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北京茂源防火材料公司新型防火
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落户泥河镇工业园，
进一步加快了新材料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步
伐，为该镇工业园区功能扩容升级注入了发
展动能。

以商招商。该镇围绕产业链延伸做文
章，以新材料和食品酿造产业为主导方向，在
配套产业和产业延伸等项目上用力，尽可能
引进符合本地特色的产业、项目。去年以来，

共引进 4 家企业入园，总资产投资合计 7.3
亿元。

以情引商。围绕高新技术行业作谋划，
开展以情招商，以友招商。经过多方联动，近
日新型防火材料研发生产基地项目落户
泥河。

以优吸商。围绕服务质量进行“筑巢”，通
过定期走访、调研以及“1+1”（一个党政负责人
联系1家重点企业）的服务模式，围绕企业所需，
全力做好企业（项目）的协调服务保障工作。对
重点项目，一事一议，特事特办，对企业生产经
营中遇到的问题，帮助出谋划策。 （徐梅生）

创新模式引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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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班进企业 暖心送服务

今年以来，盛桥镇以神
墩村为试点，积极与县联通
公司、信锐科技公司开展合
作，“神墩村数字乡村”小程
序近日正式上线。

神墩数字乡村平台依
托大数据、云计算和智慧AI
技术实现了“一屏观全村、
一网管全村”，让党的政策
理论宣传、产业发展、社会
治理、民生服务等更加数字
化、便捷化和高效化。

党建+智慧治理，打造
智治神墩。针对基层党组
织流动党员较多的问题，联
通公司专门打造了党建数
据平台，平台上可以看到党
建最新动态、党员先锋事
迹、神墩村党支部的组织活
动信息。

应急+智慧治理，打造
平安神墩。除了党建数据
平台，该小程序还有个重
要的应急预警功能。“考虑
到农村地区空巢老人现象
普遍，为预防突发情况，在
村内五保户、孤寡老人等
重点人群家中每户安装一
台设备，一旦出现突发情
况，群众使用的该设备可
以第一时间发出呼救，呼
救预警会立刻传到神墩村
分片村干部的手机中，从
而第一时间到群众家中给
予帮助。”神墩村党委书记
陈伟介绍道。

惠民+智慧治理，打造
幸福神墩。近年来，神墩村
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
富裕，不断探索乡村振兴的
新路子，为了带动全体村民
参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该
小程序开辟了“共建共治”
专栏，鼓励在家村民和在外
乡贤共同为神墩村的发展
出谋划策。除了带动广大
群众参与到村貌维护，该小
程序还有很多便民功能，如
办理被征地农村养老保险
待遇、出具补录户口居住证
明、疫情防控期间县外人员
返乡登记等，通过此平台都
可以实现“一网办通”。

（王冰柔）

数字乡村
赋能发展

为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创造力，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全面促进辖区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连日来，郭河镇“四心”聚
力，主动担当作为，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工
作，为企服务工作专班对辖区重点企业
进行了深入走访，开展上门服务，努力当
好金牌“店小二”，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发
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倾心协助企业，把牢防疫关口。疫
情防控期间，督促企业对外来人员和外
来车辆实行双向管控，做到“看好门、看

好人、看好车”。镇经发办每日下午 3点
及时收集整理辖区各企业来（返）庐江的
货车（含驾驶员）信息，汇总推送至汤池
北道口，形成“事先报备-专人接车-定点
消杀-闭环管理”工作机制，有效保障各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同时，组织镇卫生
院医生，开展3天一次上门为重点企业进
行一次全员核酸检测。

用心加强管理，创优营商环境。统
筹兼顾，联动协作，用心用力加强企业协
调管理，聚力打造“四最”营商环境。以

微信工作群、点对点帮扶、上门走访等多
种形式，与企业交流、对接，联合安监、环
保、市监、公安等工作线，开展共同服务，
保证政企之间信息共享、沟通顺畅。

悉心抓好项目，为企纾困解难。坚
持“项目为王”理念，全力抓大项目、好项
目，高效落实推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
通过分级分类、一企一策等措施，加快合
庐产业新城中昊港创等 4个工业项目建
设进程，帮助企业减负纾困，解决实际困
难，给企业信心、让企业暖心。

