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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安徽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发布

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近日，省生态

环境厅发布 2021 年《安徽省生态环境状
况公报》。 公报表明，去年全省生态环境
质量持续改善，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
局。 PM2.5 年均浓度、 我省长江流域国考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等多项指标为有监测
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全省公众生态环境
满意率 93.4%，创历史新高。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2021 年， 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 35 微克/立方米， 同比
下降 10.3%；PM10 年均浓度为 61 微克/立
方米，同比下降 1.6%。 全省 16 个设区市
中 ，合肥 、滁州 、六安 、马鞍山 、芜湖 、宣
城、铜陵、池州、安庆、黄山等 10 个市环
境空气质量全面达标， 达标城市数同比

增加 5 个， 其中黄山市空气质量在全国
168 个重点城市排名中由第 5 位上升至
第 3 位。

水环境质量方面，全省地表水总体
水质状况为良好， 监测的 146 条河流、
41个湖泊水库共 321 个地表水国、省控
监测断面 （点位 ）中 ，Ⅰ类至Ⅲ类水质
断面 （点位 ）占 77.3%，同比上升 2.7 个
百分点 ；无劣Ⅴ类断面 （点位 ），同比下

降 0.3 个百分点。 地下水水质总体保持
稳定 。 长江干流 、淮河干流 、新安江干
流总体水质状况持续为优 。 我省长江
流域国家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首次
达到 92.7%， 同比提高 2.2 个百分点 。
巢湖全湖及东 、 西半湖水质类别均持
续为Ⅳ类。

公报还公布气候变化状况。2021 年，
全省年平均气温 17.2℃ ， 较常年偏高

1.0℃，为 1961 年有完整气象记录以来最
高。 全省年平均降水量 1240 毫米，与常
年基本持平。

空气质量状况，是公众关注的一大
焦点。 省生态环境厅负责人表示，去年
我省空气质量改善不仅超额完成了年
度控制目标，甚至达到了“十四五”末的
控制目标，但全省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交通运输结构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还没有根本性转变，空气质量改善的成
效并不稳固。 下一步，将制定并实施空
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部署开
展臭氧污染防治、 柴油货车污染治理、
重污染天气消除三个标志性攻坚战役，
守护江淮蓝天。

◎ 全省 PM2.5 年均浓度为 35 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 10.3%
◎ 我省长江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首次达到 92.7%，同比

提高 2.2 个百分点

守望相助 情暖“三夏”
■ 本报记者 武长鹏

本报通讯员 代慧康

近日，一条蒙城 “90 后 ”农机手夫
妇免费帮助一位老奶奶收小麦的短视
频，获得网友点赞和热评。 视频中，丈
夫操作收割机在田中忙碌， 妻子在地
头帮助老奶奶卸粮。 听说老人家庭条
件不太好 ， 机手妻子毫不犹豫地说 ：
“给割，没有钱也给割，这么大年纪，种
地不容易。 ”

6月 4 日，记者联系到了已返回蒙
城县篱笆镇老家的这对年轻夫妻。 “回
老家忙几天 ， 马上去涡阳接着收麦
子。 ”农机手单迪告诉记者，他和妻子
从事农机作业已有 8 年， 每年从淮河
岸边开始一直往北收到黄河流域。 单
迪开农机，妻子孙弯弯负责量地收款。

每年的夏秋两季 ， 小两口一路奔忙 。
“每年都会遇到地块比较偏僻、生活有
困难的群众，顺手就干了，没啥。 ”单迪
露出憨厚的笑容。

回到老家后，通过村口大喇叭，单
迪夫妻俩了解到县农机部门和村里鼓
励农机手为群众提供力所能及的互助
服务后立即响应，忙活起来。 “受疫情
影响，今年午收，不少外出村民没有返
乡，家里多是老人和孩子，我和妻子商
议，决定免费送粮上门，不收运输费。 ”
单迪说。3 天时间里，单迪、孙弯弯夫妇
共计作业 300 余亩 ， 服务农户 30 余
户。 孙弯弯告诉记者，虽然免费送粮上
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业效率 ，但
是也收获了很多感动。 当他们把小麦
送到老乡家中时， 乡亲们都会拿出饮
料、西瓜等表示感谢。 到了饭点还会送

