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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组合拳 高质量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宿州市埇桥区依托区位、资源、人口、市场

“四大优势”，以长三角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建

设为契机，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

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加

快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不断探索农

村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路子。埇桥区粮食生产实

现“十八连丰”，先后荣获“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全国畜牧大区”“中国绿色家居产业示范基

地”“中国烧鸡之乡”等称号。

坚 持 无 农 不 稳 ，以 底 线 思 维 筑 牢 农 业 基

础。该区以高产创建为突破口，通过政策调动、

示范带动、订单农业，提高种粮的经济效益，调

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以“长牙齿”的硬

措施严防死守耕地保护红线，坚决遏制耕地“非

农化”“非粮化”。突出抓好耕地地力提升，既稳

数量也提质量，加快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

设，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深挖耕地产能，提

升耕地质量和产出水平。2022 年以来，全区建

设 高 标 准 农 田 14 万 亩 ，亩 均 增 粮 100 公 斤 以

上。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构建以国家技术推广

专业服务队为主导，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服务

中心、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骨干，村

级服务组织为补充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组织

农业科技专家、农技推广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包

保联户，指导农民干、带着农民干、做给农民看，

切实把专家的技术变成农民的技能，促进农业

增产潜力不断释放。埇桥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创新试点工作连续 5 年在全省考核中排名

第一。加强农机推广应用。针对设施种植业、

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农产品初加工以及农村

生态等农机化薄弱环节，引进示范推广质量更

好、适用性更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农业机械装

备。同时，加快农田改造“宜机化”，通过土地经

营权流转、入股、托管等多种路径，促进土地适

度规模经营。结合高产示范田改造、农村土地

综合整治等项目建设，加快高标准农田“宜机

化”建设。目前 ，埇桥区共有农机合作社 214

家，农机作业服务公司 1088 家，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从 2016 年的 89.5%增长到 2021 年的

92.77%，高出全国 20个百分点。

坚 持 无 工 不 富 ，以 工 业 思 维 谋 划 农 业 转

型。把工业管理理念、组织方式、营销手段引入

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育强农业全产业

链。深挖资源禀赋，选准主导产业，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拉长精深加工链条，推进标准化原

料基地、集约化加工链条、网络化服务体系、品

牌化营销渠道建设，着力打造粮食、畜牧、林业

三大全产业链百亿级产业。比如，依托本地优

质小麦产业优势 ，引进和培育皖神、安特、金

海、尚品萱等行业头部企业，做足做精农产品

深加工文章，现有规上粮食加工企业 28 家，粮

食 加 工 产 值 79.1 亿 元 ，全 产 业 链 产 值 超 百 亿

元。打造特色农业品牌。大力实施品牌农业

战略，加快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建

立农业生产信用档案，着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皖字号”商标品牌。全区现拥有“符离集

烧鸡”“红树湾地板”2 个中国驰名商标，“王枣

子茶”“夹沟香稻米”等 4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或商标，“皖豆香”“金安特”等 7 个马德里注册

商标。“埇桥人造板材”“顺河木业”“符离集烧

鸡”3 个品牌入选了全国区域品牌百强榜，总价

值达到 93 亿元。建优产业集聚平台。埇桥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围绕粮食和畜禽两大主导

产业，协同推进农业生产信息化、产学研推一

体化、生产经营集约化，带动夹沟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园、“埇桥大豆”产业园、烧鸡现代农业

产业园实现提档升级。园区建设“‘双创’孵化

中心”、成立“创业者港湾”，农民入园创办企业

86 家，带动农民就业创业 1.27 万人。宿州绿色

家居产业园围绕绿色智能家居产业优化布局，

现已入驻链上企业 200 余家，其中规上企业 65

家、高新技术企业 6 家、专精特新企业 14 家、行

业领军企业 4 家，形成了从板材加工、家具生

产到智能家居制造的全产业链条，呈现出有资

源、有技术、有品牌、有外汇的“四有”新局面，

被授予“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

坚 持 无 商 不 活 ，以 创 新 思 维 推 进 三 产 融

合。以产品为核心，以信息为媒介，发挥农村产

业融合的“乘数效应”，全面提升农村的经济、社

会、文化价值。推进电商兴农。加快推进信息

进村入户项目，推动“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建成信息进村入户益农信息社区级运营中

