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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聚焦产经聚焦··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记者 1 月 31

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滁宁城

际铁路滁州段完成热滑试验，为联调联

试和通车运行打下坚实基础。

据介绍，此次热滑试验是在接触网

带电情况下，检查车辆、供电、接触网、

轨道等系统匹配运行情况。

据了解，滁宁城际铁路是全国首条

跨省城际铁路，是推进滁州至南京交通

基础建设互联互通的重点项目，承担着

安徽滁州、江苏南京两地沿线城际公交

出行的骨干功能。滁宁城际铁路西起

京沪高铁滁州站，对接江苏省正在规划

建设中的新南京北站，线路全长 54.4 公

里，设站 16 座，其中地下站 3 座，高架站

13 座，平均站间距 3.62 公里。通车运营

后，将有效促进滁州、南京两地同城化

发展，加速推进滁州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进一步加强安徽与沪苏浙之间的

纽带联系。

滁宁城际铁路滁州段完成热滑试验

本报讯（记者 何珂）近日，记者从

合肥海关获悉，去年我省出口绿色低碳

产品（太阳能电池、锂离子电池和电动

载人汽车）350.1 亿元，比 2021 年同期增

长 90.4%。其中，1 月份同比增速最快，

达 145%，11 月份出口值最大，达 38.4 亿

元。12月份出口 36.8亿元，增长 59.1%。

根据统计数据分析，我省绿色低碳

产品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以一般贸易

方式出口 347.6 亿元，增长 90.4%，占同

期 安 徽 省 绿 色 低 碳 产 品 出 口 总 值 的

99.3%。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出口

256.5 亿 元 ，增 长 56.4% ，占 73.3%。 从

产品类别看，出口太阳能电池 238.8 亿

元，增长 52.9%，占 68.2%；出口锂离子

蓄 电 池 83.5 亿 元 ，增 长 251.4% ，占

23.9%；出 口 电 动 载 人 汽 车 27.8 亿 元 ，

增长 620.1%，占 7.9%。从出口市场看，

对 欧 洲 出 口 199.1 亿 元 ，增 长 111.3%，

占 56.9%。

去年我省绿色低碳产品出口增长超九成

本报讯（记者 汤超）日前，经省政

府批准，省林业局、省生态环境厅等部

门联合公布第二批安徽省重要湿地名

录，黄陂湖、瓦埠湖、南漪湖、花园湖、竹

丝湖、谷河和东草湖 7 处湿地入选，总

面积达 2.95万公顷。

湿地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

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等方面都起到重要

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和气候变化的

“调节器”。2017 年，安徽省公布第一批

省级重要湿地名录 52 处。此次公布的

第二批省级重要湿地，生态环境优良，生

态区位重要，是小天鹅、白琵鹭等重点保

护鸟类的栖息地、繁殖地、越冬地和迁徙

停歇地。这是安徽扎实推进湿地分级管

理、加大湿地保护力度的重要举措。至

此，安徽重要湿地保护范围基本涵盖全

省主要的湖泊湿地和候鸟重要栖息地。

湿地分级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湿地保

护进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新阶段。

截至目前，全省有国际重要湿地1处、

省级重要湿地59处，省级以上湿地类型自

然保护区18处、湿地公园57处，初步建成

湿地保护网络体系，湿地保护率达51.8%。

第二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公布

■ 本报记者 汤超
本报通讯员 姚自强

1 月 29 日正月初八，当人们还沉浸

在过年的节日氛围里时，枞阳县麒麟镇

绿洲苗木基地里却是一片繁忙景象。