来饭菜，看到乡亲们真挚的笑容，听着
由衷的感谢， 他们的幸福感也在这个
夏天迎来了“大丰收”。

麦穗饱满粒粒重， 农机互助情谊
浓。 蒙城县在今年的“三夏”工作中，广
泛动员各农机专业合作社、农机手为缺
少劳动力的农户开展“送粮上门”“免收
运输费或作业费”等互助活动，并通过
提前摸底，镇村组织、合作社调度的方
式制定帮扶网格。

52 岁的陆迪山家住蒙城县立仓镇
陆瓦房村，他腿脚不方便，在外地打工
的儿子因为疫情无法返乡。村里的陆帅
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在前期摸排时，把
他列为重点帮扶对象。 看着自家 7.8 亩
麦子从田间收割好直接运到家里，陆迪
山拄着双拐激动地说：“孩子回不来，我
原本焦急万分，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

陆帅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陆帅告诉记者，合作社今夏准备了大型
联合收割机 36 台、 大型拖拉机 62 台，
完全能满足村里“大托管”的需求。通过
对午收无劳力户进行摸排，共明确 9 户
农户免收运输费 ，4 户农户作业费 、运
输费全免。

今年午季前， 蒙城县农业农村部
门和各乡镇在充分摸排登记农机具的
基础上 ，摸清困难户 、重点户 、因疫情
不能及时返乡的农户等信息， 建立各
类台账，做到“一镇一清单”“一村一张
表”。 “由村集体统筹协调，组织农机合
作社成立小麦抢收服务队， 村里党员
干部带头任队长， 农机合作社机手任
队员，定点帮扶解决夏收夏种作业，确
保收种到位、不落一户。 ”该县农业农
村部门负责人说。

经过精心组织、广泛动员，蒙城县
共计投入 5000 多台联合收割机 、1100
多台打捆机，各合作社、农机手与农户
守望相助、同心协力，确保了午收顺利
完成。 截至 6 月 4 日，蒙城县 194 万亩
小麦已全部收获。

抢抓农时收新粮
■ 本报记者 丁贤飞

本报通讯员 孙楠楠

6 月 1 日， 在濉溪县五沟镇，
一台台大型收割机开足马力驰骋
田间 ，抢抓农时 、收割小麦 ，一派
麦谷飘香的丰收景象。

在五沟镇大陈村， 种植大户
张峰流转的 400 多亩麦田里，5 台
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作业。 伴随
着隆隆的机器轰鸣声， 大片的小
麦被 “吞 ”进收割机体 ，弹齿搂草
机紧随其后， 将零散的麦草归聚
成垄， 接着打捆机骑行在成垄的
麦草上，将细碎的麦秸拾捡入囊，
随之“吐”出滚圆的麦秸包。 不远
处的地头上， 一排装粮车等着装
运刚刚收获的新粮。

“机械收割真是不服不行啊！
这 400 多亩地要是搁在以前 ，全
家齐上阵， 抢抓时间干，50 个劳
动力需要 20 天左右才能收完 。
现在 5 台联合收割机一天就能
轻松完成 ，省时 、省事又省力 ，生
产效率大大提高 。 ”张峰告诉记
者，小麦收割后 ，搂草机 、打捆机

紧随其后作业打包秸秆， 不仅为
夏种提供了方便， 还避免了秸秆
焚烧。

看着即将入仓的小麦， 张峰
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据其介绍，他
种植的 2200 亩小麦，采取了良种
良法配套生产方式， 根据初期收
割情况测算， 亩产量 600 公斤以
上。 同时，通过“公司+种植大户”
订单农业生产模式， 他与一家企
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订单农业”
合作关系，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
也更好地促进了增产增收。