心 1 个，益农信息社标准站 25 个，注册益农信

息社信息员 270 多名，入驻省级运营平台益农

信息社 249 个，覆盖全区 80%以上的行政村，具

备 农 业 综 合 信 息 服 务 能 力 的 乡 镇 比 例 达 到

100%。加大对农家网店、直播电商等新业态的

支持力度，拓展“网货下乡、农品进城”双向通

路 ，让 手 机 成 为“ 新 农 具 ”、直 播 成 为“ 新 农

活”。推进文旅兴农。顺应群众对“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精神消费需求，加强

全区优势旅游资源整合，以打造特色旅游线路

为重点，加快推进五柳休闲旅游度假区、符离大

道沿线景观带建设，积极创建省级特色旅游名

镇、名村，推动农业与休闲、旅游、康养、生态、文

化、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大力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加强非遗及文物保护利用，成功申报“宿

州 汤制作技艺”“栏杆牛肉制作技艺”“埇桥十

番锣鼓”“蝶翅画”等省级非遗项目，为埇桥乡村

文旅产业发展打造新名片。推进物流兴农。成

立区级电商物流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推进企业标准化建设。鼓励物流企业改造设施

设备，广泛采用集装单元、射频识别、货物跟踪

等信息系统。推进城乡物流网络，促进物资双

向流通，持续优化村级电商网点功能及村级物

流快递网点，全区农村设立电商物流综合服务

站点 286 个，25 个乡镇的中心村实现站点设置

全覆盖，有效解决了产品上行“最先一公里”和

物流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郑思专 潘双云）

月天
韭

·视点·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安

徽省政协原秘书长殷树勋同志，

因病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在合肥

逝世，享年 95岁。

殷 树 勋 同 志 ，河 北 徐 水 人 ，

1928 年 10 月 出 生 ，1943 年 10 月

参加工作，1949 年 2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3 年 10 月起先后在

河北徐水县和易县任实习会计、

会计，在定兴县任情报员；1949 年

5 月任屯溪贸易公司会计 ；1950

年 4 月任祁门县贸易公司科长、

县政府秘书；1953 年 11 月任徽州

专署工商科副科长；1956 年 4 月

任芜湖专署商业局局长；1965 年

9 月任巢湖专署财办副主任；1980

年 11 月任省商业厅副厅长、党组

成员；1982 年 6 月任省财办副主

任、党组成员；1983 年 8 月任省工

商局局长、党组书记；1986 年 11

月任省政协副秘书长；1987 年 4

月当选省政协常委；1989 年 4 月

任 省 政 协 秘 书 长 、党 组 成 员 。

1993 年 12 月离休；2009 年 8 月享

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2019 年 9

月按省（部）长级标准报销医疗

费。四届省委委员，五届、六届省

政协常委。

殷树勋同志的遗体已于 2023

年 1月 2日上午 9:00在合肥市殡仪

馆火化。

殷树勋同志逝世
本报讯 中国共产党党员，安徽省政协原工

作组委员会副主任方一清同志,因病于 2023 年 1

月 1日在合肥逝世，享年 103岁。

方一清同志，安徽无为人，1921 年 4 月出

生，1938 年 8 月参加革命，1941 年 7 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1941 年 8 月任无为县陡沟区突击队

员；1942 年 2 月任无为县新河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2 年 10 月任无为县宋庙乡支部书记、乡农抗

理事长；1945 年 9 月在无为县新河乡组织地下

斗争；1947 年 6 月任临江工委会秘书；1947 年 11

月 在 巢 县 银 屏 山 区 开 辟 地 下 组 织 联 络 工 作 ；

1948 年 1月任临江陡沟区区长；1949 年 1月任临

江流泗区区长；1949 年 7 月任无为县姚沟区区

长；1951 年 6 月任无为县民政科长；1952 年 8 月

任无为县政府副县长、党组书记；1954 年 10 月

任无为长江大堤指挥部副指挥长、党委副书记；

1956 年 11 月任省水利厅宣教副处长；1958 年 4

月任省文化局处长、党组成员，安徽文化报总

编；1962 年 2 月任省委宣传部甄别办公室副主

任、副处长；1969 年 12 月任省革委会宣传队祁

门双平区领导组副组长、塔防公社领导组组长；

1971 年 4 月任省革委会宣传队办公室负责人，

省贫协副主席；1983 年 4 月当选省政协常委；

1984 年 9 月 任 省 政 协 工 作 组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1988 年 1 月任省政协老委员联谊会总干事；离

休后任省政协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1993 年 6月离休；2015 年 8月提高享受按副省长

