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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盛夏，皖北田野里刚播下的玉米和大豆，已露

出喜人的青绿。皖江两岸良田万顷，到处是披上绿装

的稻田，一眼望不到边的秧苗呈现出勃勃生机。年复

一年，一茬接一茬，安徽奉献着优质高产的粮食，将中

国饭碗端得稳稳当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安徽省始终把保障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供给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严格落实中央各项支

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举措，加大改革和投入力度，让种粮

农民有钱挣、得实惠。培育壮大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带

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端稳中国饭碗贡献安

徽力量。

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粮食总产稳定在800亿斤以上，
夏粮喜迎“十九连丰”

今年，安徽省夏粮喜迎“十九连丰”，实现面积、单

产、总产和效益“四增”。尤其是小麦质量等级和食品

安全指标创近10年最好水平，全省夏粮产量也创历史

新高，预计在350亿斤左右。与此同时，克服干旱天气

不利影响，夏种保质保量完成。截至6月24日，全省完

成播种 5880.2 万亩，扣除双季晚稻任务后进度为

100.04%，在适播期内实现应播尽播。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诲：“中

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党

的十八大以来，安徽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严

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十三五”末，全省粮食

总产站上800亿斤台阶，粮食总量已跃居全国第四位。

到2021年，安徽粮食生产已实现“十八连丰”。

面积是丰收的基础。扛稳粮食安全担子，就决不

能在耕地问题上出现闪失。

为此，安徽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全面落实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积极推进“小田变大田”，持续提

升耕地质量，全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 5500万亩，

牢牢守住耕地数量、质量“双红线”。目前全省已经建

立了省市县乡村五级“田长制”责任体系和相关配套制

度，约 3.4万名田长、14.1万名巡田员工作在耕地保护

第一线。

近 3年来，全省每年粮食种植面积均超过 1亿亩，

高于国家下达的任务，且呈现逐年增加态势。今年全

省夏粮面积约 4280万亩，较上年增加 10万亩，预计全

年粮食总面积超过国家安排任务。

“下一步将遵照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要求，激发干

劲、凝聚力量，统一思想和行动，继续严格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省农业农

村厅厅长卢仕仁说，“十四五”期间，将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每年稳定在1亿亩以上，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800亿

斤以上，为端稳中国饭碗贡献更大安徽力量。

落实各项惠农政策，推行“按图索粮”
和订单化生产，让农民有钱挣、得实惠

农民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今年夏粮大丰收，特别

是效益明显增长，极大鼓舞了农民种粮的心劲。

采访中，阜阳市颍州区王店镇种粮大户王平强告

诉记者，这段时间很多种粮大户都在打听哪里还能包

到地。“因为确实挣到钱了，而且国家对种粮越来越重

视，所以扩大种植面积的想法很普遍。”王平强说。

提效益，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是重要手段。近

年来，安徽省全面推行“按图索粮”和订单化生产，通过

发展优质专用粮，直击供需错位的痛点，破解种粮效益

低问题。

去年，全省发展优质专用小麦和水稻 5062 万亩，

占粮食总面积超六成。这些专用粮信息全部上网，企

业通过网上点击，可轻松查阅，根据加工需求“按图索

粮”，为优质专用粮后续二、三产业链接铺平追溯通

道。这种“按图索粮”的做法是安徽省首创，农业农村

部已在全国推广。它的精髓在于面向加工安排品种，

并且成“片”种植，探索“单种、单收、单储和专用”的产

销加一体化模式。

今年，全省共落实优质专用小麦 3178.67万亩，占

小麦播种面积74.27%，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

小麦单品种万亩片369个；单品种整建制乡镇99个，比

上年增长一倍以上。今夏，“按图索粮”有望让农民增

收超30亿元。

政策是指挥棒。习近平总书记在给种粮大户的回

信中说，“这些年，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

的政策举措，就是要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就是要让种粮农民有钱挣、得实惠，日子越过越

好。”农民种粮多得利，积极性才有保障，粮食生产才能

稳步向前。

今年农资价格上涨，侵蚀了种粮利益，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为此在春耕生产关键时节，

安徽省将 2022 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资金 12.2
亿元下达市县，补贴对象为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

民，以及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今年小麦赤霉病防控中，

加上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全省投入防控财政资金近 8
亿元，力度创历史新高。

多年来，安徽省严格执行国家稻谷、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落实稻谷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把党

和国家的惠农政策不折不扣落实下去。“十三五”时期，

全省累计收购粮食近1.1亿吨，促农增收超70亿元。

扶持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带动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

安徽省坚持培育壮大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在发挥

规模效益的同时，带动小农户采用现代农业生产方式，

多种粮、种好粮。截至去年底，全省家庭农场总数达

17.7 万个，居全国第一位；农民合作社总数达 11.1 万

个，居全国第五位。

“今年将继续大力提升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水平，

加快培育家庭农场，更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

展轨道。”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推

广农业生产托管等模式，今年将新增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组织 1000 个，总数达 3.7 万个，让更多小农户更轻