种植大户詹勇指挥七八个工人挖树、打

包，忙得不亦乐乎，不远处的路边，工人

师傅们正在把包装好的小叶榆造型树

苗吊上货车，准备运到外地。

说起今年苗木生意，詹勇心里乐开了

花，他说，多亏了镇里帮忙搭平台，成本降

低了，销量增了二三成，今年苗木价格明

显较往年有所提高，粗壮的优质造型苗木

树种更是抢手，经济收入十分可观。

苗木花卉作为麒麟镇的支柱产业

之一，市场销路是拉动产业发展的关

键，但是多年来，物流成本高、订单周期

长等因素制约了市场销量的提升。为

此，该镇因势而为，及时成立苗木花卉

产业党建联盟，推行“一个产业龙头、一

个党建对接平台、多家链上经营户”模

式，推动经营户抱团发展，提高效益。

“产业党建联盟很好担任了‘中间

人’的角色，让产业从业者或者企业以

抱团增量、组团脱困的形式来获取更多

收益，强化发展动能。”麒麟镇党建联盟

秘书长、镇长左长红表示。

这几天，在该镇非公企业旺盛玫瑰

园里，企业负责人周恩旺正在将鲜花打

包，准备发往合肥、南京等地。他在苗木

花卉产业党建联盟的帮助下，承包了 30

亩土地，成立了合作社，搭建了 6个大棚，

每年能收获 40万支以上玫瑰花，年产值

30万元以上。正在旺盛玫瑰园选购花卉

的杭州花卉经销商顾女士说：“我做花卉

生意 5年多，经朋友介绍，到这边来看，结

果发现这边品种很齐全，质量也很好，全

是网红精品，确实物超所值。”

据 了 解 ，该 镇 苗 木 种 植 面 积 1 万

多亩，花卉苗木种植户 4000 多户，年产

值 2 亿多元，产品热销上海、北京、广州

等大城市。当前麒麟镇正结合花卉苗木

小镇建设，聚焦党建赋能产业发展，以花

卉苗木种植为新引擎，全力实施“苗木向

花木、种植向园艺、绿色向彩色、品种向

品牌、卖树向卖景”五大转型，不断提升

产业档次规模，助推花木产业与农旅产

业融合发展，实现村集体、村民双增收，

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苗木花卉富乡村

■ 本报记者 汤超

春节假期，为最大程度满足广大外

出务工、经商、就学等返乡人员不动产

登记办税需求，破解“工作时间没空办，

休息时间没处办”的难题，安徽省税务

局等部门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春节期间

不动产登记、办税‘不打烊’”便民服务。

春节前，省税务局会同省自然资源

厅联合制定工作方案，统一部署全省各

地开展不动产登记和办税预约办、定时

办、定点办等，为群众提供“春节不打

烊”便民服务。同时，通过互联网网站、

税务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宣传业务

办理事项、地点、时间等，确保群众“来

了就办、一次办好”。

大 事 难 事 见 初 心 ，关 键 时 刻 显 担

当。税务部门党员干部主动冲锋在前、

下沉一线，合理安排税务人员在春节假

期七日“全程值班”，确保纳税人缴费人

办事不断档。春节期间，全省税务机关

共有 84 个通办服务大厅开设“春节不

打烊”值班窗口，538 人次税务干部坚守

在工作一线，省、市局机关共有 61 名干

部下沉一线帮助指导工作。

“没 想 到 春 节 期 间 税 务 部 门 还 上

班 ，真 心 为 你 们 的‘ 不 打 烊 ’服 务 点

赞 ！”在 淮 南 市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不 动 产

登记窗口，刚办理完房产过户手续的

王晓娟高兴地对税务人员竖起了大拇

指。“我初七就要去外地上班，等不到

政务服务中心正式上班。这好不容易

买卖双方能凑齐，就盼着过个年把房

子过户了，‘不打烊’服务真的是太为

我们老百姓考虑了！”王晓娟说，在得

知 税 务 部 门 春 节 期 间 推 出“ 不 打 烊 ”

服务的消息后，就立即和卖家约好在

正月初二一起到淮南市政务服务中心

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我们早上 9 点到下午 5 点都会有

工作人员在这里值班，让前来办理业务

的纳税人缴费人能够很顺利地办理完

自己想要办理的业务。”淮南市税务局

第二税务分局办税服务厅负责人杨睿

介绍说。

“春节期间，全省共办理不动产登

记 办 税 业 务 478 笔 ，服 务 群 众 1200 余

人 次 。”安 徽 省 税 务 局 财 产 行 为 税 处

负 责 人 表 示 ，“ 我 们 将 最 大 程 度 优 流

程、简环节、减资料，进一步提高纳税

人满意度。”

