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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4 日， 淮北师范大学薪
火义务支教社的 19 名大学生志
愿者正式启程， 奔赴阜阳市的乡
村小学， 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支教
活动，通过音乐与舞蹈教学、故事
讲读、游戏活动等多种形式，丰富
农村孩子的暑期生活。
本报通讯员 冯树风 王小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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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赏村景、住民宿、品美食，乡村旅
游越来越受游客青睐，更不断迎来发展好政策！ ”来安县文化
和旅游局副局长冯佳佳说。 冯佳佳口中的好政策，就是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安徽省乡村旅游高质量
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4 年）》。 《计划》提出，到 2024 年，形
成空间布局合理、产品特色鲜明、服务功能完善、产业体系健
全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 力争全省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达 45
亿、年均增长 15%以上，乡村旅游收入达 3000 亿元、年均增
长 20%以上，带动农产品等购物消费达 500 亿元，乡村旅游
经营主体超 2 万家，带动就业 150 万人以上。

我省将组织实施乡村旅游“421”行动，即“4 个 100”：到
2024 年， 打造 100 个精品主题村、100 个特色美食村、100 条
旅游风景道、100 家“后备箱”工程基地；“2 个 1000”：到 2024
年，培育 1000 家精品民宿，培养 1000 名经营管理人才；“1 个
10000”：到 2024 年，打造 10000 个乡村旅游“双微”提升点。

乡村旅游“421”行动重点任务具体细化为：“主题村”打
造行动，围绕“食住行游购娱”产业要素，培育“画家村”“摄影
村”“康养村”“文创村”“非遗村”等主题村。 “美食村”推选行
动，打造“皖美好味道”旅游金名片，推出一批游安徽“必吃”
的名菜名点名宴，一批“必进”的特色美食名店，一批“必游”
的美食精品线路。 “风景道”建设行动，围绕“看得清、进得畅、
停得下、玩得好、留得住”目标，加快推动安徽省旅游风景道
发展，串珠成链。 “后备箱”富民行动，推动农林牧副渔等产品
向旅游商品转化， 支持乡村旅游重点村在游客集散中心、景
区景点、旅游宾馆饭店、大型超市、高速公路服务区等设立特
色农产品销售专区。精品民宿培育行动，坚持标准引领，推进
民宿服务质量等级评价， 支持优质乡村民宿开展连锁化经
营。经营管理人才培养行动，广泛开展乡村旅游专题培训、技
能培训，开设“乡村旅游大讲堂”；探索建立“乡村旅游合伙
人”招募和“乡创特派员”制度，培育乡村民宿管家等劳务品
牌。 “双微”提升行动，围绕景观更精美、设施更精良、服务更
精心、体验更精致、运营更精细，开展“微创意、微改造”，促进
“精提升”。

《计划》提出推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系列保障措施。其
中，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会议培训、职工疗休养可选择符合
条件的民宿、乡村培训机构。

组织实施乡村旅游“421”行动，到 2024
年，力争全省乡村旅游接待达 45 亿人次，乡
村旅游收入达 3000亿元

精细管理，化解停车难
———“暖民心行动”系列谈⑩

范克龙

“停车难”是群众普遍反映的问题。 解决停车难，
不仅考验“为民办实事”的初心 ，更考验 “为民办好
事”的城市管理能力。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 停车位缺口日益增
大。 为化解群众停车的“烦心事”，我省出台了《便民
停车行动方案》，计划 4 年新增 183 万个以上停车泊
位，提高新建住宅小区车位配比，加强老旧小区改扩
建挖掘潜力……随着一系列举措的推进， 停车难的
矛盾将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但我们也要看到，除了停车位总量不足，结构性
矛盾也较为突出，学校、医院、车站等重点公共区域，
常常“一位难求”。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还需在管理上

下功夫，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能力，让停车资源配置
更加高效。

如果说有效的供给是加法，高效的管理就是乘法，
能够更有效配置停车资源，实现资源“最大化”利用的
倍增效应。 优化停车资源配置，应该鼓励公共建筑、居
住区等停车设施“错时开放”，引导机关、企事业单位等
公共建筑的停车位晚间对外开放，有条件的小区停车
泊位白天对外开放，盘活共享停车泊位，调有余，补不
足。 同时，进一步挖掘路内停车泊位，推出夜间停车
位、分时停车位，满足一些潮汐式停车需求。 此外，向
科技要空间，充分利用数字化科技化手段，加强智慧
停车管理，提升停车周转率，促进停车资源优化配置。

