。

1 月 13 日，明光市农技
人员 （右二 ）在桥头镇汉塘
村甜叶菊基地向村民讲解

田间管理技术。 眼下正是冬
闲时间 ，该市开展 “百名农
技师，服务到田头”活动，帮
助村民解决在农业生产方

面遇到的难题，为春耕生产
打下基础。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农技服务到田头

铜陵启动地下水环境状况评估

本报讯（通讯员 吴彬 孙照柱）1 月
6 日， 铜陵市召开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
评估项目启动会， 正式启动地下水环境
状况调查评估工作。

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估是地下水
污染防治的基础和依据， 关系到 “十四
五” 乃至长期地下水污染防治目标任务
的确定，关系到地下水污染的精准、科学
防治。 本次调查主要对象是集中式地下

水型饮用水水源地、垃圾填埋场、危险废
物处置场、重点工业污染源、再生水农用
区、矿山开采区、加油站以及区域性地下
水监测空白区等。

经筛选，铜陵市初步调查对象共 21
个。调查评估分为双源核查、初步采样调
查、详细采样调查、成果集成四个阶段，
计划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

马鞍山公开销毁收缴电捕鱼器

本报讯（通讯员 卜维翊 记者 贾克

帅）1 月 11 日，由马鞍山市、当涂县两级
农业、 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的收缴电捕
鱼器公开销毁活动举行。

2019 年，马鞍山市就在全国率先实
现长江干流及重要水域常年禁捕， 完成
5651 艘渔船拆解和 10757 名渔民退捕
转产。作为滨江的重要县区，当涂县在全
面实施长江禁捕以来，组织渔政、公安等
部门开展渔政执法检查 320 多次， 其中
联合执法 140 多次， 收缴地笼网、 定置

网、 电捕鱼器等各类非法器具 2 万多条
（套），行政处罚案件 29 起，破获非法捕
捞水产品刑事案件 25 起，有效推进了长
江禁捕退捕工作实现常态长效。

在销毁现场，执法人员收缴的 22 台
（套）电流转换器、捕鱼器以及部分密眼
网等禁用渔具被集中焚毁。 该市将联合
执法部门继续加大对非法捕捞的严打态
势，尤其是对使用电、毒、炸等方式非法
捕捞行为的打击。

滁州南谯区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本报讯 （记者 周连山 通讯员 董

超 ） 滁州市南谯区加快推进特色产业
提质增效 ，着力打造以 “道地菊园 、生
态茶园、精品果园 、特色菌园 ”为主导 ，
设施完善 、布局优化 、优质放心 、整洁
美观的特色产业集群。 三年来，该区累
计实施核心项目 17 个 ，整合涉农项目
资金约 3700 万元投入园区道路 、沟
渠、节水灌溉等配套设施 ，成功创建一
批样板园区。

南谯区全面规范特色产业园区创
建标准和技术 ， 先后制订并发布了滁
菊 、茶叶等国家 、地方标准 14 项 ，强化
产前、产中、产后协同与融合。 去年，当

地围绕特色产业创建一批名优品牌，同
时推进农旅融合，新增获批省市级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2 家，举办各类
旅游文化活动 6 场次， 吸引了逾 30 万
游客。

该区全面推广应用化肥、农药减量
增效技术，推进土壤检测、控温控湿、病
虫害智能检测等设施装备应用，培育绿
色技术综合运用的集聚区。 目前，全区
菊、茶、果、菌四大类产业园共通过 “三
品一标”认证产品有 47 个，超全区平均
水平 50%，化学肥料使用量较全区平均
每亩减少 25 公斤， 农残指标低于全区
平均水平。

砀山持续壮大酥梨特色产业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 通讯员 李艳

龙）砀山县立足生态农业优势，建设以酥
梨为主导产业的黄河故道省级现代农业
示范区，持续壮大砀山酥梨特色产业。去
年， 砀山县出产砀山酥梨约 10 亿公斤，
年产值达 30 亿元。

砀山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鼓励农
超对接和农产品进社区， 支持农民专业
合作组织、 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争创驰
名商标、安徽省著名商标、安徽省名牌农
产品，以品牌赢市场，“砀山酥梨”已获得
10 余个国家级、省级品牌称号。 通过数
字果园管理系统实现对生产信息的采
集，建立电子化生产档案，实现了对果园
全天候控制及智能化、 数字化管理。 目

前，全县已建成 53 个数字果园应用示范
园，32 家地理标志产品授权用标企业在
国家、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上
线运营。

砀山县积极开展地理标志品牌宣
传推介 ，利用各级农展会 、农博会的窗
口和电子商务平台的拓展作用，提高砀
山酥梨的知名度 ，通过开展 “我是县长
（镇长）我代言 ”网络直播推介活动 ，提
升砀山酥梨等地理标志产品的知名度
和品牌公信力。 目前，全县已建成 15 家
国家级、6 家省级砀山酥梨示范基地。示
范基地的砀山酥梨都实现了规模化种
植、标准化生产、商品化处理、品牌化销
售、产业化经营。

泗县推出
电子印章应用系统
本报讯（记者 何雪峰）日前，泗县

市场监督管理局、 数据资源管理局联
合推出电子印章应用系统， 帮助企业
提高办事效率。

电子印章应用系统将企业法人电
子印章纳入基础数据库建设， 推进数
据信息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互联互
通、共享运用和校验核对。依托电子证
照库，整合电子印模信息（印章图片）
和电子签名信息（数字证书），确保实
物印章与电子印章“物电同源、同章同
模”，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时，数字加
密技术也确保了数据安全。

目前， 泗县所有刻制备案章的企
业，均可免费领取电子印章。企业需变
更注册资料， 法人或股东本人不方便
到窗口办理时，可使用电子印章，实现
了“数据跑路”替代“企业跑腿”，提升
了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效能。

