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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羊肚菌收获旺季，走进灵璧

县高楼镇汤庄村，一排排黑色遮阳网下，

羊肚菌正在温暖的空气中悄然生长。

返乡创业青年汤藏，早年一直在温州

柳市发展。2020年初，汤藏回到家乡，在高

楼镇政府的帮助下，建起了60亩的羊肚菌

种植基地，创办了灵璧县海纳种植家庭农

场，并吸收当地富余劳动力来农场务工。

“鲜菇市场价200元/公斤左右，干菇

1000元/公斤左右，今年菌子生长好、产量

高，平均亩产200公斤左右，扣除成本，收

益差不多能达到30万元……”粗略算了一

下账，汤藏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在这些务工的人中，小王庄汤庆金准

备今年秋天将家中几亩地整合出来种植

羊肚菌。“我在农场帮忙，每天80元钱，一

边干活一边跟汤藏学习技术，汤藏为人忠

厚，又是个热心肠，镇政府农技员在羊肚

菌整个生产过程中给我们技术指导，手把

手教我们。我们在农场既能拿工钱，还能

学到技术，对我家秋后种植羊肚菌帮助很

大，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可观的收益，还不

用担心后续的储存和加工。”汤庆金说，有

他这个想法的不止他一个，都是看到羊肚

菌可观的经济前景。

通过羊肚菌产业发展，增加产业“造

血”功能，高楼镇汤庄村村民看到了增收

致富的希望。

■ 王爱华 王迪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记者昨日从安徽省生态环境厅

了解到，为配套乡村生态振兴实施方案，我省制定了《乡村生

态振兴试点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到2025年，

我省农村生态环境系统治理机制基本建立，生态产业化、产

业生态化初步形成，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实施方案根据“严防输入、治理修复、利用转化、理念

提升”思路，确定六项重点任务：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禁止污染向农村地区非法转移；促进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推进优质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提升生态文明理念。

根据《建设方案》要求，2022年，各市推选1个乡镇、4

个不同乡镇的村开展试点。2023年，各市再推选1个乡

镇、4个不同乡镇的村开展试点，实现生态振兴试点乡镇

或试点村建设县级全覆盖。总结推广试点建设经验，

2024年新增150个左右生态振兴试点乡镇或试点村；到

2025年，试点乡镇或试点村建设覆盖50%左右乡镇。

此外，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了解到，2021年我省首创

以互联网平台对重点排污单位精准普法模式“环企精准云

普法”，同年11月份选取宣城市作为试点市，在218家重

点排污企业中推行该普法模式。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孙艳辉介绍说，“企业守法意识大幅提升，环境违法数同

比下降”，2021年1至3月份，宣城市重点排污企业违法行

为发生数量为6起，2022年1至3月份，辖区内重点排污

企业违法行为发生仅1起，同比下降83.33%。

据统计，今年3月起，该普法模式扩展至全省16个省

辖市3000余家重点排污管理单位的经营管理人员。

星报讯（记者 唐朝） 记者从安徽省农

业科学院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种植

业管理司印发《关于推介2022年棉花糖料

主推品种和技术模式的通知》，该院棉花

所“油(麦)后棉花绿色轻简增效集成技术”

入选其中。

据介绍，针对现有棉油(麦)两熟制棉

花生产周期长、管理复杂等情况，安徽省

农科院棉花所联合安徽省农技推广总站、

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南京农业大

学等单位研制了油(麦)后棉花绿色(减肥

减药)轻简(全程机械化)增效集成技术，该

技术于2020年被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推介

为安徽省主推技术。

与常规技术比较，该技术在棉花单产

不减、品质不降的情况下，通过一次性“机

播”、全程“机管”、一次性“机收”等技术措

施实现省工70%、省肥50%、省药40%，机

械对人工替代率达60%，总体植棉效益提

高30%。该植棉技术模式适用于长江流

域和黄河流域棉油、棉麦等两熟制棉区。

近年来，此项技术已在安徽、湖北、江苏等

省大面积示范推广，为转变棉花生产方

式、促进棉花提质增效提供了技术支撑。

星报讯（王换 陈姗姗 记者 王玮伟）近日，安徽省市场

监管局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2年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营

