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4日 星期四

农历甲辰年五月廿九

宣
城
发
布

中共宣城市委主管主办
宣城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4－0015

今日4版 第10613期

今天晴，南风3级，最低温度21℃，最高温度36℃。明天晴。欲知其他天气信息，请拨96121。 本报广告热线：2831888 114烟草专卖 利国利民 卷烟打假 举报有奖！ 打假举报电话：12313 13956561188 宣城市烟草专卖局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编辑 汪辉 校对 黄万宁

一版投稿邮箱：xcrb2831869@163.com

敢拼敢抢敢作为
奋力推动宣城高质量发展

（全文见三版）

“花二代”邵旸，今年才23周岁。

20岁之前，他在县城长大，未曾跟泥土打过“交道”；

20岁那年，他选择以土为根，择花做伴，用泥土与

花香“填满”自己的花样年华。

他是名副其实的“花二代”，父母从经营花店到创

办花卉基地，他从小浸润在花香里，耳濡目染都是关

于花的那些事儿。

在旌德县版书镇七里花卉基地，记者见到了这位

“花二代”，邵旸说，他是在“花”里长大的。

他是旌德人，早年家里在县城开花店，读高一的

时候，父母来到版书镇南关村，一手创办七里花卉基

地。花卉虽美，种花育花却是辛苦活儿，只要放假，邵旸

就会到父母的花田里帮忙。也是从那时起，他认识了各

种各样的花，对花卉事业有了最初的认识和体会。

渐渐的，父母的花卉事业越做越大，延伸花卉产

业链，拓展营养土和有机肥项目。2021年，父亲邵胜

龙一通电话召回了远在大城市实习的邵旸，“七里花

卉基地需要你，花卉产业更需要年轻人挑大梁。”

邵旸说，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确实纠结了好一

阵。大学学的是工程造价，和花卉产业离得也太远了

吧，“但最后还是觉得，父母在哪里，根就在哪里；父母

需要我，花卉基地也需要我。”

子承父业，也没那么容易。刚上手的“花二代”，

就面临产业结构单一、市场波动大、材料和人工成本

高等难题。

好在他铁了心要在基地干出一番名堂，于是线上

遍查资料、线下参加培训，忙得不亦乐乎。经过多次

试验，配制出的营养土和有机肥，大大降低了以往需

要外购的材料成本。肥料制作过程中要用到机器翻

抛搅拌，他又找视频自学，学会了开铲车、挖掘机和翻

抛机等手艺，成了基地顶梁柱。

基地花香满园，年轻的“花二代”琢磨着为乡村振

兴出把力。“我们生产的营养土和有机肥，主要原料是

秸秆和畜禽粪便。”邵旸告诉记者，农田里难处理的秸

秆、养殖场里的畜禽粪便，在他这里都能“秸”尽所用，

变废为宝，既解决了农户和养殖户的难题，又增加了

有机肥的原料来源。

2023年2月，邵旸研制出的“花无境”有机肥，正式

获得安徽省农业农村厅颁发的肥料登记证，这是旌德

县获批的第一张肥料登记证。“有机肥可以降低植物

的病虫害，增加土壤有机质，防止土壤板结，使土壤疏

松透气，更适合植物的生长。”