办税“不打烊”服务更便民

■ 本报记者 范克龙

“现在脚手架拆掉了，住宅楼外立面

刷上的新颜色，真是眼前一亮！”张女士在

物华苑小区住了 10多年，如今，通过老旧

小区改造，小区的新模样让她十分惊喜。

位于合肥市长丰县花园社居委的

物华苑二期小区建成已有 10多年，此前

外墙残缺破损、雨水管网破旧生锈。去

年该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正

式启动建设，小区基础设施升级，旧貌换

新颜，小区居民的居住环境显著改善。

“我们小区改造前普遍存在窗户边

漏水的问题，我们把诉求一提出来，工

人们立马就给家家户户的窗边进行铲

除封堵及打胶处理，帮大家伙儿解决了

漏水问题，住在这里心情更舒畅了。”小

区业主张姨高兴地说。

“广场上能增设一些健身器材吗？”

“停车位会增加吗？”“下雨的时候可别再

漫水啦！”作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项

目，要让改造后的小区“好看”更“好住”。

承建单位中能建建筑集团一公司响应政

府要求，在改造之初，就开展问卷调查、座

谈交流、实地入户走访，广泛征求老百姓

的意见，收集居民诉求，努力把小区改到

群众心坎上，尽最大可能满足居民需求。

该工程项目经理李介绍，目前小区

23栋高层住宅外立面、室外地下管网等全

部翻新完成，小区内房屋建筑、公共设施、

道路停车、雨污排水、公共景观等改造提

升已完成大半，计划今年年中完工，2760

户居民正翘首以盼着幸福生活。眼看着

自家住的小区越变越好，居民李女士直竖

大拇指：“环境整洁了，设施也建起来了，

工程质量也不错，大家心里都高兴。”

工程千秋业，质量一线牵。物华苑

二期改造面大量广，小区占地面积 180

亩，总建筑面积 314828 平方米，最大建

筑高度 100 米。中能建建筑集团围绕

“改、增、优”三字标准，对小区进行全面

的改造提升，狠抓质量安全。在工程现

场，项目部设置公示栏，张贴工艺样板

图，定期更新施工进展情况，以便小区居

民及时了解掌握改造流程和施工进度。

“同时，每完成一项大的工程单体，我们

不光是通过官方质检站、业主监理的验

收，还会邀请小区居民，请他们看看自己

新家改造后的样子，提出他们的想法和

意见，确保让老百姓满意。”李说。

我省全面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改善

城镇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和功能品质。

“十四五”期间，力争完成全省 2005 年

底前建成、有改造需求的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 5923 个，基本完成 2000 年以前建

