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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农民日报》4月22日头版头条报道 习近平总书

记在2016年视察安徽时指出，要把好山好水保护好，实现

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近年来，安徽省大力推动

农业绿色发展，让绿色成为农业的主色调。2019年，全省

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0％和80％，分别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5个、8个百分点；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五连

降”；新培育“三品一标”农产品1390个，有效使用数7262

个，较上年增长近1/4，有效使用数居全国前列。

安徽省是水稻种植大省，也是水产养殖大省，两者

交织能够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一组数据给出了答

案：2019年全省稻渔综合种养面积317万亩，较上年增

长 98.1％；稻渔综合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 3.1 万户；发

展稻渔综合种养亩均减少 30％以上的化肥农药使用

量，亩均增收1000元左右。“稻渔综合种养是在传统的

稻田养鱼模式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生态循环农业模

式，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有效途径。”安徽省水产技术推

广站负责人蒋军告诉记者。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官网上发布了全国首张“优质专

用小麦种植地图”。“这张地图涵盖了全省307个万亩以

上单品种种植单元。”安徽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局局

长张韪介绍，“能够直观反映出各地小麦单一品种规模

化、标准化种植成果，让客户‘按图索麦’。”据了解，安徽

省今年优质专用小麦种植面积已达2298万亩，占总播种

面积的53.4％，正逐步实现单种单收、好麦卖好价。

近年来，安徽省农作物秸秆、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不断增长，2019 年达到 90％和 80％，分别比全国高 5

个、8个百分点。据了解，安徽省还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

量增效，开展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及粮棉油生产大县

化肥减量增效试点，创建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县，

2019年病虫害绿色防控占总防控面积的近四成，化肥农

药用量连续5年保持下降态势，实现“五连降”。

据了解，安徽省先后建立29个国家级、8个省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达到8.2万公顷。2019年全

省放流水生生物4.9亿尾。

暖心！
马鞍山交警帮助走失老人回家

4月21日中午，马鞍山交警开发区大队交警正在食堂就

餐时，发现一位高龄老人正在食堂门外来回张望，显然是迷

失了方向。 民警立即将老人带回大队，帮助其寻找家人。

原来，这位老人 92 岁，因不熟悉路线找不到回家的

路，已在此处逗留一个多小时，而且也记不住具体家庭住

址。最终，民警通过老人随身携带的物品推断出大概位

置，将老人送回家中。看到老人被民警送回，正在焦急寻

找的亲属感动万分，连声称谢。 □谢昕

自作聪明
男子被罚款4000元记12分

4月17日下午，马鞍山交警楚江大队民警在慈湖河路

与葛羊路交叉口执勤，发现一辆吊车闯禁区行驶，且号牌

有问题。民警遂将其拦下检查，结果民警大吃一惊。原来

该车外面是一块新号牌，里面是一块旧号牌。据驾驶人代

某供述，因为他当日驾驶吊车到马钢干活，没有厂区通行

证，就自作聪明把另外一辆吊车号牌卸下来，安装当日干

活的吊车上。没想到，自己闯了禁区被交警查获。民警依

法对车辆进行了暂扣，并对代某作出了罚款 4000 元、记

12分的处罚。 □胡志斌

马鞍山花山区法院
成功调解千万元合同纠纷

4月15日，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慈湖高新法庭成

功调解一起争议标的额 1788 余万元的买卖合同案，为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被告某

建设集团公司因承建A项目，与原告某商品混凝土公司签

订《预拌商品混凝土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被告收货后

未按约支付货款，欠付货款达1788余万元。为此，原告起

诉要求被告支付货款、承担违约责任等，并申请财产保全，

冻结被告资金账户。被告发现其招投标保证金账户被法

院冻结后，于 4 月 15 日中午 11:30 急切找到承办法官，表

示认可欠付货款，承诺还款。承办法官主持双方进行调

解，经过释法说理，原、被告双方在当日13:30达成先行支

付部分货款，剩余款项分期付清的调解协议。当日下午，

法院依法准许并解除对被告资金账户的冻结。

□张玲 张发平

星报讯（记者 吴善良/文 黄洋洋/图） 4 月 22 日，

安徽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的自动流水线上，各种

豆芽有条不紊地列队经过，清洗、筛选、装箱、运输……

不出几个小时，这些“刚出生”的豆芽就可能被人端上

餐桌。要放在4年前，安徽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负

责人朱国龙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眼前这一根根长不

过三寸的豆芽，有天会担起“扶贫、扶志、扶智”的“大

任”，助力当地贫困户走上小康路。

朱国龙十几岁起就开始和蔬菜打交道。在外出打

工时，他学习了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2016年，回到家

乡后的朱国龙，正好赶上了颍泉区农村土地综合改革

试点，土地可以流转承包。于是，朱国龙开办了国龙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这便是安徽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