尽心落实政策，提升服务实效。注
重市场导向，落实惠企政策，培植发展生
态，推动企业做大做强。支持工业发展
各类奖补申报以及“亩均贷”等金融支持
政策，开展为企贴心服务行动。联系辖
区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参加各类创新
与科研活动，进行各类政策申报，为企业
争取更多优惠政策。截至目前，先后帮
助龙磁科技等企业，获得上级奖补资金
80余万元。

5月22日，在庐江台创园
的喜洋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水稻工厂化育秧基地，技术工
人正在进行育秧作业。

眼下正是单季稻播种育
秧的好时节，喜洋洋公司抢抓
农时抓紧育秧育苗，实行统一
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为
农户提供种子催芽、育秧、机
插等一条龙服务，有效提高秧
苗综合质量，为稳产高产奠定
基础。

近年来，我县深入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重点推广优质良种、集中育
秧、机械化生产等技术，通过
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采取农
机农艺深度融合，全面提高水
稻生产现代化水平，进一步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更好
地保障粮食安全。

（赵德斌 摄）

近年来，金牛镇构筑镇村组三级“田长
制”网格，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控制
耕地“非粮化”，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和破
坏耕地行为，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护好百姓

“饭碗田”。
眼下，小麦正在进入黄熟期，早稻也进入

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金牛镇田长来到田间
地头巡查，并向农户宣传耕地保护的重要性。

今年50多岁的何显存是金牛镇湖稍村种
粮大户，望着随风起伏的金色麦浪，满心喜
欢，得益于村级田长的劝导，他才没弃粮种
树，从而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

“去年我在外打工回来，想把这片田栽
树，田长听到后，到我家跟我讲，这片田是基
本农田，不允许搞其他作物，要继续种粮为
主。”何显存回忆说，“于是，我就种了小麦，目
前长势非常好，丰收在望，现在小麦价格也
高，每斤收购价在1.4元，小麦收获好之后，我
就种植优质水稻，秧苗都育好了，期望今年是
个丰收年。”

像何显存一样，张新生也是湖稍村的种
粮大户，他种粮食有20多年了，对土地有着深
厚的感情。只要田长巡查时发现有荒田、废
弃田，他都想方设法流转过来，种上水稻和小
麦，国家对于种粮优惠政策也越来越多，让他
干劲十足。

“现在田长和巡田员经常到田里巡查，看
到哪家田里搭棚建房就立即叫停，看到哪家
田荒着，想尽办法叫人种上，不能把土地浪费
了。”张新生说，“‘田长制’不仅保护了我们的
土地，还提高了土地耕种率。”

正在巡田的金牛镇湖稍村党委书记、村
级田长何锋林介绍，村级田长主要负责本辖
区范围内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利用工
作，每周至少开展一次巡查，现在巡查也很方
便，只要打开手机上的APP，走到田间地头就
行了，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理，并报镇级

田长办公室。他说：“我们村靠着这片肥沃的
土地过上了好日子，作为田长，我一定严格落
实耕地保护制度，继续保护好这片土地，守住
我们的‘饭碗田’。”

金牛镇建立“田长制”三级网格，由镇党
委书记任田长，镇党政班子成员为副田长；村
党组织书记为村级田长；村级网格干部为巡
田员，形成全镇上下联动，确保每一片耕地都
有责任人。

金牛镇党委委员、副镇长、镇级副田长姚
明月介绍：“我们镇建立‘田长制’常态化监督
运行机制，对各级巡查反馈的违法用地问题，
第一时间处置。同时加大耕地保护的宣传力
度，提高群众耕地保护意识，减少土地抛荒、
浪费等行为，我们将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防止‘非粮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国
家的粮食安全底线。” （钱良好）

田长上岗 家乡变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