成的老旧小区改造任务。

老旧小区换新颜

·产经资讯·

界首市大黄镇筛子李村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王银在家中编竹编工艺

品，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特约摄影 王彪 摄

■ 本报记者 罗鑫

宣城市是竹资源大市，现有竹

林面积 270 万亩，立竹 32 亿株，其

中毛竹 205 万亩，竹林面积占全市

林地面积 25%，占全省的一半，目

前宣城市竹产业年产值达 200 亿

元，带动就业 52万人。

做优竹林基地

提效益促增收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

南北风”。提起宣城市广德市林

业发展，首先想到“竹”的坚韧品

质。在广德市西北郊，一山远望

如卧，得名“横山”。沿着横山国

家森林公园的小径蜿蜒而上，一

路 上 山 气 氤 氲 、竹 篁 幽 静 ，记 者

来到我省唯一的竹类国家林木种

质资源库。

“ 我 们 从 2009 年 开 始 启 动 资

源 库 建 设 ，总 投 入 2000 余 万 元 ，

为了丰富现有竹类种质资源，目

前已经引入和保存优良竹种 395

种 ，保 存 各 类 立 竹 活 竹 株 200 万

株 以 上 。”广 德 市 林 业 发 展 中 心

森林公园管理处处长张毕武向记

者介绍道。

跨 溪 涧 ，过 小 桥 ，在 竹 林 深

处，记者见到了一种特殊的竹子，

节片像龟甲又似龙鳞，凹凸有致，

坚硬粗糙。“这个名叫‘花龟竹’，

是 整 个 资 源 库 中 引 种 最 贵 的 竹

种，市场价格单株竹母在 1.5 万元

左右，引进了 5 株。”张毕武告诉记

者，目前正在进行工程扫尾工作，

建成后这里将成为集生态、科普、

研究及文旅为一体的国家林木种

质资源库。

引进科研机构及高等院校的

先进栽培技术，培育特色种植亮

点，进而增强竹林产业科技支撑。

广德市与国际竹藤中心合作开展

“竹林高效培育和利用关键技术研

究”和“笋用竹林高质培育技术”推

广，建立“竹资源高效培育关键技

术”安徽广德试验基地。依托五龙

山国有林场及安徽润华生态林业

有限公司，利用竹林丰产高效培育

技术开展高效笋材两用林和竹林

覆盖示范基地建设，探索出“缓坡

丘陵高效笋材两用林和竹林覆盖

技术”。

“该技术的运用，实现了竹材

产 出 ，冬 笋 、春 笋 和 鞭 笋 涵 盖 四

季 的‘ 一 竹 三 笋 ，四 季 有 笋 ’，将

竹林亩产从二三百元提升至五六

千元，大大提高了竹林单位面积

产 值 。”广 德 市 林 业 发 展 中 心 副

主任方俊告诉记者，广德市现有

竹 林 面 积 97.9 万 亩 ，去 年 广 德 市

竹 业 总 产 值 138.43 亿 元 ，竹 产 业

的资源总量、产业体量常年保持

安 徽 首 位 ，为“ 十 大 中 国 竹 子 之

乡”之一。

近年来，宣城市以高效益增收

为导向，通过竹林培育示范、产业

科技支撑，做优竹林基地，打造毛

竹、雷竹、红壳竹等 6 个省级科技

示范园区，总面积达 10万亩。

做强竹产加工

延伸产业链

春 节 前 后 ，在 广 德 市 卢 村 乡

笄山村，最畅销的年货必是冬笋

无疑。由于地处天目山余脉，气

候宜人，土层较厚，笄山所产冬笋

壳薄肉厚、白嫩鲜润，自古有“山

珍”之誉。

“这季冬笋供不应求，能卖到

35 元 1 斤，目前合作社已产冬笋近

2 万斤。”再军笋业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顾再军跟记者算了笔账，“加

上春笋、鞭笋，去年营业额有 100

多万元。”