1 月 12 日， 舒城县百名书法家迎新春送春联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广
场举行，全县各地书法家和书画爱好者为市民书写崇尚文明、提倡新风等内容的春
联，送上新年祝福。

本报通讯员 张向阳 摄

池州发布青少年保护微信小程序

本报讯 （记者 殷骁）1 月 12 日，由
共青团池州市委、 池州市检察院联合相
关部门共同开发的综合线上服务平台
“青春沐童”微信小程序正式发布，该小
程序集未成年人保护、求助、教育等于一
体， 旨在进一步畅通未成年人权益维护
渠道，完善未成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积极
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助力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

据介绍，“青春沐童” 微信小程序注

重隐私保护，用户可选择匿名举报线索，
有效拓宽了未成年人案件线索的来源。
同时，该小程序强化了教育功能，设置了
法治和安全教育板块， 适时推出对未成
年人有吸引力的图文、视频等，发布原创
普法、自护产品。 此外，团池州市委等部
门还整合教育、卫生、社会等领域心理咨
询人员， 成立心理咨询专家团， 将利用
“青春沐童”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咨询疏
导服务。

整治村庄美景来
■ 本报记者 徐建

本报见习记者 阮孟玥

1月 8 日上午，在池州市贵池区里山
街道双河村的俞河边，记者看到，经过整
治后的村庄，河水清澈见底，小鱼游戏、
鸭鹅成群，如同一幅美丽的山水画。

58 岁的村民俞旦生感慨：“以前这
河边又脏又乱， 垃圾成堆， 现在干净卫
生、环境优美。 住在这里，舒服！ ”

2014 年以来，里山街道启动村庄清
洁行动， 狠抓环境整治和农村生活垃圾
处理，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2020

年又推进白洋村、新华村、合兴村、象山
村 4 个示范村环境整治， 推动全域人居
环境改善。

双河村文书方胜利告诉记者, 双河
村把俞河中心村示范点建设作为年度首
要工作，成立村级理事会，加快推进全村
环境治理。去年，俞河中心示范点环境治
理项目基本完成， 除了开展俞河两岸的
垃圾整治和景观建设， 还建设了村口景
观长廊、弄口文化墙和部分道路硬化、绿
化等人居环境改善设施。

双河村人居环境整治离不开当地
村民对环境的自觉保护。 “我们左邻右

舍都主动参加 ， 共同创造出一个美好
的生活环境 。 ”村民俞仲亮告诉记者 ，
现在 ， 村里不少人都成为环保的宣传
员、志愿者 ，村民也把自家的房前屋后
收拾干净。

“河道里垃圾没有了， 小鱼就出现
了。 ”俞旦生说道。

“现在， 村民已经习惯将自家垃圾
投进垃圾桶。 街道有 62 名人员专门负
责 10 个村的日常生活垃圾清理、运输，
实现了日出日清。 ”里山街道相关负责
人说。

古塘喜迎候鸟归
■ 本报记者 柏松

小寒时节， 位于淮南市大通区孔店
乡的蔡城塘水面上鸟鸣不断， 上百只豆
雁和鹬鸟相拥而栖， 长相独特的白琵鹭
和体型硕大的苍鹭舞姿翩翩 。 1 月 12
日， 记者观测到， 这里有十多种候鸟回
归，更有美丽的白天鹅如约而至。

蔡城塘有上万亩面积， 为江淮地区
著名的古水利工程之一， 也是淮南市东
部地区一处面积较大的湿地， 一直是候
鸟重要迁徙地。

“一段时间以来，天鹅等候鸟飞到这
里只能短暂停留， 原因是这里曾经进行

大规模水面种植和围网养殖， 水域环境
受到大量人为干扰。”淮南市爱鸟人士张
越告诉记者。

近年来，大通区严格落实退渔还湖、
禁止捕捞等措施，加大了管理力度，随意
下塘捕鱼和采挖莲藕、 芡实的现象基本
杜绝，湿地逐步恢复原生态。

随着生态日趋改善， 来蔡城塘过冬
的各种野生鸟类的品种和数量逐年增
加，其中不乏珍稀鸟类。据淮南市爱鸟协
会观察记录，除了天鹅，还有白琵鹭、鸿
雁、琵嘴鸭、绿头鸭等十余种野生鸟类在
此越冬栖息。 美丽的蔡城塘现在已经成
为淮南市鸟类品种最丰富的候鸟天堂。

在蔡城塘越冬的候鸟中 ， 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白天鹅的种群数量最
大 。 据记者多次实地观测 ，自 2020 年
11 月 5 日首批天鹅飞抵蔡城塘， 到今
年 1 月 10 日 ，580 多只天鹅在水塘内
栖息、觅食 ，创下近年来该种群越冬数
量之最。

站在候鸟观测点， 记者通过望远镜
可以清晰地看到， 每对成年天鹅的身边
都有两三只亚成鸟，“一家几口” 显得其
乐融融。

“爱鸟人士在水塘岸边竖起多块宣
传牌，倡导周边村民和游人爱鸟护鸟。 ”
淮南市爱鸟协会会长陈斌告诉记者。

淮南毛集实验区
建设先进制造产业园

本报讯 （记者 柏松 通讯员 徐

瑞成 ）日前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先进
制造产业园开工建设，该项目纳入淮
南市贯彻 “六稳 ”重大项目 ，总投资
3.32 亿元。

毛集先进制造产业园项目总占
地约 205.01 亩，建设标准化厂房 、综
合服务楼 、宿舍楼 、配电房及排水 、
电气 、道路 、绿化等附属工程 。 该产
业园建成后 ， 预计能实现年产值 3
亿元 ，对加强经济技术交流合作 ，促
进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