今年， 五沟镇小麦种植面积
达到 19.7 万亩 ， 小麦苗情基础
好， 籽粒饱满。 该镇组织农技人
员深入田间地头 ， 加强技术指
导，合理调配 450 台联合收割机，
鼓励农户抢抓时机， 加快收割进
度，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 同
时 ， 该镇全面动员党员干部 ，全
方位做好 “三夏 ”服务工作 ，组织
群众抢时间、 抓进度， 全力以赴
投入到麦收会战中， 确保全镇夏
粮颗粒归仓 、 夏种不误农时 、夏
管有序跟进。

农机酣战迎丰收
■ 本报通讯员 年福烨

本报记者 孙言梅

6 月 1 日，在怀远县徐圩乡徐圩村的麦
田里，数十台联合收割机嗡嗡声响成一片，
将麦穗和秸秆一并“吞”进机舱。 几圈以后，
机舱就装满了麦粒。

“我们一亩地收成能突破 700 公斤。 今
年又是个丰收年。 ”望着金灿灿的麦粒，和农
业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盛世兴农合作社理事
长尚跃笑着告诉记者。

“不同生长期需要迈不同的‘坎’，哪一
个农事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在休息间隙，
尚跃打开了话匣子，“今年推行‘云春耕’，在
线会诊解决了疫情防控期间不少难题，专家
通过手机视频给出不同的解决方案。 ”

面对疫情，尚跃的合作社采取线上培
训指导、线上派单的方式，组织 15 个专业
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一刻也没耽误春季
田间管理。

同时，当地政府将化肥、农药和种子等
农资产品纳入重点保供目录， 确保春耕农
资供应不断链；喷洒农药更加精准，有效降
低了赤霉病的发生率； 各项涉农财政补贴
悉数到位……这更让尚跃早早吃下了丰收
的“定心丸”。

“现在是订单农业，企业要什么麦子，
我们种什么，一斤小麦多卖 2 毛钱，不愁销
路。 ”尚跃说，合作社流转 2200 亩土地，早
在播种前， 就与当地几家加工企业签下订
单，小麦收完直接从田间运到加工厂。

近年来 ，怀远县大力创建 “小麦绿色
高质高效 ”万亩示范片 ，小麦良种化率达
到 100％。

“种子好，粮食才好。 我们选择省农科
院选育的优质品种，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每
亩地化肥、农药减少用量 20%，既增产增质
又养护了土地。 ”尚跃告诉记者，他的合作
社还托管了 1.6 万亩小麦，为当地农户提供
全程社会化服务， 周边农民告别了 “老把
式”，纷纷当起了“甩手掌柜”。

“15 亩地，1 小时的工夫就能收完。 麦
子不落地，合作社就联系上了买家，一个电
话全拉走了，咱跟着数钱就行了。 ”70 岁的
徐圩乡梨园村村民尚殿池高兴地说， 种了
一辈子地，现在是省心又省力。

“我们提前准备了 150 余台各类农机，
全部应用了物联网、自动驾驶等新技术。 打
开手机，哪台农机在哪，我坐在家里就能通
过物联网实时调度，机手不再跑冤枉路，作
业效率成倍提升。 ”尚跃说。

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

我省支持金融助力市场主体纾困发展
本报讯 （记者 朱卓 通讯员 陈瑞）

今年以来， 我省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
导作用，着力从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兑
现奖补等方面支持金融助力市场主体纾
困发展。

及时拨付资金为融资担保增信，支
持小微和“三农”融资发展。截至目前，省
财政已拨付省融资再担保公司资本金 4
亿元和代偿补助 1 亿元， 补充省级融资
担保风险补偿基金 8052 万元。设立资金
池，对科技企业贷款进行风险补偿。2022
年， 省级试点设立 2 亿元科技企业贷款
风险补偿资金池， 金融机构择优分档给
予企业贷款，对于金融机构的贷款损失，
资金池给予 20%至 35%的补偿。 为提高

