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省首份林业碳汇权证发放
本报讯 （记者 汤超 ）记者从

省林业局获悉 ，明光市近日发放
全省首份林业碳汇权证并完成
首单交易 ， 为林业碳汇计量监
测 、项目开发 、流通增值探索新
路径。

明光市研究制订全市林业碳
汇试点工作方案， 出台林业碳汇
权证管理办法， 成立全省首家镇
级 “森林银行”。 聘请专业机构对
试点公益碳汇林开展相关技术计
量监测， 并已通过省林业专家评
审会认定， 试点林 20 年监测期预
计碳减排量 15595 吨。结合深化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 探索实施碳汇
权证发放试点工作， 通过森林碳

汇收益权收储、 生态资源整合出
让，把森林固碳量“变现”，为乡村
振兴拓展增收新路径。 该市试点
管店镇罗岭村 682 亩公益碳汇林
监测期碳减排量首单交易实现收
入 67 万元。

为助力林业提质，明光市围绕
“十四五” 末育成 20 万亩健康、稳
定、高效固碳森林目标，在国有林
区和“一村万树”试点村开展林业
碳汇试点，已实施“松改栎”“一村
万树”造林 8790 亩、中幼龄林抚育
和低效林改造 25000 亩。完成国有
林碳汇项目开发 10 万亩， 培育薄
壳山核桃、 麻栎等固碳能力强的
阔叶林 20 万亩。

·产经资讯·

惠民惠农补贴二维码上线
本报讯（记者 朱卓）记者近日从省

财政厅获悉，为了多渠道知晓惠民惠农
政策和补贴资金发放信息，省财政厅开
发了“安徽财政惠民惠农补贴 (一卡通 )
二维码”。 经过 2 个月的谋划、设计、编
程、调试，“安徽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
通)二维码”于近期推广应用。

此次开发的 “安徽财政惠民惠农
补贴 (一卡通 )二维码 ”在全国是首创 ，
标志着我省财政惠民惠农补贴 “一卡

通 ”管理工作在系统升级 、便民服务 、
扩大影响等方面又迈进了可喜一步 。
二维码是“一卡通”管理发放系统的再
升级 、再延伸 ，它通过构建柜台查 、自
助查、扫码查、网上查“四位一体”的查
询体系，让农民朋友仅凭一部手机，便
能随时随地了解政策、查询补贴，保障
了农民群众的知情权、 参与权和监督
权， 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

合肥滨湖科学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方案发布
本报讯（通讯员 李岩 记者 田婷）

1 月 10 日，安徽电网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发展论坛在合肥召开，发布《合肥滨湖
科学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方案》和新型
电力系统科技攻关需求榜单。 来自相关
领域的学者和企业负责人围绕“建设新
型电力系统发展前景和关键技术”等主
题，作了主旨报告。

据悉，合肥供电公司将分三阶段完
成十大行动任务、65 个具体项目， 重点
打造 14 项示范工程 ，至 2050 年 ，在滨

湖科学城建成清洁低碳、 安全可控、灵
活高效、智能友好、开放互动的新型电
力系统。 目前，该公司正加速推进第一
阶段各项工作，着力解决滨湖科学城绿
色电力供应存在缺口等问题。14 项示范
工程中的 4 项已全面开工，预计年内所
有示范工程将陆续开工。

以此次论坛召开为契机，国网安徽电
力将与科研院所等进一步深化合作，加快
构建开放、共享、多赢的新型电力系统，建
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产经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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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汤超

多种模式，林下经济遍地开花

“我们在香榧树下套种白茶，不仅能
提高产量，而且还能增加林业附加值，去
年茶叶产量有 6 吨。 ”旌德县种植户陈炳
勇高兴地说。

林下经济，主要是指以林地资源和
森林生态环境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林下
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和森林旅游业。
林下经济具有投入少、见效快、易操作、
潜力大等特点。 发展林下经济，对缩短
林业经济周期 、增加林业附加值 、促进
林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具有重
要意义。