对村里来说，花卉基地不仅扮靓了美丽乡村，更

是实打实的增收渠道。村书记吕春霞介绍，基地带动

30多户农户致富，村集体入股后每年能拿到十几万元

的分红，真正实现了村民增收集体受益。

如今的七里花卉基地，规划总面积112.24亩，已是

一个集花卉栽培与销售、有机肥生产、休闲农业观光

等于一体的综合性花卉产业园区，成为旌德最大的花

卉基地。

年轻人总是闯劲十足，去年，邵旸又将目光瞄准

了火热的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花无境”视频账号。面

对镜头，分享花卉培育心得，以及营养土、有机肥的使

用等等，将账号经营得有声有色。有时，他还化身“文

旅推介官”，在短视频里热情推介旌德县的历史人文

景观：乔亭村的文峰塔、县城中心的文昌塔……

身为“花二代”，邵旸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大学

毕业时，全班57人只有他一个人回到了农村。“越来越

深切感受到，脚上沾满泥土，心里充满力量。希望的

田野，从来不会辜负汗水和耕耘。”他觉得最有成就感

的是，农户从七里花卉基地里获得丰收的喜悦，让花

香飘进每一户农家。

“花二代”邵旸的花样年华
■本报记者 蒋华/文 沈彦/图

写在后面：
“花二代”邵旸真年轻。23岁，正值青春飞

扬，正是花样年华。

他的花样年华又不一样，挥洒汗水与花为

伴，把花卉基地做大做强；发挥才智深耕沃土，

通过延伸花卉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在他的身上，有不少闪光点，比如，善于学

习，潜心研制了农民需要的环保有机肥；敢想敢

试，在短视频赛道上打响知名度……但最让人

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对土地的热爱、对事业的追

求、对乡村的深情。

我们期待，在希望的田野，有越来越多像邵

旸这样有知识、有热情、有才干的“花二代”“林

二代”“农二代”……投身于

乡村振兴事业，让花样年华

绽放在热土上！

本报讯 近日，经市生

态环境部门备案、市林业局

核准监制的安徽省首张林业

碳票数字注销凭证签发，标

志着生态价值转化将步入更

加灵活、更加高效的阶段。

据了解，安徽省某路桥

公司以27.67万元的价格，向

我市泾县国有林业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购买了 3547.27 吨

林业碳票项目碳减排量，并

获得林业碳票数字注销凭

证，该凭证可直接提供给司

法部门，作为减轻生态环境

损害有效证明，这也是我市

司法碳汇领域数字化核销的

首张林业碳票。

此次交易的林业碳票项

目碳减排量，由泾县国有林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利用

马头国有林场森林资源，按

照《宣城市林业碳票管理办

法（试行）》《森林生态系统

碳储量指南》开发并备案宣

城市第二个林业碳票项目，

计入期内项目区林业碳汇

量达1.2万吨。

据市林业局生态保护

修复科负责人介绍，此次交

易，林业、生态环境与司法

部门高度联动，推动林业碳

汇流畅运用，初步形成我市

生态环境损害“碳代偿”完

整闭环。

值得一提的是，林业碳

票碳减排量注销，首次采用

数字化方式开展。主要针对

小微企业与个人的自愿减排

行为，探索通过数字化举措，

应对多主体、多形式、多场景

的高频低碳应用，具备未来

平台化、普惠化的良好潜力。

多年来，我市林业碳票

已通过司法碳汇、义务植树

尽责“零售”等多种形式，完

成生态价值转化 1600 余人

次，共计35万余元。

（本报记者 侯国庭 张蓉）

本报讯 我市

充分发挥水运优

势，牢固树立“向海

而兴，借船出海”意

识，奋力推进水运

事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

年，全市水路货运量、货运周

转量增幅均居全省第二。

干支衔接，主要航道通

江达海。航道通达实现“东

向跨越”，芜申运河宣城段完

成移交，形成了我市 T 字型

航道主骨架，至此，我市北通

长江、东入太湖、直达苏浙

沪，宣城至上海航线缩短运

距 100 多公里。国字号实现

“从无到有”，水阳江航道从省

“二十线”航道之一提升为国

家干线航道；芜申运河宣城段

航道养护列入2024年省厅养

护项目库，正在挂网招标。美

丽航道实现“全省首个”，建成

青龙湾“美丽航道”。省交通

厅通过并印发《安徽省库区旅

游航道建设技术指引》，填补

我省该行业标准的空白，沿岸

方塘星空营地等成为网红打

卡点。去年全年完成水路客

运量 16.3 万人、旅客周转量

187.88万人公里，同比分别增

长171%、164%。

提质进位，港口码头能

级提升。千吨泊位再上台

阶，建成苏皖合作示范区首