贷款便利度， 目前省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已建立科技金融专区， 将实现申贷、抢
单、补偿等全流程线上化。

对符合主板上市的企业， 省财政在
各地奖补的基础上再给予 400 万元，对
“新三板” 创新层新挂牌企业给予 15 万
元， 晋层至精选层的补齐至 50 万元，转
板至沪深交易所上市的补齐至 400 万元
等。 截至目前，已对 94 家企业兑现 2021
年前三季度奖补资金 8250 万元。支持创
业带就业， 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可申请
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额度的创业担保贷
款。 下拨中央和省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
补贴资金 26.5 亿元，提升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供给能力，稳定种粮农户收益。

科技活动周观展观播人次突破百万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刚 记者 汪永

安 ）由安徽省科技厅 、省委宣传部 、省
科协共同主办的 2022 年安徽省科技
活动周近日落幕 ， 今年的科技活动周
以 “走进科技 你我同行 ”为主题 、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 向全省社
会公众展示了安徽科技创新成就 ，普
及了科学知识。

活动周期间 ， 全省各市和省直有
关部门会同高校院所 、 高新技术企业
等面向社会公众开展了近千项丰富多
彩的科普和公益活动 ，近 90 所大学和
科研机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对社会开放。中国科大校长包信和等 8
位院士领衔的系列科普报告 、 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云游科学岛 ”、
安徽医科大学 “强壮的人体 神奇的功

能 ” 等众多科普活动为全省人民献上
了一场科学知识盛宴 。 今年科技活动
周的主办方还依托 “安徽省科技厅 ”官
方微信 ，首次搭建 “2022 年安徽省科技
活动周重点活动宣传平台 ”，滚动发布
全省各地 、 各部门科技活动周信息近
400 条 ，线上科普展区展示播放各类科
普微视频 、 科普图书网络化展示等内
容近 300 项 ， 转发重点科普活动线上
直播链接 100 条 ，线上观展 、观看直播
累计人次突破 100 万。

为打造“永不落幕”的科技活动周，
今后我省将不局限于一时一隅， 常态化
开展各项科普活动，大力弘扬科学精神，
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公民科学素养，进一
步推动科技自立自强， 让科技创新成果
更多更广泛地惠及全省社会公众。

高速高铁沿线和机场周边环境整治启动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日前，省交通

运输厅联合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
办公室、省生态环境厅、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等部门印发安徽省高速公路高速铁
路沿线及民航机场周边环境整治提升攻
坚行动方案，拟用 4 个月左右时间，对高
速公路高速铁路沿线和民航机场周边环
境进行整治提升。

此次行动主要任务为净化环境卫
生、绿化周边环境、美化城市风貌等，重
点治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沿线和民航
机场 “两路一场 ”周边垃圾 、污水等 ，实
现“两路一场”周边无垃圾暴露、无污水
横流 、无乱堆乱放 、无卫生死角 。 开展

“两路一场”周边绿化建设，利用废弃闲
置土地科学安排绿化 ， 提高绿植覆盖
面 ；加强专业绿化养护 ，定期修剪高速
公路、高速铁路两侧行道树和高速公路
中央分隔带内绿植 ， 做好边坡植被维
护，打造绿色长廊。 开展“两路一场”周
边广告设施治理工作， 对立柱锈蚀、画
面破损的沿线广告设施及时进行整改；
规范设置户外广告 ， 增加公益广告设
施 ，加大公益广告投放力度 ，传递文明
新风尚 ；加大违章建筑清理力度 ，做到
无残垣断壁 ； 开展沿线杂乱架设电力
线、通信线、广播电视线等治理，进一步
美化视觉空间。

宿州市成功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持续巩
固扩大文明创建成果，多举措推进文明交通建设———