松、更经济地种粮。

提升经营主体带动力，发挥好规模效益，就要从土

地、资金、科技等方面为其赋能。

许多种粮大户对农业保险非常关注。今年一季

度，全省农业保险签单保费 18.36亿元，为 407.89万户

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 545.87 亿元，支付赔款 3.03 亿

元。同时我省正在推深做实农业信贷融资担保体系，

健全政策性农业担保风险补偿机制，鼓励政府性融资

担保机构与保险机构开展“担保+保险”合作，不断扩

大农业信贷融资担保覆盖面。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技术，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信息不对称引起的

“风险识别难”和“作业成本高”这两大难题，降低农村

金融服务准入门槛和融资成本，引导更多金融活水流

向农村。

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推动土地流转。今年“三

夏”，全省投入联合收割机 20 万台左右，机收率稳定

在 98.5%以上，为颗粒归仓提供了装备支撑。接下

来，安徽省将聚焦农机研发制造和推广应用，全面提

高农业机械化水平，继续提高粮食作物的全程机械

化水平，力争今年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达 83%。

当前，安徽省耕地流转率达 53.4%，50 亩以上的

规模经营户达到 12 万户左右。下一步将加快推进

“小田变大田”改革，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等举措，发挥种粮大户的规模经营

优势。针对皖南、皖中、皖北不同地形条件，鼓励有

条件的地方因地制宜推进“一户一块田”“一村一块

田”，实现农田增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摘自《安徽日报》

7 月 1 日，南京市举办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创新

服务大会，聚焦产业规模提升、核心技术攻关、场景生

态赋能等目标，推出标杆培育、招商强链、智改数转、

平台筑基等“十项行动”，以切实举措为企业“输血补

气”、助力加劲，提升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

性和竞争力。

项目集结，拓展“增量空间”
做大智能制造装备“蛋糕”，南京一手优存量、一手

扩增量，加快集聚优质项目，推动产业能级跃升。

大会现场，24个产业链项目签约落地，其中制造业

实体项目13个。南高齿高速齿轮绿色风电扩产，南京

音飞储存与行业知名外资企业联合投资开发EMS 悬

挂搬运机器人系统，北方夜视与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合

作建设光电探测联合实验室……产业资源纷至沓来，

南京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招商强链行动功不可没。

作为产业链专班牵头单位，南京市投资促进局依

托数字化投资工具箱、投资促进大数据管理平台，引导

板块园区对照“五图六清单”，重点加大对 500 强、央

企、“专精特新”企业、产业链关键环节项目的招引力

度，双向推动产业沿链聚合、集群发展。

6月 17日，西门子数控（南京）有限公司（SNC）新

工厂在溧水经开区正式投运，这是西门子全球首座原

生数字化工厂。从 2019 年初打下第一根桩基开始，3
年多来园区紧盯每一个细节，克服一系列困难，最终确

保新工厂按时投产。

“西门子速度”，与南京推进重大项目的管理闭环

密不可分。按照“谁签约、谁负责”原则，南京优化对签

约项目落地转化考核机制，倒逼责任板块盯紧盯牢项

目注册领照、开工运营、资金到账等环节，通过体系保

障和配套支撑，疏通项目推进过程中的梗阻。

今年，南京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有 14个市级重大项

目、23个区级重点项目，围绕手续办理、要素保障、能耗

指标等关键环节，南京全面推进项目护航行动，实行

“牵头板块主办—专班办公室会商—专班调度”三级协

调会办制度，创造一切条件把投资量尽快转化成实物

量、产出量。

创新攀高，激活“数智引擎”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是南京着力发展的八大产业

链之一。当前，该产业链集聚上下游企业 1500 多家，

连续两年实现营收同比增幅超 20%，去年产业规模突

破千亿大关。今年 1—5 月，该产业链实现营收 526.4
亿元，同比增长13.7%。

直面产业变革加速、疫情冲击等多重因素，“南京

智造”如何危中寻机、积厚优势？“在稳定和服务上做

‘加法’，在困难和负担上做‘减法’，全方位护航企业发

展。”南京市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专班办公室相关负责

人表示，以创新为主线、以服务为总揽，系统推进“十项

行动”，破解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痛点难点。

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关键零部件依赖进口，依然是

当下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最大的短板。南京鼓励龙头企

业、新研机构牵头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对

承担国家关键技术攻关任务的企业给予支持，力争在

共性技术和工业适用性技术方面实现突破。南京正探

索建立产业链协同机制，引导本地装备及自动化生产

线提供商、工业软件提供商、系统方案集成商等加强联

动，促进“南京造、南京用”，“抱团作战”闯市场。

龙头企业率先行动。今年初，江宁经开区携手菲

尼克斯，共同发起设立“南京数字工业和产业互联网生

态共创中心”，以“技术支撑+产业形态+创新基底”的

思路，整合资源，打造一流数字工业与产业互联网生态

平台。目前，该平台已吸引绿道云、酷开科技、领鹊机

器人等10余个项目入驻。

让制造更“聪明”，南京以省、市“智改数转”三年行动

为引领，加快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制造融合。今年，南京

将实施1300个以上“智改数转”项目，通过加快数控机床

等示范应用场景建设，遴选一批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创新

产品推荐目录，为装备技术迭代创新提供沃土。