个采用安徽宣城建港、江苏

溧阳整治航道的方式合作的

广利川码头项目竣工，投产

后提升宣城港整体吞吐能力

30%以上，我市千吨级泊位达

到 29 个。水路运输再创新

高，定埠港开通宣城至芜湖

等3条水运集装箱班线，箱量

超过 5000 标箱，开创了我省

县域集装箱航线和班线的先

河，上半年以来，水路货运量

7163 万 吨 ，货 运 周 转 量

3767204万吨公里，同比分别

增长 15.44%、15.385%，均位

于全省第二位。港口定位即

将提升，2023年，我市港口吞

吐量达到 1382 万吨，同比增

长49.7%，实现了5年翻两番，

增幅位列第一。宣城港从拟

由一般港口提升为安徽省重

要港口，在港口定位上与滁

州港、池州港并驾齐驱。

精准发力，便

民惠企更加便捷。

设立郎溪船检工作

站点，围绕定埠港、

广利川、南漪湖渔

民点等重点区域，开展船舶

检验现场工作，在规定办结

时效内实现少跑一趟，就地

领取证书，完成我市首艘长

三角通检互认船舶检验工

作。深化船员便民服务举

措，开展宣城船员“专场考”

“远程考”“培考发”一体化、

“零接触”证书换发，让宣城

船员可以高效参培、随到随

考。完成船员计算机考试中

心远程考场项目，从技术层

面实现宣城船员内河一、二

类船员理论补考“远程预约、

随到随考”。做好企业服务

争取资金，完成 2023 年度 41

家水路运输业及其辅助业年

度核查及信用评价工作；完

成客运客渡船补助申报、项

目申报23个，申报2022年度

岛际客渡船资金10.63万元。

创新驱动，行业服务转

型升级。水运平台“零的突

破”，招大引强，与北京亿海蓝、

船讯网等头部水运企业合作，

建成全省首个水运货运网络

平台，相当于“滴滴打船”，截至

目前认证企业131家，其中长

三角企业 85 家，认证船舶

20143艘，订单总量9160单，订

单总金额2.76亿元，实现营业

收入7428.21万元，今年一季

度完成达规目标。实体孵化

“零的突破”，招引水运物流龙

头企业-苏州正沧，在东部新

区落地长三角（宣城）水运产

业服务中心项目，进一步优化

运力资源配置，降低物流成

本。目前入驻企业12家，已有

7家企业正式启动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1041.8万元。

先行先试，低碳发展成

色更足。绿色水运试点捷报

频传，推进引江济淮船舶油

改电“1+6+100”示范工程，全

国内河首艘 3000 吨级“油改

电”货船“川川长江001”落地

宣城；广利川、汇金物流 2 个

国家级近零碳码头试点项目

已通过省级评审。

（本报记者 刘畅）

我市水路货运量、货运
周转量增幅均居全省第二

全省首张林业碳票数字注销凭证在宣城签发

邵旸在花卉基地。

本报讯 宁国市持续优化民营企

业发展环境，积极构建全方位、全系

统、全链条的政策支撑体系，清单化

落实好一系列政策举措，近年来持

续 助 推 民 营 企 业 发 展 驶 入“ 快 车

道”。据统计，2023 年宁国拥有注册

民 营 企 业 13800 余 家 、个 体 工 商 户

46000 余户，贡献了该市 71%的 GDP、

81.6%的税收、95%的发明专利授权

量、86%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在全省

发展民营经 济 考 核 中 位 列 县（市 、

区）类第七位。

构建政策支撑体系。立足民营企

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出台《宁国市促进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宁国

市以数字化转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若干政策》《宁国市支

持科技创新若干举措》等系列文件，围

绕创新、融资、用工、营商环境等方面

着力构建全方位、全系统、全链条的政

策支撑体系，持续提升民营经济发展

质态。2023 年，该市兑现财政奖扶资

金 4.6 亿元，落实税费支持政策 16 亿

元，新增贷款78.6亿元，到位上级涉企

专项资金4100万元。

推进企业改造升级。建立优质中

小企业梯队培育库，引导民营企业加

强技术创新、实施数字化智能化绿色

化改造，推动中小企业持续提升专业

化、精细化水平。截至目前，该市累计

培育A股上市企业9家、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164家、国家单项冠军示范企业1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家、省级专精特新冠军企业9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93家，均居全省县域前列，其