车让人、人让车，礼让斑马线蔚然成风
■ 本报通讯员 陈旭

本报记者 张岳

“斑马线虽小，但它一头连着市民安
全，一头连着文明素质，是检验城市文明
的最好标尺之一。 ”宿州市民陶军说，以
前行人闯红灯现象非常严重， 三五成群
直接奔跑到马路对面；司机也横冲直撞，
在斑马线前还加速抢道通行……现如
今，“守法礼让、文明出行”成为广大市民
共识，车让人、人让车在宿州市城区交通
路口蔚然成风。

近日， 记者在宿州市淮海路与胜利
路交叉口看到， 斑马线两端分别安装有
人脸抓拍摄像头 ， 其中一角还设置了
LED 显示屏。 “系统刚装上的时候，常有
闯红灯的市民被系统抓拍。 现在闯红灯
现象少了， 大屏幕播放的大多是文明交
通公益宣传片。”宿州交警支队民警黄飞
虎说。

宿州市不断完善文明交通硬件设
施，实施行人闯红灯抓拍系统、机动车不
礼让斑马线抓拍系统、社会化拖车服务、
交通安全主题宣传阵地及宣传设施建设
工程、公交车专用车道抓拍工程、人行隔
离护栏工程、电警和球机升级改造工程、
线网改造及附属公共设施更换工程、市
区标志标牌建设工程、 路口改造配套工
程等 10 项工程，为引导市民文明出行提
供良好交通环境。

每天上下班交通高峰期，在宿州市
城区各主要路口 ，记者都能看到 “文明
交通引导 ”志愿者头戴小红帽 ，身着红

衣 ，手拿文明交通宣传小红旗 ，在引导
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维护交通
秩序。 近年来，宿州市 140 家机关单位、
企业、 社会组织 12 万多人次在城区 61
个重点交通路口开展文明交通志愿服
务劝导活动。

礼让斑马线，文明始终“在线”。 宿州
市公交公司率先在全市开展 “礼让斑马
线，守法文明行”主题活动，全市 571 名公
交车驾驶员示范先行“5321”安全行车操
作规程。 “我们公交车驾驶员在行驶中遇
到斑马线的时候，会提前减速，看到行人
过斑马线，停车让行，示意行人先过斑马
线，公交车礼让斑马线已经从制度规范变
为行动自觉，带动更多社会车辆加入到了
文明礼让的行列。 ”宿州市公交公司 8 路
车驾驶员张倩倩说。

斑马线前的一脚刹车、一个手势、一
抹微笑，传递的是文明礼貌，塑造的是城
市形象。据不完全统计，宿州市公交车礼
让执行率达到 98.6%， 乘客满意度上升
至 97.9％。 公交车驾驶员的做法带动了
出租车和社会车辆驾驶人积极跟进，市
区出租车 、 私家车礼让率分别 达 到
96.2%和 92.3%，“礼让斑马线”成为宿州
一道文明风景线。

“宿州市坚持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
抓手，找差距、补短板、强基础，坚持开展
文明交通主题实践活动，交通管理精细化
水平、市民文明素质显著提升，为开展‘守
法礼让、文明出行’专项行动注入了生机
和活力，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增强。 ”宿州市文明办负责人说。

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本报讯（记者 夏胜为）6 月 5 日，省

自然资源厅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6
月 5 日 20 时至 6 月 6 日 20 时， 芜湖市
全境，铜陵市全境，安庆市全境，池州市

全境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请注
意防范，并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一旦发
现隐患，提前避险转移。

茛 6 月 4 日， 在濉溪县百善镇叶刘湖村麦田，村
民在收割小麦。 “三夏”期间，淮北市积极做好机械
调配、秸秆综合利用等各项工作，力夺夏粮丰收。

本报通讯员 周方玲 摄

▲ 连日来，肥西县丰乐镇河湾社区农民在收割小麦。目前，肥西县 27.7 万亩小麦进入收
割期，当地全力做好“三夏”生产服务。 本报记者 温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