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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我省将完成交通建设投资 5000亿元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近日，安徽省

交通运输厅、 中国银保监会安徽监管局
在合肥召开安徽交通项目政银企对接座
谈会，加强融资供需对接，促进交通项目
融资需求早日落地， 保障项目建设资金
需要，推动形成更多的实物工程量。

“十四五”时期是安徽交通基础设施
“大建设”的战略机遇期，全省谋划公路、
水运、民航、枢纽等重点项目 419 个，总
投资约 8844.89 亿元； 储备项目 215 个，

涉及投资 3899.51 亿元。据测算，仅“十四
五”期间我省将完成 5000 亿元交通建设
投资。 安徽银行业保险业大力支持交通
运输业发展，至今年 5 月末，交通运输行
业贷款余额达到 4049 亿元，较年初增加
173 亿元。

今年 3 月，省交通运输厅制定了《安
徽省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攻坚行动方
案 （2022）》，谋划 2022 年推进的重点项
目 291 个 ，总投资超过 8000 亿元 ，其中

高速公路项目 69 个， 普通国省道项目
113 个，水运项目 63 个，机场项目 31 个。

2022 年我省将完成投资攻坚目标
1100 亿元以上。 本次政银企对接会推介
的项目 126 个 ，总投资 3908 亿元 ，贷款
总需求 2662 亿元 ， 其中本年贷款需求
358 亿元。 巨大投融资需求，为金融资本
参与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

6 月 23 日，中国银保监会安徽监管

局 、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制定出台 《关于
银行业保险业支持安徽省交通运输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 明确聚焦交通运输
重大项目建设，依法合规做好政府收费
公路项目配套融资、进一步优化交通运
输项目贷款还款安排、稳妥有序开展金
融业务创新、支持保险公司参与交通运
输建设等支持政策，建立完善多元化交
通投融资体制，切实加强交通建设资金
协同保障。

我省供应链金融助微计划启动
张红文出席

本报讯（记者 何珂）7 月 5 日，由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省
农业农村厅等九部门主办的安徽省供应
链金融助微大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
副省长张红文出席并宣布启动 “安徽省
供应链金融助微行动计划”。

近年来 ， 我省供应链金融发展迅
速，供应链上小微企业的贷款可得率和
便捷度大幅提升。 发挥金融科技力量，
开展数字供应链金融创新服务，对于有
效解决贷款难贷款贵贷款慢难题，精准

帮扶小微企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此次行动计划围绕增强金融
普惠性、稳定就业、乡村振兴等展开，将
在年内服务千家核心企业，覆盖百万小
微市场主体 ，实现千亿贷款规模 ，促进
产业链供应链高效运转，推动经济金融
良性互动。

会上，专家学者、金融主管部门负责
同志对供应链金融形势和政策进行了分
析解读，龙头企业、金融机构、工业互联
网平台代表交流了相关实践经验。

推动中国声谷不断发展壮大
本报讯 （通讯员 参实 记者 汪国

梁）7 月 5 日，副省长何树山在合肥市调
研中国声谷发展情况。调研强调，要深入
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深化部省合
作， 紧盯打造世界级产业地标的发展定
位， 聚焦新一代人工智能和信创产业发
展，锚定目标任务，坚持创新驱动，加强
“双招双引”，优化产业生态，不断推动中
国声谷做强做大。

调研组实地考察国家智能语音创新
中心、安徽省信息技术应用创新适配验证
中心，深入了解依托科大讯飞、华云数据
等龙头企业打造创新平台、发展主导产业

的新成效。 随后，召开座谈会，面对面听取
企业和有关方面意见建议，现场研究解决
困难问题。 调研强调，要细化任务分解，压
紧压实责任，加强工作调度，确保实现既
定发展目标。 要把“双招双引”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把握世界制造业大会、声博会等
契机，突出强链延链补链重点，开展针对
性招商，着力优存量、扩增量。 要发挥好领
军企业和国家级创新平台作用， 立足优
势，瞄准前沿，加快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
化。 要优化营商环境，加强要素保障，打通
堵点卡点，清单化、闭环式抓好落实，奋力
推动中国声谷发展再上新台阶。

当好学生的“燃灯者”
———记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路丙辉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前不久，蚌埠医学院在全国率先为
全校所有班级配备了思政委员 ，“全国
最美思政课教师”、 安徽师范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教授路丙辉受邀前来为首
批 169 名思政委员作培训报告。 而他也
正是在大学班级设立思政委员最初的
倡导者。