近年来旌德县念好“山”字经，做足
“林”文章。 编制《林下经济发展规划》，出
台 《关于加快林业特色产业发展的实施
意见》，扶持发展灵芝、黄精等林下中药
材种植 6.7 万亩，香榧、油茶等木本粮油
特色林业产业种植 2.6 万亩，全县林业总
产值达到 32.3 亿元。

宣城市林业局产业科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市积极推行林下多种经营模式，推
广香榧+黄精、香榧+茶叶、山核桃+黄精、
宣木瓜+茶叶、 阔叶树+灵芝等林下复合
种植模式，改进生产方式和栽培模式，向
林地要产出、向林下空间要效益，实现长
短结合，以短养长，促进林业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

目前我省常见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
包括林禽、林畜、林茶、林果、林菌、林药、
林油、林粮等。 “发展林下经济是个系统
工程，林草、林药、林禽等形式多样、内容
复杂，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科学选择具
体操作的突破口。 ”省林业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

“去年油茶喜获丰收，预计可采摘鲜
果 15 万公斤。 ”桐城市孔城镇陷泥村油
茶基地负责人高晓泉高兴地说。 这片油
茶林大约 100 亩， 油茶树龄超过 11 年，

已经进入盛产期。 经过 10 多年发展，高
晓泉已发展油茶 500 亩， 挂果油茶超过
200 亩。 桐城市做大做强油茶产业，每年
投入 120 余万元专项资金， 扶持种植大
户和林农发展油茶产业， 对油茶进行深
加工，提升油茶产值。 目前全市油茶经济
林基地 10 万余亩，拥有龙眠山、文都、牯
牛背等 6 个茶油品牌。

发展林下经济是推进林业转型发展
和用绿富民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省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截至 2020 年底 ，全省
发展林下经济面积近 2000 万亩，林下经
济产值由 2012 年的 108 亿元增加到
2020 年的 750 亿元，年均增长 27.41%。

示范引导，小药材变成大产业

1 月 6 日，在霍山县落儿岭镇白云庵
村挂龙尖茂密的原始植被森林里， 霍山
县仁发石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人正手
拿剪刀，提着竹篮，采收一根根完整的霍
山石斛。

“我们林下原生态石斛示范基地有
1000 亩，开展林下石斛原生态种植，是让
石斛回归到大自然原生态生长， 充分保
持石斛的自然属性和药效， 是对霍山石
斛保护性的发展和利用。 ”公司负责人俞
俊兰说。 霍山县仁发石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是一家集林下中药材育苗、种植、加
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 公司建有挂龙尖、南岳山林下石斛
中药材种苗繁育和示范基地 1400 亩、黑
石渡大棚石斛种植基地 700 亩， 主要品
种有霍山米斛、霍山铁皮石斛。 公司充分
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引导农民从事林下
种植，辐射带动农户 300 户。

六安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推广林药、林果、林茶等林下生态种植模
式，培育林下种植、养殖等基地 50 余万
亩， 建成科技部道地中药材生态种植示
范基地 2 个、 国家林下经济示范基地 12
个，依托 2 个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促进
森林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发展，打造

林业三产融合发展示范区， 霍山县 2020
年被评为国家第四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金寨县 2021 年
被评为国家第五批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目前全市林下经济
发展总规模为 133.895 万亩，各类经营主
体 800 多个。

金寨县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素有“西
山药库”美誉。 近年来金寨突出延链、补
链、强链、优链，对灵芝、天麻、茯苓等重
点品种实施全产业链发展。 2021 年全县
新发展中药材种植 2.31 万亩， 总面积达
6.682 万亩，一产产值 14 亿元。

“我在树下种植了天麻、重楼等中药
材，利用新房子开了农家乐，一年收入能
有七八万元。 ”金寨县大湾村村民杨习伦
笑着说。 大湾村引导村民发展林下经济，
大力推进乡村旅游，村民靠山吃山“吃”
出了新花样。