公司的前身。

安徽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11

月,位于阜阳市颍泉区中市街道王府营社区，公司注册

资本1000万元，总投资1.2亿元，一期投资5200万元，

占地面积 12000 平方米，日产芽苗菜 150 吨以上，是河

南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投资控股公司。

“我以前都是在外打工，现在不仅可以在家门口挣

钱，还能照顾家人。”今年44岁的朱国顶告诉记者，家里

父亲偏瘫，哥哥精神病，家中因病致贫，家庭条件一直

不是很好，但在公司上班，不仅一个月能拿四五千元工

资，每年土地流转也能拿2400元。

在这里，朱国顶并不是个例。“今年以来，通过土地流

转、务工就业等方式带动贫困人口16人，帮助贫困群众增

加收入。”安徽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马明

锐告诉记者，贫困户长期工每个月4500元一个月，土地租

赁的每年1500元，临时工月收入也有3000～4000元。

据介绍，金豆子蔬菜食品有限公司从 1 月 28 日起

组织生产，产能逐步恢复至每天 150 吨以上，主要供应

阜城及周边200公里。目前，主要产品有绿豆芽、黄豆

芽、紫苏苗、田七苗、相思豆、香椿苗、松柳芽苗、花生

芽、豌豆芽、萝卜苗等 9 大类别、16 个品种。马明锐告

诉记者，小豆芽破土而出，长出脱贫致富苗。

“金豆子”落地生根 致富苗破土而出

今年，是再芬黄梅青年团成立十周年。为展示安

庆黄梅戏的后备力量和青春风采，向所有关注、关心黄

梅戏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交出一份答卷，由中共安庆

市委宣传部、安庆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安庆再芬黄梅

艺术剧院承办的“青春黄梅戏，青年来开唱”——再芬

黄梅青年团成立十周年专场演出将通过网络直播的方

式于5月4日在安庆再芬黄梅公馆举办。届时，有戏安

徽、掌上安庆、再芬黄梅官方抖音等平台将同步直播。

2010 年，为培养黄梅戏新人，安庆再芬黄梅艺术

剧院成立了再芬黄梅青年团。2012 年，首部量身打造

的大戏青春版《五女拜寿》首演；2013年，他们的展示平

台——再芬黄梅公馆正式开业，常态化每周演出 5 场；

2015 年，再芬黄梅青年团五周年考核汇报演出圆满举

行；2016～2017 年，三位再芬黄梅“今日头牌”青年名

角专场演出成功举办……十年间，青春版《天仙配》《女

驸马》《牛郎织女》《浮生六记》，中型剧《途中》，改编自

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等诸多剧目一一呈现。他们

活跃在央视和地方卫视各大晚会的舞台，亮相央视《叮

咯咙咚呛》、湖南卫视《天天向上》等知名综艺……

据悉，整场演出将以“青春、青年”为主题，由再芬黄

梅青年团的所有演员主演，老师们甘当绿叶。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再芬黄梅艺术剧院专门以“十周年”为主题创

作了一首黄梅歌，由韩再芬院长演唱。可以说，这是一场

拥有再芬黄梅青年团印记的专属演出。 □ 本报记者

再芬黄梅青年团“五四”开唱

淮北市政协
开展机关年轻干部读书活动

“我二季度的读书书目是《做最好的自己》”“我的是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是《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这几天，淮北市政协机关的年轻干部通过深入交

流探讨，踊跃上报自己二季度想要阅读的书名，在机关掀

起了一波读书热。

4月16日，淮北市政协机关召开年轻干部读书活动启

动仪式，以季度为周期，开展“三个一”活动，即“读一本好

书、写一篇心得、作一次交流”，推动机关年轻干部多读书、

读好书，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

任、一种精神追求。为营造良好学习环境，市政协机关新建

了“职工书屋”，购买各类图书上千册，与皖新传媒合作打造

“淮北政协——皖新共享读书会”智慧阅读点，建立网上读

书云平台，不断满足政协机关干部“个性化”读书需求。

“年轻干部是我们事业的希望和未来，政协事业需

要合格的年轻干部来接班。希望机关年轻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在政协这所大学校里不断锻炼成长，成为

一名合格的接班人。”市政协主席谌伟对机关年轻干部提

出了殷切希望。 □周晨

□中央媒体看安徽

把好山好水变成金山银水
安徽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发展绿色农业纪实

□地市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