“思政课教学效果好不好？ ”“辅导员
日常思政教育活动组织得不得力？ ”“班
级日常管理中思政教育到不到位？ ”路丙
辉向聆听报告的师生们抛出了三连问。
而这些问题正是他在几十年高校思政工
作中所遇，又一直孜孜不倦求解的。作为

解决方案之一， 他提出了班级要设思政
委员， 更好地发挥朋辈影响力这一隐性
思政教育资源。

爱思考、爱提问、爱钻研，是路丙辉
的标签。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一直在思
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大学的价值在哪
里？ 我为什么要做更好的自己？ ”这一连
串的“灵魂考问”影响了他的择业方向。
论道明德， 为学生燃起一盏盏照亮人生
的明灯，把智慧的火种递向更深更远处，
成为他的终身事业。

大学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
成的关键时期，大学生思维活跃、求知欲
强，不断思考促成自我精神上的成人，也
会产生成长中的疑惑。 “价值体系的建

立、德行修养的塑造，是与文化知识的学
习同等重要的。 ”路丙辉说。 怀着这样的
认知，1991 年 3 月 19 日， 还在读大学的
路丙辉就创办了学生社团 “学生德育研
究会”，倡导同学们在学习之余一起探索
精神空间、一起探寻传统文化中的“道”
与“德”。

毕业后，路丙辉主动选择留校，成为
一名专职思政课教师，继续他的探索。他
一手创办的德育研究会成为他和同事们
开展思政教育的重要辅助平台。 德育社
团构建的师生互动、朋辈互助、理实互融
的成长空间很受学生欢迎， 对帮助学生
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矫正学生思想变
形、心理扭曲、行为走样等细节方面，作

用明显。
路丙辉还创办了直接跟学生面对

面的“丙辉漫谈”，对学生各种思想上的
“小障碍”进行清理。 他把每次“丙辉漫
谈”现场学生提问的小纸条贴在笔记本
上，30 年来，积累成了一本本厚厚的《问
题书》。 如今，“丙辉漫谈”已经开讲了近
400 场，现场观众 6 万余人次，成为德育
研究会最受学生追捧的招牌社团活动。
路丙辉还先后开发了网络版和手机版
的 “丙辉漫谈”， 累计回答学生问题 20
余万字。

“让青年学子在思政课上愿意把头抬
起来，在人生路上愿意把话聊下去，陪着
他们不惧内心不惧未来，这就是我最大的
心愿。 ” 路丙辉
说。 接下来，他还
要继续站稳站好
思政课讲台 、全
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 用德育浸
润好学生们的学
习生活实践。

医疗援藏 守护健康
■ 本报记者 朱卓

哈达， 在藏族同胞的心中代表着最
美好的祝愿和最崇高的敬意。 6 月 24 日
下午， 在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山南市人
民医院， 藏族群众白玛央宗一家向安徽
援藏妇产科医生崔海燕献上白色哈达，
表达感激之情。

护佑母婴健康的崔海燕， 只是数百
名安徽援藏医生中的一员。仅近 3 年来，
我省就先后选派 3 批次 88 名 “组团式”
援藏医疗人才对口支援山南市人民医
院，他们跨越数千里从安徽来到西藏，为
守护藏族同胞的健康贡献力量。 安徽省
第七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队长、山南
市人民医院院长许力告诉记者， 援藏医

疗团队从学科建设、医院管理、技术提升
等方面，对医院进行整体式帮扶，目前山
南市人民医院的整体医疗技术和学术研
究都有了很大进步。

“由于紫外线强烈，我们当地人容易
患上白内障等眼部疾病。 ”在眼科门诊，
藏族医生索朗央宗正在给当地患者看
诊。 她告诉记者， 安徽援藏医生到来之
前， 医院只能治疗一些常见病， 如结膜
炎、角膜炎等，稍微有点难度的手术都做
不了，“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安徽援藏
医生给我们上理论课， 带着我们一起看
诊问诊、 进手术室， 提升我们的医疗水
平。 像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患者在我
们医院就能直接做手术。 ”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是每