服务升级，引流“源头活水”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一台台组

装完毕的风电齿轮箱等待出厂。“多亏江宁经开区的全

方位保障，我们从 5月初就满负荷生产。”企业负责人

介绍，从保障物流运输到跨地区协调供应商，园区工作

专班的贴心服务，让企业倍感温暖。

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路长，上下游关联行业广泛，

疫情冲击下，企业的供应链、资金链不确定性增加。在

“助企纾困 20 条”的基础上，南京常态化推进纾困行

动，在减税降费、稳链保供、优化服务等方面推出系列

举措。“驻厂联络员”“小莫专员”“助企帮忙团”“金牌服

务员”……各路力量下沉一线，点对点落实政策、解决

问题，擦亮最优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

人才和技术密集，是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的显著特

点。破解“越智能越缺人”的困境，南京实施人才托举

行动，畅通高校与企业、产业与人才、需求与供给输送

渠道，健全职教体系、培训体系。今年 3 月举办的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专场招聘会，20家企业发布近 300个

用工需求，最高年薪达 80万元，吸引大批高层次人才

关注。

南京还构建市级金融综合服务支持体系，推动

“政银担券企”多方合作，发布综合金融政策产品包。

知识产权质押贷、绿色能源—世界银行转贷款、智能

制造装备产业链强企贷……活动现场，10款定制化金

融产品亮相，开展产融对接行动。南京还将鼓励金融

机构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规模，支持中

小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让金融更好赋能产业链

高质量发展。

南京市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链专班相关负责人表

示，以数字技术与装备技术深度融合为主线，南京将引

导企业加强产品生产研发，提供智能化装备支撑，确保

完成产业链全年各项发展目标。 摘自《新华日报》

大国“粮”策的安徽实践

用服务创新助推产业跃升

“南京智造”亮出“稳链十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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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招双引”强劲发力，更多省外投资项目落户

安徽，安徽省利用省外资金保持快速增长。记者 7
月 1日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 1月至 5月，全省

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4567个，实际到位资金

7091.9亿元，同比增长20.8%。

在省外投资项目中，合芜马滁四市到位资金“领跑”

全省。1月至5月，合肥、芜湖、马鞍山、滁州、阜阳、蚌埠、

安庆七市实际到位资金均超过500亿元。其中，合肥、

芜湖、马鞍山、滁州四市到位资金均超过600亿元。

大项目增长较快。1月至5月，全省新建亿元以

上省外投资项目2447个，比去年同期增加415个，项

目数同比增长 20.4%。新建 10 亿元以上项目 213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21个，项目数同比增长10.9%。

1月至5月，全省亿元以上在建省外投资项目到位

资金在三次产业分布为2.3%、78.9%和18.8%。其中，

一产项目135个，实际到位资金163.7亿元；二产项目

3672个，实际到位资金5594亿元，同比增长30.5%，制

造业比重达到73.9%，较去年同期提升5.1个百分点；

三产项目760个，实际到位资金1334.2亿元。

沪苏浙来皖投资项目到资增幅较大，反映了长

三角地区推进一体化发展和产业协作的显著成

果。1 月至 5 月，来皖投资项目到资排名前五的省

市分别为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北京，实际到位

资金 5564.1 亿元，占全省比重 78.5%。沪苏浙来皖

投资在建亿元以上项目 2693 个，实际到位资金

4044 亿元，同比增长 24.3%；广东省来皖投资在建

亿元以上项目 521个，实际到位资金 974.4亿元，同

比增长 31.3%。 摘自《安徽日报》

前5月利用省外资金持续增长

合芜马滁四市
到位资金“领跑”全省

记者从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获悉，截至 6月 30
日，浙江省山区26县均实现“服务到村社，办事不出

村”。这是浙江省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取得

的又一阶段性成果。

山区老百姓办事远、办事难一直是个大难题。

今年，浙江省在舟山、丽水试点基础上，迭代升级“政

银合作”政务服务新模式，在线上依托“一网通办”全

省统一、省市县乡村五级联动的优势，在线下借助浙

江农商银行系统网点，由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接单”，

线上线下联动帮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办事。

在磐安县玉山镇玉峰村，网店店主胡向东日前

在村里成功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以前，当地

村民得去50公里外的县行政服务中心办理，来回至

少半天。这次，胡向东通过村干部联系上磐安农商

银行玉山支行，前后不到1小时，工作人员就上门帮

他办好了手续。

截至6月底，浙江省各级行政服务中心、大数据

局联合各地农商银行建立了一支 2万人的帮办、代

办队伍。省级相关部门已统一全省 3093个事项的

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等标准，以保障服务

同质、体验一致。

今年，浙江省拓展升级政务服务“政银合作”范

围。目前，“浙里办”APP中已有合法稳定就业居住

证、不动产权属证明网上查询、门诊费用报销等108
项高频事项接入“五大国有银行”5700 余台自助终

端，涵盖公安、人社、医保等11个领域。群众可就近

前往银行自助终端办理。 摘自《浙江日报》

浙江“一网通办”实现
山区26县行政村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