从 2011 年 开 始 ，顾 再 军 回 到

家乡，投身“竹”产业。2019 年，他

扩 大 规 模 ，托 管 了 1000 余 亩 竹

林。记者来到他经营的四季笋基

地，沿着 100 多米长的游步道拾级

而上，身边绿竹葱茏，冬笋就隐没

在林地间。

“近两年投入了二三十万元加

强基地建设，对有杂木的林地进行

人工抚育，安装了绿色环保的杀虫

灯，还修建了 2000 多米的林间作

业路。”顾再军告诉记者，在基地建

设通过验收后，自己收到了林业部

门 10万元的奖补。

据 了 解 ，广 德 市 设 立“ 十 四

五”林业改革发展专项资金，每年

安 排 不 低 于 1000 万 元 的 专 项 资

金 ，用 于 支 持 保 障 竹 产 业 发 展 。

截至目前，广德市共打造竹林示

范基地 2800 余亩，认定竹下经济

示范园（点）22 个，建成国家级林

下经济示范基地 1 个、省级现代林

业示范区 2 个。

结 合 竹 产 业 发 展 趋 势 ，广 德

市遴选出一批发展前景大、设施

基础强的竹产业骨干企业，按照

“一企一策”的原则，先后培育了

竹类加工国家级重点林业龙头企

业 2 家、省级龙头企业 14 家、国家

级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3 家、竹类产

品中国驰名商标 2 个，带动竹加工

由建筑模板等传统加工向竹塑环

保新型材料、竹活性炭等精深加

工转变。

在位于广德经济开发区的安

徽森泰木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记者看到，原本没多大用

处的边角料竹粉，通过挤压成型等

工艺后“摇身”一变，纹理清晰的竹

塑板材缓缓而出。

“ 我 们 产 品 以 竹 加 工 剩 余 物

和回收的 PE 塑料等为原料，原本

‘水火不容’的成分合二为一，变

废为宝，可以替代木材等传统材

料在很多领域的应用。”森泰木塑

集团总裁唐道远向记者分析道，

这既能有效减少森林砍伐和二氧

化碳排放，又能高效利用生物质

资源，缓解塑料污染，兼具了新材

料、节能环保和循环经济的产业

属性。

宣城市加强“双招双引”，通过

政策扶持，全市现有竹加工企业

780 家，其中国家级林业龙头企业

3 家、省级林业龙头企业 22 家，国

家级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3 家，高新

技术企业 5家。

做精竹旅康养

推动三产融合

“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身临笄山竹海景区，但见漫山叠

翠，竹荫涛声声，岭岭泛绿波。这

里有万亩竹海、三峰叠翠等自然景

观，也是得天独厚的天然“氧吧”。

远远可见石雕大门高耸，好似眺望

八方游客。

宣城市围绕竹文化旅游“三核

四片区”，开发了郎溪县石佛山、广

德市笄山-卢湖、泾县月亮湾竹海

等竹林旅游景点。

“登上笄山顶，目力所及，可俯

瞰数万亩竹海，是我们远近闻名的

网红‘打卡点’。”广德市卢村乡笄

山村党总支副书记李波说，经过多

年发展，爬笄山、看竹海已然成为

周边游客心中的首选。

1 月 29 日 ，笄 山 脚 下 的 城 市

露营地“远山”项目年后开业，迎

来了兔年首批游客。“去年 10 月正

式营业，秋季是旅游旺季，1 个月

营业额就超过 40 万元。”远山项目

负责人唐皇告诉记者，该项目包

含户外露营、户外电影、烧烤、篝

火、亲子活动等，秋末初冬游客爆

满，最多一天接待量 1200 余人次，

高峰期帐篷供不应求。

“山”在眼前，更在心中。“我们

名叫‘远山’，出自欧阳修的‘山色

无远近’，寓意远山不远，只要带着

放松的心情，不用跋山涉水也能享

受到大自然的美，到达心中的远

山。”唐皇介绍道，2020 年该项目荣

获安徽省大学生返乡创业基地示

范点，也是“竹乡画廊”沿线重要的

节点。

记者驾驶在“竹乡画廊”旅游

风景道示范段卢泾路上，道路平

坦开阔，车辆往来穿行，沿线尽收

卢湖风光，好似画中游。广德市

正依托现有公路网，将全域旅游

资 源 串 珠 成 链 ，推 出 了“ 笄 山 竹

海—卢湖山水—甘溪长寿谷—动

感东亭”等竹林旅游精品线路，打

造集旅游观光、乡村振兴、现代农

业、文化展示等于一体的“竹乡画

廊”风景道。

“山水竹乡·品味广德”的品牌

更 加 响 亮 ，竹 乡 魅 力 愈 发 彰 显 。

2021 年广德市全年游客人数、旅游

综合收入均增长 1.2 倍，荣获长三

角最佳文旅融合城市、最美中国文

化旅游名城等称号。

“‘十四五’期间，按照‘主攻

二产、提速三产、提升一产’的发

展思路，我们着力构建我市竹业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产业体系，

推进全市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广

德市林业发展中心主任陈永网告

诉记者，一产瞄准以竹产业为主

导的竹林资源分类经营示范基地

建设；二产注重补链强链、转型升

级及科技创新 ；三产聚焦康养等

特色项目开发、优质资源推介、挖

掘竹文化内涵及搭建林特产品交

易平台，全面提高竹产业的社会

认可度、行业自信度。

题图：近日，芜湖市繁昌区孙

村镇毛竹加工基地，农户们利用

晴好天气晾晒竹条。近年来，孙

村镇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毛竹产业，形成集毛竹制作、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带动

村民家门口就业，让“生态碗”巧

变“金饭碗”。

本报通讯员 鲁君元 摄

竹海中兴起绿色富民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