级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四届、五届、六届省政

协常委。

方一清同志的遗体定于 2023年 1月 3日上午

9:00在合肥市殡仪馆火化。

方一清同志逝世

本报讯（记者 吴江海）近日，在黄山

市大数据协会成立大会上，黄山市政府

与上海数据交易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加快建设“数字黄山”，打造数字化转型

新高地，探索打造国家级文旅体数据治

理典型样板。

根据协议，双方共同推动在黄山市

设立上海数据交易所长三角文旅数据交

易平台，联合设立“国家文旅体大数据研

究工程中心”，优先从黄山市城市大脑文

旅专题的数据治理、应用和交易着手，制

定文旅体数据标准，发布相关指数和排

行榜，加快黄山释放公共数据社会价值

和市场价值，形成数据资产，并逐步向长

三角区域乃至全国拓展，力争成为引领

全国文旅产业发展的风向标。

双方商定，在“数字旅游”“数字体育”

“数字城市”“数字乡村”“数字休闲”等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重大项目建设、运营和技

术产业峰会等领域开展合作，共同探索建

立文旅数据板块生态集聚区。同时，上海

数据交易所组织并联合现有数商，利用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为黄山市文

旅体等业态在精准营销、公共服务、旅游

产品开发（旅游衍生品）等领域数字化创

新赋能，从数据实践应用角度构建跨部

门、跨行业的大数据应用场景开发，全面

推动黄山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提升黄山旅

游目的地数字化服务能力和黄山旅游品

牌影响力，积极引导数商企业落户黄山

市，形成黄山大数据服务产业体系。

近年来，黄山市抢抓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新基建”等国家战略机遇，制定出台

“十四五”数字政府建设规划、大数据产业

发展规划，推进政府数字化变革，发展大

数据产业，将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数字创意产业列入九大新兴产

业，与中国电子等企业合作建设黄山市软

件产业园，推动公共数据资源整合、数据

安全保护和数据应用场景建设，加快发展

数字经济产业链条，荣获“2020 中国领军

智慧城市”称号。目前，该市与华为合作

建成黄山城市大脑，已汇聚 1.98万路的视

频资源，对接 31个业务系统，归集 25.06亿

条数据，共享 3.7 亿条数据，开放 117 万条

数据，打造了智慧文旅、生态环境、民生幸

福、社区服务、城市管理、公共交通、城市

安全等应用场景，先后荣获 2020年世界智

慧城市大奖中国赛区“治理与服务大奖”、

第三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数字生态”优

秀案例奖。

·编后·

数据作为五大生产要素之一，是数字

经济的重要关键要素。黄山市以数据为突

破口，让数据管起来、活起来、用起来，培

育、发展和壮大数据要素市场，加快发展数

字经济，探索建立文旅数据板块生态集聚

区，助力“大黄山”建设，使数字经济成为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推动数字资源转化为数字资产