个援藏医疗队员的初心和使命。 手把手
教学、讲课培训、领台手术……援藏医疗
队通过“师带徒”的方式，将医疗技术和
丰富经验毫无保留传授给西藏本地医
生。如今，索朗央宗成了眼科的骨干医生
之一， 她已经能独立进行眼部微创手术
等，还开始带起了徒弟。

许力表示，“组团式”援藏医疗队还组
织藏族医生到安徽各家医院进修学习，着
力提升藏族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 现在山
南市人民医院的本地医生已经基本掌握
心脏介入手术等内地比较前沿的技术。
2021年，山南市人民医院实现 527 种疾病
不出市就能治疗，患者满意度 98.6%，为全
市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

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医疗队， 接力推

动山南市人民医院“五大中心”建设。 胸
痛中心、 卒中中心通过国家级评审；“银
医通”“智慧医院”项目工作进展顺利，成
功开通西藏首家“智慧药房”；持续巩固
与全市 12 县（区）人民医院的医联体关
系，与贡嘎县、加查县、隆子县等 4 家县
级人民医院共建卒中中心。

在数批安徽“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和
当地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山南市人
民医院于 2018 年顺利通过 “三级甲等”
综合性医院评审。 许力介绍，目前，山南
市人民医院是集医疗、预防、教学、科研、
保健和急救于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性医
院， 拥有临床科室 20 个， 一级科室 12
个，取得了跨越式发展。

“援藏这一年来，我一方面感受到了
西藏人民的热情， 另一方面也深刻感受
到西藏同胞对高质量医疗技术的需求。 ”
许力告诉记者，第七批“组团式”援藏医
疗队队员即将离开西藏， 而他还将继续
坚守，带领陆续到来的新队员开展工作。

安徽援藏工作巡礼·走进山南②

金融“活水”惠企助发展
■ 本报通讯员 施诚

本报记者 阮孟玥

“没有任何抵押，不用自己跑腿，从
申请到放款，仅仅 2 个小时，500 万元贷
款就到账了。 ”近日，安徽龙华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金飞对徽商银行池州东
至支行的服务赞不绝口。

位于东至经开区的安徽龙华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主要生产五氧化二磷、多聚
磷酸，产品畅销日本和欧洲等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企业扩大生产急需资金周转，
徽商银行池州东至支行主动服务， 安排

专人上门助企纾困。
“我行依托市场监管部门比对企业

名录 ，建立线上优质企业 ‘白名单 ’，安
徽龙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正是被列入
‘白名单’的优质企业之一。 ”徽商银行
池州东至支行行长宋龙杰说。 根据企业
较好的信用记录并结合发展现状，该行
通过“线下企业申请+线上信用审核”的
方式，成功为企业争取到 500 万元的高
额度全信用无抵押贷款，帮助企业在生
产关键期解决了融资难题。

金融“活水”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
近年来， 徽商银行池州东至支行积极开

发“科技 e 贷”“专精特新贷”“园区贷”等
金融产品，结合“线下+线上”，从减环节、
减材料、减时限着手提高服务质效，助力
企业发展。

政策持续发力，服务不断提升。今年
以来，东至县创新“东风送暖、至优服务”
营商环境品牌建设，各金融机构结合“千
名行长进万企”“拎包银行进万企”及“五
进” 专项活动， 积极当好企业金融服务
员。 截至 5 月底，东至县 10 家银行业金
融机构为 169 家企业办理优惠利率贷款
14.77 亿元 ， 累计降息让利 1527.84 万
元，为企业解决 25.79 亿元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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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夏胜
为）7 月 5 日，省自然资
源厅发布地质灾害橙色
预警：7 月 5 日 20 时至
6 日 20 时，宿州市的砀
山县、萧县，亳州市的谯
城区请加强防范， 同时
做好灾害隐患点上人员
转移准备工作； 黄色预
警：六安市全境，淮北市
全境，亳州市的涡阳县、
利辛县， 宿州市的埇桥
区 、泗县 、灵璧县 ，阜阳
市的界首市、颍泉区、颍
州区 、太和县 、临泉县 、
阜南县请注意防范 ，并
加强隐患巡查和排查 ，
一旦发现隐患， 提前避
险转移。

亩产值 2.92 万元！ 茭白水旱轮作效益好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如何提高茭白品质与产量？ 如何减
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如何增加企业效益
和农民收入？近日，记者在安徽省农业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专项项目 “特色农业产
业成果转化项目” 实施基地———岳西县
丰收种养专业合作社和岳西县民意茭白
专业合作社生产基地找到了答案。