大湾村党总支书记何家枝介绍，该
村围绕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打造特色、
发挥效益的基本要求， 推进绿色示范点
建设，打造绿色美好家园。 “现在有种植
黄精的，还有人种植茯苓、天麻。 依托林
下经济， 村民人均年收入至少增收 3000
元。 ”何家枝说。不仅如此，该村还利用丰
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乡村游， 让群众端起
了“生态饭碗”。

政策支撑，林下经济红利显现

近年来，推动林下经济发展的政策
体系不断完善， 生态红利日益显现，林
下经济已成为林草产业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2021 年，林下经济被写入中央一号
文件， 明确提出要促进木本粮油和林下
经济发展。 2021 年 11 月，国家林草局发
布《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
年 ）》，立足新发展阶段 ，明确了今后 10
年全国林下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和基本
布局。 提出了积极推广林下中药材产业、
大力发展林下食用菌产业、 科学引导林

下养殖产业、有序发展林下采集产业、加
快发展森林康养产业等措施。

我省早在 2019 年就发布了《安徽省
林下经济发展实施纲要 （2019 -2025
年）》， 提出将创建 500 个林下特色中药
材、苗木花卉、森林食品和森林康养四大
林下经济示范基地，重点打造 50 个以林
下经济为主体的省级现代林业示范区。
以道地中药材为主，重点发展霍山石斛、
灵芝、亳白芍、黄精、茯苓、宣木瓜、菊花、
丹皮、断血流、桔梗等“十大皖药”。 突出
地方优质特色树种，重点打造合肥肥西、
滁州南谯、 芜湖市和宣城市四大特色苗
木花卉生产基地。 培育特色林菌、林粮、
林油、林菜、林茶、林果、林禽、林畜、林蜂
和林野模式。 建设森林康养示范林，培育
红豆杉等珍贵树种和对健康有益的森林
林分，完善森林康养基础设施，创建一批
森林康养示范基地。

《安徽省林业保护发展 “十四五”规
划》 明确提出要高质量发展林业特色产
业。 健全用绿机制，积极培育木本粮油、
特色经济林、苗木花卉、竹藤、森林文化
等新兴产业和生态旅游、森林康养、林下
经济等新业态。 促进林业产业创新和企
业创新，加大扶持力度，将生态保护、生
态利用融入林业产业发展全过程， 实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到 2025 年拟评定
1000 家左右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600 家省级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创建 10 家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15 家
中国林业产业特色示范区， 打造 100 家
省级林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园。

据介绍， 目前我省林业产业保持稳
定增长良好态势，林业总产值达 4705 亿
元，迈入全国第一方阵。 皖北皖中薄壳山
核桃、沿江江淮苗木花卉、皖西油茶、皖
南特色经济林产业集聚度明显提升，三
次产业呈现加速融合的发展趋势， 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 全省林业新型经营主体
发展到 3 万余个， 国家级林业重点龙头
企业 33 家， 省级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814 家，省级现代林业示范区 100 个。

《安徽省林业保护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高质量发展林业特色产
业，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等新业态———

林下生“金” 生态富民

我省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全国居首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记者 1 月 10 日从

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财政部、水利部联
合对 2020 年度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绩效
进行评价，我省综合得分 97.02 分，位列全国
第一，获优秀等次。

据悉，2020 年我省共下达中央水库移民
扶持资金约 16.8 亿元， 直补受益移民 78.97
万人， 组织实施移民美丽家园项目 1923 个，
生产开发及配套实施项目 723 个， 培训移民
劳动力 665 人次， 全省水库移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 10.83%。 水库移民对后期扶持满意

度 80%以上。
我省及时分解下达直补资金，动态更新核

定水库移民直补人口，积极争取新增我省水库
移民人口 8270人， 对水库移民直补人口实行
登记造册， 打卡发放， 发放直补资金约 4.7亿
元；加强项目谋划实施，围绕库区和移民安置
区发展规划，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谋划实
施美丽家园、产业发展等后扶项目，累计投入
美丽家园项目建设约 8.3亿元、 生产开发及配
套实施建设约 3.6亿元， 助推库区和移民安置
区经济社会发展。