中，安徽中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评2023年

度安徽省优秀民营企业。

打造更优 营 商环境。设立“无差别综合窗

口”，整合 28 个部门 920 个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

窗受理、一网通办”。成立产业集群综合党委，选

派 148 名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系 659 家集群企业，为

580 家重点企业和 50 个重点项目“一对一”安排包

保联系干部，畅通政商交流沟通渠道。探索柔性

执法，制定了“一轻一免”事项清单 420 条，对符

合条件的轻微违法行为从轻或者免予处罚。连

续四年举办安徽汽车及零部件产需对接会、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协同发展大会，搭建产需对接发展平台。2023

年，该市获评 2022 年度“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优秀单位”，连续四年获评全省唯一“浙商最佳

投资城市”。 （本报记者 顾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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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强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成就综述

新华社阿斯塔纳 7月 3日电（记者

倪四义 胡晓光 张继业）当地时间7月3日

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斯塔纳总统府

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

习近平乘车抵达总统府时，托卡耶夫

总统热情迎接。六架哈萨克斯坦空军战

机从总统府上空飞过，拉出象征中国国旗

的红黄色彩烟，以最高礼仪欢迎习近平对

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托卡耶夫为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总统府大厅气势恢宏，礼兵威武挺

拔。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一一

握手致意。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

奏中哈两国国歌。习近平在托卡耶夫陪

同下检阅仪仗队。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小范围会谈。

习近平指出，去年，我和托卡耶夫总

统在西安和北京两次会晤，就中哈关系发

展作出新部署新规划，引领中哈关系“黄

金30年”快速发展。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

和长远角度看待中哈关系，将哈萨克斯坦

视为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和在中亚

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方维护好、发展好中

哈关系的意愿和决心坚定不移，不会因一

时一事或国际风云变幻而改变。中国将

永远是哈方可以倚重和信赖的好邻居好

伙伴。中方愿同哈方继续加强天然气等

传统能源合作，拓展光伏、风电等新能源

合作，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哈萨克斯坦投

资，助力哈方将资源优势转换为发展能

力，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托卡耶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

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对哈中关系发展具有

历史性重大意义。中国是哈萨克斯坦的

友好邻邦、亲密朋友和重要战略伙伴，哈

中关系基于牢固的睦邻友好和坚定的相

互支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势

头，贸易、能源、农业、矿产等领域合作取

得重要成果，造福了两国人民，堪称国与

国关系的典范。哈方祝贺中国取得的全

方位历史性成就，相信在习近平主席英明

领导下，中国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必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哈方愿

同中方一道，进一步挖掘两国在能源、矿

产、新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潜力，推

动两国关系发展至新的高度。哈方感谢

中方坚定支持哈萨克斯坦主权、独立、领

土完整，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决

打击“三股势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

随后，两国元首举行大范围会谈。

习近平指出，中哈友好根植于绵延千

年的古丝绸之路，又历经建交32年的合作

积淀，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

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成为中哈

关系的主旋律。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中方维护中哈友好的初心坚定不移，推进

全方位合作的恒心坚定不移，在彼此核心

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的决心坚定不移，对

实现各自国家发展目标的信心坚定不

移。中方愿同哈方一道，携手构建更加富

有内涵和活力的中哈命运共同体，为地区

乃至世界的发展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中哈两国都处在各自发

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要加强两国发展

战略对接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实施更多

互利共赢的合作项目，助力各自国家发

展。中方愿同哈方提升经贸合作水平，确

立未来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新目

标，进一步扩大进口哈萨克斯坦优质商

品，打造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合作新增

长点。双方要做大产能投资合作规模，挖

掘科技创新合作潜能，拓展电动汽车、新

能源、跨境电商、卫星通信等领域合作。

中方愿同哈方积极推进跨里海国际运输

路线建设，构建多元立体联通格局。中

方支持明年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中国旅

游年”，决定在哈萨克斯坦开设第二家鲁

班工坊。昨天我在机场听到哈萨克斯坦

少年用标准流利的中文演唱《歌唱祖国》，

十分感动。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会谈