在海拔 800 多米的岳西县丰收种
养专业合作社，独具特色的茭白生态种
植模式令人耳目一新。茭白田边插着白
色的二化螟诱捕器、 悬挂着杀虫灯，田
埂上种植着诱虫植物香根草和可作为
益虫食物的波斯菊，示范转化的单季茭
白新品种“皖茭 1 号”长势健壮，没有病
虫害发生。大棚种植的“皖茭 2 号”已经
开始采收，比对照品种“浙茭 2 号”提前
10 天进入采收期 。 茭白水旱轮作棚里
种植了 “秀丽” 小西瓜、“皖红 8 号”番
茄、“皖椒 19” 辣椒等新品种 。 在海拔
600 多米的岳西县民意茭白专业合作
社基地，“皖茭 3 号”薹管苗有效分蘖数
多，植株直立，没有病害发生。而附近农
户田块里种植的其他品种茭白，无效分
蘖数多 、植株叶片松散不紧凑 、株行间

拥挤不透风，病害严重。
“特色农业产业成果转化项目”蔬菜

新品种新技术负责人、 国家特色蔬菜产
业技术体系合肥综合试验站站长俞飞飞
研究员介绍， 项目在 2 个基地转化了省
农科院园艺所自主选育的茭白新品种 3
个、 小西瓜新品种 1 个、 番茄新品种 2
个、辣椒新品种 3 个，示范了茭白设施栽
培、 茭白土壤改良和平衡施肥等 7 项新
技术， 同时示范了茭白-生瓜菜水旱轮
作高效栽培模式。 丰收种养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刘三一介绍， 合作社在项目组品
种和技术支持下，进行了 10 亩地的茭白
水旱轮作试验示范，亩产值达到 2.92 万
元，而且生产的瓜菜品质优、商品性好，
未发生病害 。 今年合作社又发展了 12
亩， 并且带动周边农户也进行茭白水旱
轮作种植。

6 月 29 日 ， 安徽省园艺学会组织
相关专家 ， 对项目转化成果进行了现
场测评 ，经测定 ，“皖茭 2 号 ”平均壳茭
重 148.75 克 ， 折合夏茭亩产 2800 公
斤 ；“秀丽 ” 小西瓜平均单果重 2.5 公
斤 ，口感风味好 ，折合亩产 3250 公斤 。
项目转化的新品种新技术得到专家组
一致肯定。

7 月 5 日，在淮北市相山经济开发区一家生物生产企业，工人在一次性使用病
毒采样管生产车间工作。近期，淮北市防疫物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保障防疫物
资供应。 本报通讯员 万善朝 摄

7 月 5 日， 涡河蒙城节
制闸开闸放水， 以缓解上游
来水的压力。当日，上游受降
雨影响来水加大， 涡河节制
闸 20 孔闸门全部开启放水。
目前， 涡河蒙城闸管理处正
严阵以待，加强值守，密切关
注雨情 、水情 、汛情等 ，确保
安全度汛。

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

涡涡河河蒙蒙城城闸闸开开闸闸放放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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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暨马鞍山市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 ”集中示范活动举行

郭强出席
本报讯（记者 张理想）7 月 5 日，由

省委宣传部牵头举办的 2022 年安徽省
暨马鞍山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
示范活动在含山县铜闸镇凌家滩国家考
古遗址公园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郭强出席。

省暨马鞍山市“三下乡”活动成员单
位认真谋划、积极参与，在做好疫情常态
化防控措施的前提下， 主动对接含山县
相关部门和乡镇， 在现场搭建近百个服
务台，组织文化、科技、农业、医疗卫生、
法律等领域的专家，提供科学普及、农技

指导、看病诊疗、法律咨询等各项服务，
同时向含山县支持援助各类项目、物品、
资金累计达 7078.42 万元。 文化文艺工
作者为农民群众辅导书法创作、 赠送文
学期刊、展示非遗绝活，用黄梅戏、舞蹈、
杂技、情景快板等节目，为广大农民群众
献上一台精彩的“文化盛宴”，邀请抗疫
英雄代表、 优秀教育工作者代表等坐在
前排观赏节目，赢得阵阵热烈掌声。今年
活动现场首次开通广播电视直播带货，
让含山地方特色农产品插上 “云翅膀”、
搭上“网销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