校企共建智能家电家居产业研究院
本报讯（记者 何珂）近日，安徽大学与荣

事达集团《校企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安
徽大学荣事达智能家电家居产业研究院”和
“安徽大学实习实训基地”正式揭牌。

为有效解决智能家电家居产业前瞻性
和关键性技术难题、推动产业发展提供合作
空间 ，安徽大学与荣事达将以 “智能家电家
居产业研究院 ”的建立为切入点 ，以解决智
能家电家居产业问题和行业痛点为目标，以
项目建设为纽带，打通人工智能、5G、工业互
联网等关键技术在智能家电家居产业的场
景应用，为共同推动我省智能家电家居产业

发展和推进校企合作创造出更大的价值 。
“全面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双方校
企合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开启了优势互补、
信息互通的崭新篇章。 ”荣事达集团董事局
主席兼 CEO 潘保春表示，将致力于为安徽大
学的科研教学实践提供必要支持，着力提供
研发基地 、教育培训 、实践基地 、资源基地 ，
加大企业柔性人才引进力度，打造智能家电
家居产业头部企业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智
能家居产业生态圈，为推动安徽智能家电家
居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技术和
智力支撑。

近日，2022年全省首场资本市场培训在黄山市举办———

培训更精准，企业更受用
■ 本报记者 何珂

“聆听培训会收获很大，感触也很
多，有政府支持，有专业人士指导，企业
进军资本市场有底气、有信心。 ”黄山芯
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作为
一家功率半导体芯片制造企业，也是首
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将努力拼搏，
拟尽快完成 IPO，实现进一步发展。

1月 7 日，2022 年全省首场资本市
场培训在黄山市举办，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副局长程钢、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发
展部高级经理范文学现场授课。 程钢阐
述了提高对资本市场认识的重要性，详
细解读了 《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
“三地一区” 建设行动方案》 的意义内
涵，并就加快黄山金融资本市场建设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范文学围绕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
改革总体情况以及创业板企业上市流
程、条件、审核要点等方面进行了授课。

“培训内容既有理论的高度，又有
实践的深度，从企业融资能力、内控完
善、品牌提升和人才招引等方面进行了
介绍和讲解，让我们深受启发、大有收
获。 ”安徽新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人表示，自 2019 年启动上市以来，公司
在多项融资、经营业绩、内部治理、外部
品牌等多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变化，并获
得了实在的益处。 “注重利用资本市场，
也让我们企业家有了创新发展的新机
遇，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实现明年公司
上市的目标， 借力资本市场的力量，为
安徽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该负责人说。

黄山市委副书记、 市长孙勇表示，
资本市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加速器”，
是改善融资结构的“主阵地”，是助力创
业创新的“大舞台”，对于推动企业和地

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要夯实
基础、练好内功，强化危机意识，做大做
强主业，规范运营管理，选好中介机构，
找准融资渠道； 地方政府要优化服务、
强力推动，抓好上市企业培育，强化工
作调度，全力做好服务，加强宣传培训，
全面提升政府和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
意识和能力，促进资本市场各种资源要
素互动耦合，为加快打造“五个之城”、
建设生态型国际化世界级休闲度假旅
游目的地城市注入强劲资本力量、提供
坚实有力支撑。

搞活经济，先要搞活资本，一个企
业家决定一个企业的发展，一万名企业
家就可以决定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质
量。 为此，去年 6 月我省启动全省万家
企业资本市场业务培训专项行动，集中
用 1 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开展资本市场
业务培训专项行动，重点培训 10000 家
企业，后续逐步覆盖全部符合条件的企
业。 通过培训搭建企业和资本要素对接
平台，建设一个企业对接资本市场动态
数据库，汇聚一支专业资本市场服务队
伍， 培养一批地方资本市场工作骨干，
做强一批善于运用资本市场的企业家，
做大一个上市企业后备方阵，形成一套
各方协同发力的资本市场建设工作机
制， 推动企业和资本要素相互碰撞、组
合、创新，实现价值倍增。