滁州市琅琊经开区与金融机构联合推出创新型信贷产品———

“园区贷”送来惠企“及时雨”
■ 本报记者 罗宝

本报通讯员 刘晨

“免抵押、利率低、线上办、放款快，
‘园区贷’解了我们燃眉之急。 ”日前，一
笔 500 万元贷款资金顺利拨付到安徽顺
鑫盛源生物食品有限公司账户，公司董
事长张益顺对滁州市琅琊经开区送来的
“及时雨”赞不绝口。

安徽顺鑫盛源生物食品有限公司主
要经营食品用蛋白质类原料，其产品 80%
出口海外。 今年以来，受国际市场原材
料价格上涨、物流运输不畅和汇率等影
响，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而其现有资产已
用于融资，无法重复抵押。 琅琊经开区
在帮扶走访时，发现了企业资金需求，便
推荐其办理普惠“园区贷”。

琅琊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吴敏告诉记
者，园区有一些发展势头和潜力都很不错
的小微企业，由于缺少资产作抵押，达不

到向银行申请贷款的门槛。为帮助企业渡
难关、谋发展，琅琊经开区瞄准中小企业
融资痛点，对照省、市金融政策，在深入调
研的基础上，主动向担保机构、各大银行
递上合作邀约。 4月，该园区管委会与省普
惠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琅琊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交通银行滁州分行联合推出了创新
型“园区贷”信贷产品。园区联合金融机构，
对企业科技含量、亩均效益、发展潜力以及
金融征信信息进行综合评审，筛选成长性
好的企业，建立起服务对象“白名单”。

“名单上的企业可以直接线上申请
贷款，银行线上审批、融资担保公司‘见
贷即保’，3 天内可获回复，5 天内即能放
款。”吴敏说。四方合作、共担风险，“园区
贷”让中小微企业也能获得“利率最优、
即批即放”的高质量金融服务。琅琊经开
区财政所所长余丽告诉记者， 目前已有
20 多家公司入选 “白名单”， 以专精特
新、高新技术企业为主。 （下转 4 版）

新华社北京 6 月 25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吴爱国当选宣城市政协主席
本报讯（通讯员 任淦）2022 年 6月 25 日，政协宣城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选举吴爱国同志为宣城市政协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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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9日，记者在位于枞阳县
白柳镇旸岭村的一处坡地上看到，
大豆苗破土而出，嫩绿的叶子随风
摇曳。

“真没想到，门前山岭上这块
撂荒了七八年的地今年居然种上
了大豆。 ”种了几十年地的旸岭村
村民李必华说， 这块地不好耕种、
产出不高， 前几年基本都撂荒了，
他家也有 3 亩地在其中，“现在都
流转出去了， 不仅重新种上了庄
稼， 我每年还能拿到 1000 多元土
地流转的钱。 ”

该村党委书记陶建明告诉记
者，今年旸岭村共有 800 多户村民
对外流转了 1800 多亩田地， 其中
撂荒地 800 余亩。

“这些撂荒地，基本都由县里
组建的国有企业安徽长江农业农
村投资发展公司进行了统一流转，
流转费用也有保障。 ”陶建明说。

“我们在乡村一线走访调研时
发现，有部分边角田、坡地，机械化
生产不便、 种粮大户不愿意流转，
出现了撂荒现象。 ”安徽长江农业
农村投资发展公司负责人谢忠告
诉记者，为了让闲田“活起来”，他

们进行了调研、测土，发现枞阳县白柳、汤沟等乡镇的
丘陵坡地和沙性土壤地适合种植大豆，便于去年谋划
实施 5000 亩大豆种植项目。 今年初，5000 亩土地流转
完成，其中包括 1000 余亩撂荒多年的坡地、梯田。

在白柳镇龙井村，6 台挖掘机正在高低不平的梯
田内平整土地。

“梯田、坡地改造成本很大，前段时间有一块 4 亩
的撂荒地，我们光改造费用就花了约 9000 元。 ”枞阳
县众禾智慧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钱兵说。

（下转 4 版）

盘活车位解民忧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本报通讯员 陈春怡

下班后， 开车回家的怀远县老城区物资小区居
民赵女士， 直接将车停在距离小区几十米远的沿堤
路附近停车场。 “以前回家稍微迟一点,小区就没有
停车位了，只能在路边到处找停车位，很头疼。 ”赵女
士说，自从小区附近新增了一批停车位，大大缓解了
停车难的问题。