黄山构建大数据服务产业体系

元旦期间，市民在 2022

第 十 九 届 安 徽 国 际 汽 车 展

览 会 参 观 展 车 。 该 车 展 由

合肥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徽

省商务厅指导，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 月 3 日在

安徽国际会展中心开展，吸

引了近两百款车型参展。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温沁 摄

元旦假期
相聚车展

■ 本报通讯员 杨桓
本报记者 阮孟玥

入冬后，野生葛根淀粉含量最多，是

采收加工的旺季。近日，在青阳县涧泉葛

粉加工有限公司，四排大缸整齐排列，工

人们正用木棒搅拌缸内葛根，加速出粉。

“涧泉葛粉加工厂年加工葛粉超过

200 吨，产品多出口日本、韩国。这两年

在政府的扶持下，加工厂扩大内销，通过

杨田镇农展中心在网上销售。”公司负责

人何秀群告诉记者。

建在村里的企业，不仅让农民成为产

业工人，也让建设宜居宜业和美村庄的目

标加速实现。青阳县杨田镇农业基础好，

盛产葛粉、麻油、粉丝、黄精等农特产品。

为强化区域农产品品牌影响力，该

镇于 2021 年启动运营杨田镇农展中心，

设立农特产品展示厅、电商直播中心、信

息发布平台、多媒体会展中心等，配套物

流仓储中心，并成立山水杨田农特产业

联盟。“ 农 特 产 业 联 盟 立 足 本 地 特 色 农

产品，为外地客商和本地企业搭建交流

平台 ，帮助杨田农产品走出去 ，持续做

大做优产业 。”山水杨田农特产业联盟

会长徐志发说。

山水杨田农特产业联盟成立后，陆续

引入 50家农特产品企业和 10余家电商企

业，着力培育本土电商人才，以线上展示、

线下销售的运营模式，拓宽销售渠道。

“我们做的是农村电商，就是整合当

地特色农产品，通过各个平台进行销售，

这样既能帮助农户提高收益，也能吸引农

民工返乡创业。”在杨田镇农展中心仓储

区，安徽九华礼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胡涛告诉记者。作为当地农特产品电商

优质企业，该公司大胆探索直播销售，为

农户和消费者搭建便捷交易的“桥梁”。

乡镇成立产业联盟抱团发展

据新华社电（记者 翟翔 熊丰）

记者 1 月 2 日从公安部获悉，公安部

日前部署全国公安食药侦部门依法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涉疫药品、检测试

剂及制氧机、血氧仪等相关用品违法

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安全，全力服务疫情防控工作。

公 安 部 要 求 ，各 地 公 安 食 药 侦

部门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依法严

厉打击制假售假、“山寨”仿冒涉疫

药品及相关用品的违法犯罪活动，

切实形成有力震慑。要围绕常用涉

疫药品、检测试剂及相关医疗器械、

设备，紧盯生产、批发、零售环节及

网络交易服务等第三方平台，深入

排查案件线索，与有关部门密切协

作，第一时间核查工作中发现和群

众投诉举报的线索，对构成犯罪的

坚决依法立案查办。对团伙性、系

列性、跨地域案件，要组织专门力量

开展集中破案攻坚，坚决摧毁犯罪

网络、斩断利益链条。

按照公安部部署要求，全国公安

食药侦部门迅速行动，坚持打早打

小，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涉疫药

品、检测试剂及相关用品违法犯罪活

动。吉林公安机关近日成功破获一

起制售布洛芬假药案件，及时阻止假

药流入市场，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生

命健康安全。

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食药侦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涉疫药品违法犯罪活动

本报讯（记者 柏松 通讯员 于

晨晨）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午，随着重

达 600 吨的储罐穹顶被气压抬高至

10 层楼的高度，由淮河能源控股集团

投资建设的芜湖长江 LNG 内河接收

（转运）站项目首座 10 万立方米液化

天然气（LNG）储罐成功升顶，标志着

项目储罐主体工程顺利完工，转入内

罐施工阶段。

LNG 储 罐 升 顶 相 当 于 建 筑 物

主体结构完工的封顶。据了解，芜

湖 长 江 LNG 内 河 接 收（转 运）站 项

目是国家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

及 互 联 互 通 重 点 规 划 项 目 ，《长 三

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

要 交 通 、能 源 基 础 设 施 ，安 徽 省 能

源绿色低碳转型及淮河能源高质量

发展的战略支点项目，也是长江内

河首个获得核准批复、首个获得岸

线使用许可批复和首个开工建设的

LNG 接收站。

作为长江流域最大的 LNG 储罐

群，该项目计划一期建造 2 座 10 万立

方米储罐，预留 42 万立方米储罐区，

总罐容 62 万立方米，预计 2024 年建

成投运，将实现接卸、储存、反输以及

液 态 外 输 和 气 化 外 输 LNG 功 能 ，

LNG 年处理能力将达 150 万吨，每年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500 万吨，保

障安徽全省民生用气约 10 个月，将

为促进安徽省乃至长三角地区能源

结构优化贡献力量。

全国内河首座10万方LNG储罐成功升顶

1 月 1 日，在安徽皖嫂家政集团，培训老师在线直播教授初级母婴护理的

抚触实操课。放心家政行动实施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持续推进家

政服务业“提质扩容”，培训家政服务人员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本报讯（记 者 周 连 山 通 讯 员

李炳旺 汪昌化）记者近日从天长市

人社局获悉，该市坚持把就业作为最

大民生，紧扣群众就业服务需求，全

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确保把就业促

进暖民心行动办到群众心坎上。

天长市打造“三公里”充分就业

社 区 ，在 全 市 23 个 城 市 社 区 打 造

“三公里”就业圈，23 个试点社区的

备 案 信 息 全 部 录 入“ 安 徽 智 慧 就

业 ”信 息 系 统 ，配 置 小 区 管 理 员 账

号。截至目前，“三公里”就业圈社

区 快 聘 平 台 登 记 求 职 居 民 3 万 余

人 ，注 册 企 业 1300 多 户 ，发 布 岗 位

近 5000 个，使一大批求职居民在家

门口实现就近就业。

天 长 市 还 搭 建 就 业 招 聘 平 台 ，

2022 年已组织各类专场招聘会 135

场，组织招聘企业 1457 家，提供就业

岗位近 2 万个，帮助企业招工 1 万余

人；强化技能人才培育，围绕社会急

需紧缺职业（工种）和劳动者就业需

求，开展“订单培训”“定向培训”“项

目培训”和“创业培训”等，帮助高校

毕业生、农民工提高创业就业能力；

落实惠企纾困、失业保险费返还等

政策，目前已为 1611 家企业返还资

金 987.2 万元。

天长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