提升行动，通过持续创建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营示范店、创

新开展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营示范街区建设、创立特殊食品

专区专柜示范经营与信用奖惩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各类特

殊食品经营单位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营

示范效应。

近年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持续推进特殊食品专区专

柜经营提升行动，以“四有四无”（有证有照有台账有专区

专柜，无假冒无过期无变质无过错投诉）为标准分类推进

示范店建设，开展“一个承诺三个提示”等系列宣传活动，

为营造特殊食品安全消费环境打下了牢固基础。

通知明确，2022年，各地培育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营

示范店主体数量原则上不低于上一年度数量，其中食杂

店、农村超市等培育数量不低于总体数量的50%；在特殊

食品经营单位集中区域，打造2~3个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

营示范街区，覆盖商超、母婴店、药店、食杂店等四种类型。

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重点检查特殊食品专

区专柜销售、进货查验、标签说明书与注册备案内容一致

性、保健食品消费提示等落实情况，严厉查处特殊食品经

营者未设置专区专柜或混放销售、跨境电商二次销售等违

法案件，严厉打击保健食品欺诈和虚假夸大宣传等违法行

为。按照“四有四无”标准进一步培育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

营示范店，培育主体应涵盖商超、母婴店、药店、食杂店等多

种类型，并重点向城乡结合部、农村等地区延伸，确保每个

市场监管所至少培育两种类型以上示范店。

据悉，省市场监管局将制定全省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

营规范，引入信用监管基本要求，把企业信用等级作为诚

信经营评价的重要依据，鼓励有条件的市县利用智慧监管

平台先行先试，积极探索“智慧化+信用化+网格化”监管

新格局。据悉，截至目前，安徽省已累计培育5300余家特

殊食品专区专柜经营示范店。

安徽开展2022年特殊食品专区专柜经营提升行动

企业信用等级作为诚信经营评价重要依据

到2025年
安徽生态振兴试点乡镇建设覆盖50%

我省农科成果入选
农业农村部棉花生产技术模式

灵璧县高楼镇：

小小羊肚菌
撑起农民增收“致富伞”

3月以来，上海遭遇了疫情防控常态化以来形势最严

峻的一次考验。面对疫情大考，上海安徽经济文化促进会

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全力以赴，以多种形式投入到疫情防

控战疫中去，用心用情彰显了促进会和广大在沪皖籍人士

的家国情怀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责任担当。

接续驰援，投身抗疫一线
早在3月16日，促进会即向下属11个市级分会、9个

内设专委会、5000余名会员发出“同心抗疫 共同守沪”倡

议书。3月24日，促进会号召广大党员要带头担起政治责

任，引导在沪皖籍人士和会员企业做好防控维稳保供工

作，做到防疫生产两不误。4月12日，促进会向各分会、广

大会员发出开展“互帮互助、共同抗疫”的号召，并将在沪

皖籍老弱危急重病人、单身生活、生活无着落人员作为重

点摸排和帮困对象……

与此同时，促进会设法调动各方力量，整合多方资源，

会同各分会、广大会员，排除重重困难，勇当逆行者。医疗

专家、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生产经营人员等积极投身

抗疫一线，其他各领域会员结合行业特点和专业优势，积

极发挥法律援助、心理咨询、物资筹措与派送等方面作用，

全方位助力疫情防控。

爱心接力，承担社会责任
风雨来袭，我们需要守望相助；面对疫情，我们需要抱

团取暖、共渡难关。促进会倡议发出的第一时间，就得到

了广大会员的积极支持，同时企业家们闻令而动，下沉到

各自所在的区、街镇、社区，化身米袋子、菜篮子，筑起抗疫

堡垒，织就民生网络，以无私奉献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

展现在沪徽商同心抗疫、共克时艰的责任与担当。

4月7日上午，促进会获悉安徽省援沪医疗队员和崇

明方舱医院医护人员生活困难和物资紧缺后，次日上午便

紧急采购和配送一批微波炉、日常生活物资运送至崇明方

舱医院医护人员驻地；在得知杨浦区江浦路街道外来务工

人员、独居老人、特困户生活困难后，4月18日，促进会青

年人才联合会携手巴比食品，向江浦路街道捐赠2000份

巴比食品……

前方是一个个坚定身影，背后是一份份鼎力支持。特别

指出的是，疫情管控期以来，以宇培供应链、同康医院、黎峰

保安等等为代表的一批会员企业为上海抗疫保供竭尽全力，

为上海稳经济、稳就业、稳发展、保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此外，各分会与促进会抗疫一盘棋、联动作战。安庆

分会、芜湖分会、滁州分会、六安分会、阜阳分会、淮北分

会、马鞍山分会、黄山分会、池州分会、宿松分会、寿县分会

等11个分会克服重重困难，捐款捐物、筹资筹物、自助助

人，并设法将家乡所在地政府援沪物资派发到会员、老乡、

困难人群手中。同时，分会数百家企业发挥各自渠道优

势，积极参与社区防疫和民生保供。截至目前，促进会各

会员单位、分会、专委会累计向困难群体发放食品大礼包

2万多份，捐款捐物超过1000余万元。 ■ 本报记者

上海安徽经济文化促进会:

安徽力量“申”情守“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