“能在这里‘挤’出地方建停车场，真是做了件实
实在在的好事。 ”赵女士提到的这处停车场，位于禹

泽园北涡河南堤背水面，新建泊位共计 162 个。
“老城区腾挪空间有限，只能见缝插针地建停车

位。 ”怀远县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刘劲松说，沿堤路一线原本是滩涂地，向南几十米就
是老城区主干道禹王路，店铺林立、老旧小区密集，
一直面临“停车难”的困扰。 将这里平整一番建成停
车位，可以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

目前， 怀远县正实施圣泉新村周边道路提升改
造项目，将配建47个停车位。 今年底,老城区预计新增
停车位648个,停车难问题将逐步缓解。 （下转3版）

支教出征

习近平将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
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一边是流动资金贷款以 1年期以内的短期贷款为主，一边是中小微企业有
较长周期用款需求，深化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服务迫在眉睫———

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 本报记者 何珂

从安庆市火车站出发，驱车不到一刻钟，就到了安
庆市鑫隆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在这里，每年的玻璃生产
能力达 80 多万平方米。

“今年上半年，企业营业额还不错，但由于用工成
本上涨，企业经营压力还是不小。 我们应对的‘招数’是
更新设备，引进一批机械手臂，提高生产效率。 ”6 月 23
日，公司负责人金怀贵告诉记者。

“招数”虽好，但谋划了一两年，一直未能“出招”，
背后的原因是缺中长期资金。

金怀贵坦言，这几年从银行贷款并不难，各种创新
的金融产品较好满足了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 但解决
了贷款问题后，另一个融资“堵点”日益凸显———“期限
安排不合理”。

“之前，我们能够办理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各家
银行给的期限多为 1 年。 但对于制造业企业来说，短期
流动资金贷款， 往往不能完全匹配企业的生产经营周

期和回款周期。 ”金怀贵说，“以更新设备为例，至少需
要 200 万元的资金， 若今年申请了 200 万元的 1 年期
流动资金贷款，那么年底就必须将本金、利息都还上，
对于刚刚更新设备不久的企业而言，还款压力很大，所
以公司迟迟不敢‘出招’。 ”

近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与金怀贵有相似烦恼的企
业主不在少数。 有企业负责人表示，假设企业获得了银行
300 万元 1 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按照合同约定，企业前
11个月已分期、按时偿还了利息，需要在最后一个月偿还
该月利息以及全部本金， 企业却恰好在此时购买了一套
价格较高的机器设备，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这时，为
保证按时还款，避免出现逾期记录，企业不得不通过社
会渠道寻找“过桥资金”，先借钱把这 300 万元本金及当
月利息还清，再去银行申请一笔新的贷款，由此得以持
续周转。 别看“过桥资金”的使用期限不长，成本却不低，
有企业抱怨可能“倒贷一次多付半年利息”。

受疫情影响， 不少企业出现了货款回笼期限延长
情况，资金周转压力骤增。 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经常

性贷款周转问题、稳定企业融资预期、降低企业转贷成
本迫在眉睫。

稳经济促发展， 必须实打实解决企业的现实难题。
“为进一步发挥融资担保机构增信作用， 撬动金融资源
更好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我们要求加强中小微企业中
期流动资金贷款担保支持和续贷续保服务，鼓励将担保
资源更多投向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推动支持银行进一步
扩大中期信贷投放，切实帮助企业拓展发展空间，缓解
融资难题。 ”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日前， 安庆市鑫桥融资担保公司在走访企业中，了
解到金怀贵面临的难题。 “我们与鑫隆钢化玻璃有限公
司合作了三四年，对企业经营情况以及眼下的发展困境
较为了解， 在得知该公司对中长期资金的需求之后，我
们第一时间对接合作银行，与兴业银行安庆分行创新开
展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业务，为该企业提供 3 年期流动
资金贷款 500 万元。 ”安庆市鑫桥融资担保公司负责人
邓寅说，同时积极争取银行降低贷款利率，更好助力企
业降低融资成本，支持企业发展。 （下转 3 版）

6月 25日拍摄的岳西县青天乡牛草山风电场。 该项目共有 33 台 1500千瓦风电
机组，总装机 4.95 万千瓦，年满负荷运行可供上网电量 9400 万千瓦时，年可节约标
准煤 3.15万吨。 近年来，岳西县推进风电、光伏和小水电清洁低碳新能源建设，在发
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实现了天蓝地绿。 本报通讯员 王先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