“去年，我省提前超额实现全年培
训万家企业的任务，今年将坚持系统谋
划、整体推进，协同相关部门、机构，发
挥各自优势，坚持分级分层分类、精准
落地，实现培训对象、课程、方式精准匹
配，进一步提升企业和党政干部利用资
本市场意识和能力，助力资本市场高质
量服务‘三地一区’建设。 ”省地方金融
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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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产品长期出口日本，随着 RCEP原产地证
书的落地生效，我们主要出口产品缝纫线在日本的进
口关税将由 6.6%下降为 6%， 这将大大帮助我们稳定
和拓展日本客户， 后期我们将进一步加快与 RCEP成
员国合作，争取销往更多国家。”在宣城，大贯皇冠制线
（宣城）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陈晓进日前告诉记者。

“作为亳州中药材企业，我们公司产品的出口对
原产地证书的依赖很大， 去年我们通过原产地证书
享受到了近 445 万元的关税优惠。 如今 RCEP 正式
生效，第一周就给我们带来了 1.6 万元的关税优惠。
有了 RCEP 的护航， 相信我们公司的产品会更好地
走向国际市场。”安徽协和成药业饮片有限公司关务
经理杨丹说。

据合肥海关统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简称 RCEP）生效首周，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
46 份、签证金额 324.13 万美元，签发证书可为出口
产品减免 RCEP 成员国进口关税约 16.21 万美元。

RCEP 由东盟于 2012 年发起， 历经 8 年、31 轮
谈判，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是全球最大
的自贸协定。 2022 年 1 月 1 日起，首先对文莱、柬埔
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盟 6 国和中国、日
本、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10 个成员国生效，其余协定
签署国也将尽快生效实施。 区域内 90%以上的货物
将逐步实现零关税， 更多优质消费品将以更低关税
进入安徽市场， 安徽消费者能够买到更多质优价廉
的进口商品。 同时， 中国近 30%出口货物可以实现
零关税待遇，成员国间货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
准入将进一步放宽，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技术标
准等也将实现统一，区域内投资更加高效，企业运营
成本会同步降低。

为助力安徽省外贸企业抢抓 RCEP 带来的新机遇， 合肥海关充分发挥原产地
职能管理作用，围绕企业关注的关税减让优惠、原产地证申领等开展线上线下全覆
盖宣传，顺利完成 RCEP 原产地管理信息化应用系统的上线运行。 “我们扎实开展
RCEP 原产地规则和关税减让政策研究，紧盯重点行业企业，聚焦安徽省电子、汽
车、白色家电等重点产业，以企业实际需求为导向，提供帮扶和指导。助力中小微企
业发展，推动原产地证自助打印功能入驻区县政务服务中心自助工作平台。指导企
业用好用足享惠政策，发挥原产地证书智能审单、自助打印等便利化作业模式，提
高业务效率，充分释放 RCEP 红利。 ”合肥海关相关负责同志说。

荨 近日， 岳西县莲云乡珠屋村村民在制作手工
挂面。 该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合作社+作
坊+农户”多种模式，把手工挂面等发展成增收致
富的产业。

本报通讯员 吴均奇 摄

荩 1月 10日，庐江县泥河镇洋河村村民在晾晒手工挂面。 该镇手工挂面制作历
史悠久，实施订单生产，供不应求。 本报通讯员 徐梅生 摄

手工挂面畅销市场

胡凤鸣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离
休干部、 原合肥钢铁公司经理、
党委书记胡凤鸣同志 ， 因病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在合肥逝世 ，
享年 98 岁。

胡凤鸣同志 ，1925 年 12 月
出生 ，河北省藁城县人 ，1941 年

3 月参加革命工作，1941 年 3 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 历任芜湖纺
织厂保卫科长 、副厂长 ，安徽金
光钢厂革委会主任 、党委书记 ，
合肥钢铁公司经理 、党委书记 。
1985 年 9 月离休 ， 享受地市级
政治生活待遇。

胡凤鸣同 志 的 遗 体 定 于
2022 年 1 月 14 日 10 时在合肥
殡仪馆火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